
2月13日至19日，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北京聯絡部舉辦的 「與國同興吉林
行─內地高校港生國情考察團」 研學活動在吉林省成功舉行。此次活動吸引
了來自北京、天津、山東等3省市12所高校的26位香港學子參與。活動中，學生
們參觀偽滿皇宮博物院、東北淪陷史陳列館、長白山自然資源保護區、吉林機
器局舊址、長春電影廠舊址博物館等地，通過實踐考察與理論學習相結合的形
式，回顧歷史、緬懷先烈、了解吉林的老工業基地轉型和生態文明，理解祖國
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學子們表示，立足香港，放眼全國，到處都是實現個
人價值的廣闊舞台。希望能夠通過自身努力，為國家的未來貢獻力量。

大公報記者盧冶、林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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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國同興吉林行——內地高校港生國情考察團」 在長白山自然資源保護
區參觀並合影留念。 受訪者供圖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北京聯絡部副主任
張有才表示： 「愛國愛港是港人的光榮傳
統，體現了我們對祖國的深厚感情以及對香
港這片土地的深情眷戀。」 他說，希望廣大
內地港生準確把握 「一國兩制」 的核心要
義，充分認識到只有國家繁榮昌盛，香港才
能更加美好。 「無論身處何地，我們都應以
國家利益為重，以香港的長遠發展為念，成
為愛國愛港的中堅力量。」

面向學子 舉辦四場主題講座
「與國同興」 內地港生考察團此前已舉

辦四屆，吸引共計120名優秀內地港生赴北
京、陝西、吉林考察學習。此次活動在吉林
省港澳事務辦公室大力支持下舉辦。除了參
觀，學生們還參與四場國情主題講座。包括
吉林省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新聞雜誌社副
總編孔愛菊的紅歌講座，中共吉林省委黨校
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仲海濤的東北抗聯精
神主題講座，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社會工作
部原部長楊茂的香港區情主題講座，以及中
共吉林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王雪雁的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主題講座。

活動中，來自清華大學的學生俞厚澤表
示，此次的課程深入探討了 「一國兩制」 的
精神、意義內涵、歷史發展和由來， 「我了
解到它不僅是階段性的政策，而是一個長期
且重要的制度。香港和澳門作為通往世界的

窗口，在中國的發展格局中扮演着不可替代
的角色。」

參觀一汽集團 體會「智造」前景
在參觀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和中國中車集

團後，山東大學微電子工程專業學生羅成均
對吉林省工業發展有了全新的認識。他表
示，作為老工業基地，吉林省正在積極推動
傳統工業轉型，在高新技術的應用方面取得
了顯著進展。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汽紅旗
的新技術，包括升降系統、車機控制系統和
輕量化材料的應用， 「展現了中國製造業走
向 『智造時代』 的廣闊前景。」

東北抗聯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
抗日聯軍在十四年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
艱苦鬥爭中形成的。仲海濤的 「與國同興」
東北抗聯精神主題講座中，結合大量歷史史
料，通過視頻、圖片、實例深刻再現了東北
抗聯艱苦卓絕的鬥爭史。

「以前對抗聯的了解主要來源於高中歷
史課程，這次吉林之行讓我更直觀地了解了
這段歷史。」 來自南開大學的路雅心同學
說， 「看到那些真實的圖片和史料時，心情
變得很沉重。我深刻體會到我們今天的幸福
生活是建立在革命先烈的犧牲之上的。特別
是，很多烈士其實和我們年紀相仿，這也更
加堅定了我學習他們勇於擔當、為理想和國
家奮鬥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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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走進吉林 了解老工業基地轉型
參加與國同興研學活動 緬懷先烈感受發展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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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李
紫妍、盧靜怡廣州報道：廣州正加
快培育建設國際演藝中心，香港啟
德體育園也將於3月1日正式啟用，
粵港澳大灣區如何攜手抓住演藝風
口，進一步促進文旅勃興，成為19
日拉開帷幕的廣州市 「兩會」 一個
熱議話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
受訪時建議大灣區內城市應加強演
藝資源的整合與共享，促進文化與

商業的深度融合，創造出獨特的灣
區消費體驗。

民革廣州市委會提案建議廣州
大力發展 「流行演藝+文旅」 的體驗
經濟，打造流行演藝集聚區。一方
面，設立專項資金和演出補助專
項，提供稅收優惠、資金補貼、場
地支持、宣傳補貼等，引導企業和
資本投入演藝產業。

另一方面，與灣區內的城市進

行演藝資源的整合與共享，定期舉
辦跨城的演唱會、音樂節和電影
節、時尚秀場等，吸引更多觀眾和
參與者。

港區廣州市政協委員張瑩認
為，粵港澳三地共同舉辦的第十五
屆全國運動會即將到來，是進一步
深化穗港經濟發展、文化交流、體
育演藝活動合作一個很好的契機。
「香港在展覽和展演經濟方面做得

非常好。隨着啟德體育園的啟用，
相信香港能進一步加強在演藝文旅
方面的賦能。」 廣州市人大代表、
廣州大劇院副總經理梁麗珍告訴記
者，香港和廣州在首發經濟的合作
上各有優勢。 「香港在吸引國外明
星演出和娛樂方面有獨特優勢，而
廣州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中心
城市，本土文化底蘊深厚，具有巨
大的潛力。」

廣州發力演藝經濟促進灣區文旅勃興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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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帥誠東莞報
道：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與東莞市科學技
術局19日聯合推出 「莞港Tech100+賦
能計劃」 ，通過香港創新科技體系賦能
東莞傳統製造產業。該計劃實施周期為
2025年至2027年，資助總額高達1200
萬元（人民幣，下同），將聚焦東莞市
紡織服裝、玩具、模具等優勢產業和高
新技術企業，支持東莞企業（包括在莞
港資企業）開展新型工業化技術評估、
諮詢輔導及合作研發等項目。

東莞市科學技術局副局長鍾靖平
表示，東莞的紡織服裝亟待智能化蝶
變，模具製造呼喚數字化新生，玩具產
業渴求綠色化轉型，亟需借助更強大的
科技力量和創新資源。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內地業務首席執行官黎少斌指出，希
望通過此次合作，重點解決中小企業在
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中遇到的痛點，並
幫助傳統製造業企業引入更多人工智能
技術，為企業出海出謀劃策。

成功入選的企業將獲得由香港生
產力促進局提供的定製化技術解決方案
以及原則上不超過2年的技術指導服
務。同時，在研發生產一線中開展智能
化、數字化、綠色化等工程技術及研發
人才培訓課程。其中，新型工業化技術
評估類單個項目最高補助4萬元、新型
工業化諮詢輔導及合作研發類單個項目
最高補助40萬元。

走訪長影舊址 傳承光影記憶
作為中國電影的搖

籃，長春電影製片廠承
載了幾代中國人的光影

記憶。長春電影製片廠自1945年成
立以來，創作了《白毛女》《英雄兒
女》等一大批經典影片，成為中國電
影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近年來，長影
在傳承經典的同時，積極探索電影產
業的多元化發展，推動了吉林乃至全
國電影文化的繁榮。

本次 「與國同興吉林行──內地
高校港生國情考察團」 研學活動中，
港生們走進長影舊址博物館，近距離
感受中國電影的發展歷程。中國傳媒
大學學生黃泳銘在參觀後感慨： 「長
影不僅是中國電影的發源地之一，更
是中國文化的縮影。在這裏，我看到
了老一輩電影人的奮鬥精神，也感受
到了電影藝術在時代變遷中的傳承與
創新。」

在吉林省滿族醫藥博物館，博物
館內陳列的珍貴藥材、古籍文獻以及

傳統製藥工具，讓港生們大開眼界。
吉林省作為滿族文化的發祥地之一，
近年來在滿族醫藥的保護與傳承方面
取得了顯著成就，推動了民族醫藥的
現代化發展。

黃泳銘說： 「這次吉林之行讓我
受益匪淺。我不僅看到了吉林在電影
和醫藥領域的成就，更感受到了中華
文化的多樣性和包容性。我希望未來
能成為兩地文化交流的橋樑，讓更多
人了解吉林，了解祖國的文化瑰
寶。」

港生：為振興東北發揮自身所長
近年來，隨着國家

經濟的發展與區域協調
機制的快速推進，東北

振興成為國家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在
為期7天的學習中，考察團成員們通
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深受啟
發。 「與國同興」 東北老工業基地振
興主題講座引發了學子們的深刻思
考。多位學子表示，作為青年一代，
在吉林省的理論與實踐學習中，不僅
看到了東北振興的重要性，還深入思
考了如何發揮個人專長、貢獻力量。

港生羅成均表示，自己未來計劃

回到大灣區發展。他說，東北的產業
基礎和國家戰略需求使其成為中國經
濟版圖中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在微電
子行業。微電子作為國家亟需發展的
短板領域之一，尤其在國際競爭日益
激烈的今天，青年才俊在這一領域的
貢獻尤為重要。

「我在長春的參觀經歷讓我更加
堅信，微電子產業的創新和突破將為
中國經濟提供重要支撐。」 羅成均
說， 「青年人有責任為國家發展貢獻
力量，特別是在技術和產業領域幫助
國家在全球競爭中佔據有利位置。」

《日滿議定書》原件給
我十分大的震撼，薄薄幾頁
紙背後是東北淪陷十四年的
血淚，所謂 「共榮」 實為對
主權的踐踏。忘記歷史就是
背叛，我們要勇於擔當、至
誠報國。

路雅心
南開大學

貢獻
力量

受益
匪淺

這幾天的學習讓我深入
了解了吉林省豐富的文化，
尤其是滿族和朝鮮族文化的
保護和傳承。作為多民族融
合的國家，我們有責任向世
界傳播中華民族的聲音。

黃泳銘
中國傳媒大學

在吉林的學習和採風拓
寬了我的視野。我認識到作
為新時代在內地求學的香港
青年，發展機遇無處不在。
立足香港，放眼全國，都是
我們迎接未來挑戰和實現個
人價值的廣闊舞台。

俞厚澤
清華大學

港生感言

參觀吉林省文化和輕工
業的發展歷史，令我對這裏
的未來，尤其是科技創新充
滿期待。作為年輕一代和未
來 「一國兩制」 的接班人，
希望我們每個人都通過自身
努力，為國家的未來貢獻力
量。

梁競霆
北京師範大學

【大公報訊】記者李紫妍、黃寶
儀、盧靜怡廣州報道：第十五屆全國
運動會將於今年11月在廣東、香港、
澳門啟幕，如何借全運會契機促進穗
港澳三地交流合作、建設全運灣區，
成為廣州兩會期間代表委員的熱議話
題。

「粵港澳三地共同舉辦全運會有
利於打出大灣區的國際影響力和知名
度。」 港區廣州市政協委員張穎嫻指
出，2023年11月，廣東省體育局與

肇慶市人民政府簽訂共建 「粵港澳大
灣區運動之城」 合作框架協議。廣州
可以此為借鑒，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建
立體育合作關係。

致力於促進香港和廣州兩地交流
發展的港區廣州市政協委員張瑩建
議，以白名單賽事活動為試點，推進
交流活動走深走實。例如針對青少年
群體，以廣州 「最美南粵少年」 、香
港世界盃英語朗誦等活動作為試點，
為港澳姊妹學校增加綠色通道和配置

港澳地區（如高中生 「公民科」 ）名
額參賽、觀賽，幫助港澳青少年親身
認識國情和國家發展。

廣州市人大代表、廣州市銳豐文
化傳播有限公司文旅項目總負責人王
苑橦建議，在全運會期間，設計 「全
運文化之旅」 主題線路，將比賽場館
與文化地標串聯起來，讓賽事活動與
旅遊景區、街區、商圈、文化交流緊
密結合，形成 「體育＋旅遊」 的新模
式。

以全運會為契機 粵港澳共建運動之城

▲2025年粵港澳大灣區燈會上展示
以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的吉祥物為
主題的花燈。 中新社

▲學子在一汽集團總部體驗試駕紅旗國禮
車。 大公報記者盧冶攝

▲考察團學子在東北淪陷史陳列館為烈士敬
獻花環。 受訪者供圖

▲學子在長春電影製片廠舊址博物館
參觀。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