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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萬學生比拼外交知識 融通世界
「香港盃」決賽圓滿舉行 特首勉胸懷祖國放眼天下

第十七屆 「香港盃」 外交知識競賽決賽
暨頒獎典禮，昨日在拔萃女書院成功舉辦。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特派員崔建春、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副主任羅永綱等出席典禮。

李家超致辭時勉勵同學們，應積極關注
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新發展，深入了解中國
特色大國外交的新目標、新路向，思考香港
如何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一步發揮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優勢，提升香港
和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崔建春致辭時表示，面對當前形勢，香
港青年既要立足本土的擔當，更要胸懷家國
的意識，才能在世界變革浪潮中找準方向。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陸雅楠 ▲第十七屆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決賽暨頒獎典禮昨日舉行，一眾嘉賓與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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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春：在世界變革浪潮中找準方向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崔建春致辭時表示，世
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

變局，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甚囂塵
上，為香港發展帶來挑戰。他表示，
面對當前形勢，香港青年既要立足本
土的擔當，更要胸懷家國的意識，才
能在世界變革浪潮中找準方向。他特
別提出 「三問」 ，和在場師生共同回
顧過去、思考未來。

提出「三問」 回顧過去思考未來
「我從哪裏來？」 崔建春表示，

回顧歷史，方能更好地銘記我們從哪
裏來。早在遠古年代，華夏先民便已
經在香港這片熱土上繁衍生息，自秦
朝設嶺南三郡開始，香港就納入中央
政權的統轄之下。鴉片戰爭後，中國
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香

港同胞始終與祖國人民並肩戰鬥，不
論是新界鄉民抗英的熱血身影，還是
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
鬥爭，都湧現出香港同胞許多可歌可
泣的英雄事跡。從東江供水、金融危
機再到新冠疫情等重大歷史事件，祖
國始終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世界往哪裏去？」 崔建春強
調，了解國際形勢變化，才能準確把
握世界往哪裏去。當今世界，萬象叢
生，他批評個別大國痴迷本國優先，
大搞單邊制裁，高舉關稅大棒，肆意
退群毀約，逆歷史潮流而動，而中國
堅定走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人間正
道，以平等姿態，共築和諧世界，讓
各國都有平等發展權。他指出，國家
以多邊主義凝聚全球共識，堅定維護
聯合國權威的地位，適逢今年聯合國
成立80周年，是重溫聯合國成立初心

的契機，強調國家將以開放胸襟共享
發展機遇，繼續以高品質發展和高水
平對外開放，積極擁抱世界，為世界
賦能。

「香港青年向何方走？」 崔建春
指，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只有青年
強，才能贏得未來，只有認識到小我
與大我的密不可分，香港青年才能更
明確往何方走。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中，出現
了愈來愈多的香港青年身影，有的在
內地創業追逐夢想，有在農村基礎一
線貢獻智慧，去年更有港人入選載荷
專家，香港青年也在國際舞台展露頭
角，多次在聯合國慷慨陳詞，向國際
講述真實的中國和香港故事。

他希望同學們珍惜時代機遇，以
青春之名，赴國家之約，擔時代之
責。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陸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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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外交知識競
賽中學組金獎的明愛
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團

隊，在頒獎禮後接受訪問。陳羽萱
同學指出： 「中國外交的核心，在
於堅守國家主權的同時，與志同道
合的國家開展互惠合作。」 麥雅熙
同學補充，中國 「親仁善鄰」 的周
邊外交政策，不僅鞏固了與鄰國的
友誼，更為發展中國家樹立了對抗
霸權的典範。王欣藍同學則通過對
比分析強調： 「中國始終秉持開放
包容態度，與美方關稅霸凌形成鮮
明對照，這種負責任的大國風範贏
得國際社會廣泛尊重。」

小學組冠軍的仁愛堂田家炳小
學，學生代表陳鈺騏分享說，平日
也有聽到家人談論中美關係和貿易

戰對生活的影響， 「我平常在家擦
嘴會用兩張紙巾，但最近聽到媽媽
和我講 『中美貿易戰啊，東西好貴
啊，不要用那麼多了，用一張就
好』 ，我就明白到，原來貿易戰對
生活也可以有好大影響。」

情景題考驗發言技巧
在今次比賽中，仁愛堂田家炳

中學憑藉在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情景模擬題中的出色表現，獲得銀
獎及全場唯一最佳台風獎。該校在
情景模擬題中抽到的題目，問及巴
黎舉行的 「人工智能行動峰會」
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數十個國家代
表發布聲明，確保人工智能開放、
包容、透明、道德、安全和可靠，
但英美並未簽署該聲明，要求學生

分別以中國和歐洲代表的身份展開
對話。

梁綽桓同學說，為強化視覺效
果，特意準備國旗道具並設計英美
代表消極應對的戲劇性情節，由隊
員韓德璦生動展現美方代表如 「小
學雞」 般拒絕談判的姿態；梁綽桓
則扮演英方代表機械式附和不停重
複 「我贊同美方觀點」 ，在兩相對
比之下，彰顯國家勇於承擔國際責
任的大國風範。

擔綱中方代表的鄭詩凡與記者
分享表示，透過此次比賽，讓她明
白到真正優秀的外交發言，除了說
話態度之外，內容亦非常重要，既
要切中議題要害，更要彰顯國家特
色。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陸雅楠

▲同學們進行搶答環節，戰情緊湊。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黃艾力攝
▲鄭詩凡同學奪得最佳台
風獎。

學生：祖國展現大國風範 贏得國際尊重

今屆 「香港盃」 外交知識競賽以 「感知外
交 融通世界」 為主題，吸引289所中小學，近8
萬名學生參加，人數和規模均是歷屆之最。

在昨日決賽中，中學組五強隊伍的學生，先
後透過搶答題及情景模擬題進行激烈角逐，最終
由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奪得金獎（冠軍），仁
愛堂田家炳中學學生鄭詩凡獲得最佳台風獎。至
於早前進行的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由保良局田
家炳小學奪冠。

決賽現場氣氛熱烈，數百名中小學師生和各
界嘉賓出席，包括駐港國安公署副署長陳楓、解
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譚志偉、特區政府教育局
署理局長施俊輝、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信託人邱達
昌、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蔣小燕、港澳台司參贊
鄺榮建。

李家超致辭時表示，外交是國家主權的體
現、連接世界的橋樑。當今世界形勢複雜多變，
地緣政治風險變幻莫測，經濟和社會領域深刻變
革，全球治理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中國
積極發揮負責任的大國擔當，維護世界和平與發
展，致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他表示，中國外
交銳意進取、守正創新，推動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邁向新台階，為建設美好世界注入強大正能量，
在應對各種全球性的挑戰、處理熱點難點問題等
方面，都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東行擴闊香港「朋友圈」
李家超指出，根據《基本法》，中央人民政

府負責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而香港特區
可以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
文化、體育等領域以 「中國香港」 的名義，單獨
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
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他強調要積極發
揮 「一國兩制」 下內聯外通的優勢，為國家與世
界交流合作貢獻香港力量。

李家超剛率領香港及內地企業商貿代表團訪
問卡塔爾和科威特，他特別與師生們分享相關經
歷，認為訪問有助開拓商機，擴大合作領域，擴
闊香港的 「朋友圈」 。他很高興行程獲得兩國領
導人高度重視，香港、內地、卡塔爾、科威特之
間共達成多達59項合作備忘錄和協議，奠定了多
元合作基礎。他形容，這次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的
訪問，展現香港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效應力量，
發揮香港 「引進來、走出去」 的橋樑作用。

港生對國家外交事務愈見認識
對於今年外交知識競賽報名人數再創高峰，

港生對國家外交事務愈見認識及關心，李家超深
感鼓舞。他表示，欣見參賽同學們深入學習和認
識國家的對外政策，增強了國家觀念，對全球事
務有更深刻的了解，並寄語大家要珍惜香港今天
得來不易的成績，砥礪前行，不斷提升自我，涵
養 「胸懷祖國，放眼天下」 的雍容大氣，成為可
堪大任的棟樑之才。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是由外交部駐香港特別
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區政府教育局與香港明天更好
基金聯合主辦，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香港教育
城等媒體及教育機構協辦，香港賽馬會為特別贊助單
位，聯合出版集團、國泰航空、港鐵為贊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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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文化問答比賽 逾2.2萬學生參加
【大公報訊】記者程進報道：由教育局

主辦、嶺大與華南歷史研究部協辦的 「2024/
25學年全港初中中國歷史文化問答比賽」 決
賽暨頒獎典禮，昨日在嶺大陳德泰大會堂舉
行。12支晉級昨日決賽的隊伍，由全港逾
145所中學、逾2.2萬參賽的初中學生當中脫
穎而出。

比賽設題範圍涵蓋上古時期至中華人民
共和國時期，大會更新增設中華文化與香港
歷史精選篇章等自學課題，包括九龍寨城的
歷史、中英街的歷史、香港與抗日救亡運

動、香港回歸祖國等超過20篇學習教材，並
特選32項法定古蹟供學生研習，加深年輕一
代對香港歷史發展脈絡的認識。經過激烈的
比拼，最終由保良局董玉娣中學榮獲冠軍，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奪得亞軍，季
軍及殿軍分別為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以及
佛教大雄中學。

教育局署理首席助理秘書長林思嫺表
示，決賽的各個環節精彩紛呈，氣氛緊湊。
期望大家能繼續主動探索國家歷史與文化，
並將今日表現的堅毅與團隊精神延續至日常

學習與生活中，成為具備人文素養的公民。
嶺大協理副校長暨大學發展及公共事務

處處長、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劉智鵬
教授表示，嶺大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一直致力
推動歷史教育，期望透過與政府舉辦歷史問
答比賽，提升年輕一代對認識和學習中華文
化的興趣。他指出，為充分利用數字時代科
技提升學習效益，嶺大更首次為比賽增設虛
擬解題環節，以生動方式將大學多年研究的
成果與初中學生分享，期望打破青少年對學
習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刻板印象。▲嶺大與教育局辦 「中國歷史文化問答比賽」 ，逾2.2萬初中生參與。

銀獎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銅獎
廖寶珊紀念書院
沙田培英中學

最佳台風獎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鄭詩凡

最佳表現學校獎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最佳新秀獎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亞軍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季軍
保良局志豪小學

最佳表現學校獎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最佳新秀獎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廣東道官立小學

小學組
冠軍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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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 「香港盃」
各獎項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