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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經訓練能成為科學
家或工程師？第二屆青年科學家
峰會第二場分會議昨日（5日）於
九龍塘創新中心舉行，聚焦探討
人工智能（AI）這一科研界最炙
手可熱的範疇。分會議邀請了來
自不同地區的傑出青年科學家演
講，逾百名研究員、專業人士、
學生及公眾到場出席，亦有不少
人士通過網上參與，共同探索人
工智能在科研與工程上的應用和
發展。

與會專家強調，人工智能領
域是全球科學家 「必爭之地」 ，
今次多個地區青年科學家雲集香
江交流，大大助力本地人工智能
發展更上層樓。

大公報記者 郭如佳

今次分會議的主題為 「人工智能在科學
與工程的應用」 ，討論範疇涵蓋 「基礎科學
中的人工智能」 、 「可信人工智能的挑戰與
風險」 及 「建造業中的人工智能」 。

香港青年科學院院士，兼香港大學計算
與數據科學學院教授及量子資訊和計算計劃
主任Giulio CHIRIBELLA致歡迎辭時表示，近
年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一日千里，政府於《香
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中明確指出，人工智
能及數據科學產業是未來重點發展領域；去
年發布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
區發展綱要》亦提到，香港園區將聚焦發展
人工智能等核心前沿科技，顯示香港、大灣
區乃至全球都在積極探索人工智能前沿技術
的應用。

城大聚焦AI安全隱患
他表示，是次分會議匯聚來自不同地方

專注於人工智能領域的傑出青年科學家，期

望大家能藉着深入交流與分享，激發創新思
維，攜手推動人工智能於全球發展與應用。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副
教授周卓倫探討了人工智能驅動的超高層建
築的消防工程設計，剖析如何將人工智能融
入建築；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副教授王
詩淇則講解視覺人工智能在安全、隱私及鑒
識等方面所面臨的挑戰，探討人工智能熱潮
下的安全隱患。

出席會議的青年科學家，包括澳洲墨爾
本大學計算機與信息系統學院副教授
Xingliang YUAN、中國人民大學高瓴人工智
能學院長聘副教授孫浩，以及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學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助理教授Yuxuan
DU等。

本活動由香港青年科學院主辦，並由大
灣區共同家園投資有限公司、大灣區共同家
園青年公益基金及世界青年科學家聯合會合
辦。

責任編輯：黃格煜 美術編輯：熊銘濤

AI可當科學家工程師
青年科學家峰會 探索人工智能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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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藝術團十八區巡演 展現非遺魅力
【大公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李千

尋報道：內蒙古近年吸引不少港人前往旅遊
觀光，除了因其有壯麗風光與民族美食外，
獨有的民俗藝術與文化底蘊亦是當地特色。
由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亞洲旅遊交
流中心和光大香港聯合主辦的 「歌遊內蒙
古 舞樂香江情」 ──烏蘭牧騎全港十八區
惠民巡演啟動禮暨中資企業專場，昨日（5
日）在香港舉行。

由即日起至本月8日，內蒙古藝術劇院
的藝術家將於港島東區、灣仔、南區和沙田
社區會堂演出，隨後陸續深入全港十八區，
為香港市民帶來內蒙古草原文化盛宴。作為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八周年的重要活動之
一，是次巡演是內蒙古藝術團首次大規模走
進香港社區，既是對 「中華民族一家親」 理
念的生動實踐，也是進一步推動蒙港兩地文

化交流的重要實踐。
是次獻演的內蒙古藝術劇院烏蘭牧騎是

1957年誕生於內蒙古的紅色文化工作隊，至
今已有68年歷史，成員多為草原農牧民，多
年來長期深入牧區、農村、邊疆等地，為當
地群眾送上歌舞、戲劇、曲藝等各類文藝演
出，被譽為 「草原上的紅色文藝輕騎兵」 。
烏蘭牧騎將在巡演中帶來長調及短調演唱、
呼麥、馬頭琴齊奏等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文藝
表演，展現烏蘭牧騎精神及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獨特魅力。

推動蒙港文化交流
出席啟動禮的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

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是次巡演活動讓香
港市民不出遠門也可欣賞到蒙古民族的風土
人情和文化，增強對國家級非遺文化的認

識。她續說，今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8
周年，自回歸以來，香港與內地不同省市和
自治區的人文交往頻繁，亦憑藉國際化的優
勢，成為內地文藝工作者和表演團隊開拓國
際市場的重要平台。她期望日後有更多內地
藝團帶同優秀作品來港展演，闡揚中華文
化。

亞洲旅遊交流中心主任張棟表示，讓邊
疆文化與市民零距離接觸極具意義，是次活
動以藝術文化為橋樑，通過烏蘭牧騎這一
「紅色文藝輕騎兵」 的民族精神，真正把邊
疆文化傳至香港社區，推動蒙港交流，展現
內蒙古文化魅力與旅遊創新。

光大香港副董事長陳昱期待香港市民能
更直觀地感受到來自祖國北疆的壯美遼闊，
觸摸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與多姿多彩，增強
民族認同與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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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青 年 科 學 院 院 士 Giulio
CHIRIBELLA教授表示，期望科學家之
間通過這次分會議深入交流，攜手推
動AI於全球發展與應用。

▲第二屆青年科學家峰會第二場分會議昨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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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莫思年報道： 「留學香
港」 品牌吸引海外精英學子，多名哈佛學生申請
轉讀香港的高校。美國政府打擊學術自由，上月
提出取消哈佛大學錄取外國學生資格等措施，香
港科技大學隨即公布為受美國政策影響的留學生
提供支援措施，香港多間大學亦表示歡迎受影響
的學生報讀。科大昨日（5日）表示，目前正處
理數宗哈佛學生轉學申請，並已向其中一位申請
者發出取錄通知。

收到數十宗查詢
科大表示，自上月公布為受美國政策影響的

留學生提供支援措施以來，陸續收到數十宗準備
前往哈佛升學或正在當地攻讀的學生查詢，大學
已就其個別的情況提供諮詢。科大正處理數宗轉
學申請，並已向其中一位申請者發出取錄通知。

科大繼續為受影響的學生，提供包括升學規
劃、簽證諮詢等專業意見，以及適切可行的協
助。鑒於美國對留學生政策持續反覆不定，不少
學生仍在觀望事態發展，以確定其升學前路如
何。科大將繼續密切留意情況，並衷心期望哈佛
大學及美國高教界所面對的挑戰得以解決。

美國政府連環出招打壓哈佛大學，禁止哈佛
大學招收國際學生，且現有的外國學生必須轉
學，否則將失去合法身份。大學約6800名國際學
生，佔在校生總人數約27%，頓時前路茫茫。香
港多所世界百強大學快速提供支援，推出轉學方
案與獎學金，積極吸納哈佛國際學生。特區政府
亦表示，香港歡迎任何受美國政策歧視而不能在
美繼續學業的學生，到香港繼續深造。特區政府
和8所教資會資助大學會盡力協助受歧視和不公
平對待的學生，將盡最大努力提供便利和協助。
政府亦將與哈佛大學校友會保持聯繫，共同努
力。

▲科大昨日表示，目前正處理數宗哈佛學生轉學
申請，並已向其中一位申請者發出取錄通知。

民生無小事聚焦更好發展 作出更大貢獻
就粉嶺皇后山邨食水含有黑

色物質問題，水務署昨日公布初
步化驗結果，黑色物質大部分是
瀝青和樹脂，本用作防止水管生
銹的塗層，推測因脫落沉澱於水
管中，並隨水流變化而揚起。水
務署強調瀝青是惰性物質，即使
在沸水中都不會釋放有害物質，
食水符合安全水準。經水務署這
番解釋，不少居民表示安心了不
少。

香港食水一向安全，出意外
的情況極為罕見，出現瀝青沉澱
物更是聞所未聞。居民對此感到
不安，連日來買樽裝水飲用，這
不難理解。特區政府對事件高度
重視，除了抽取水樣品化驗並公
布化驗結果，亦即時清洗水缸，
將沉澱物全部排除出去。

另一方面，房屋署參考水務
署的建議，在皇后山邨水錶房的
入口處額外加裝了4個過濾格，並
額外加設過濾網，密度可攔截直
徑為0.1毫米或以上的雜質。又在
皇后山邨及山麗苑現有的9個過濾
格基礎上加裝過濾格。署方表
示，會進一步檢視過濾格的效

果，必要時可以再加裝。
有 關 部 門 全 力 採 取 善 後 措

施，值得肯定。不過，皇后山邨
於2022年入伙，三年時間就出現了
瀝青剝落，不能接受。到底問題
出在哪個環節，為何會如此，有
必要查清查楚，如此才可以避免
類似事件重演。

水管特別是金屬類水管，長
期使用都會有生銹腐蝕的問題。
為此在安裝水管過程中，會在水
管上塗上防止生銹的保護層，瀝
青被用於塗層乃是國際慣例。美
國、歐洲及亞洲一些國家，從20世
紀中葉開始，在水管工程中都普
遍使用了瀝青。

隨着材料科學的進步，瀝青
塗層已逐漸被更為先進的防腐技
術替代，例如環氧樹脂塗層、聚
乙烯、水泥砂漿或聚丙烯等，新
塗層更耐用且對環境的影響較
小，因此亦更安全。特別是在食
水水管的安裝中，新塗層使用率
越來越高。對特區政府來說，在
監督、維護好現有水管安全的同
時，亦要與時俱進，未來可考慮
使用更先進的塗層。

香港將迎來回歸祖國28周年，行政
長官李家超率領的本屆政府履職也將滿
3周年。在這個重要節點上，李家超接
受《大公報》訪問，總結過去3年特區政
府取得的成績，展望未來的施政方向。
過去幾年來的事實證明，發揮好「一國
兩制」制度優勢，主動識變應變求變，
就能實現香港更好發展。當前香港發展
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是前所未有，團
結一致敢於作為，才能開創新局面。

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地緣政治複雜
多變，三年來特區政府面對的困難之
多、挑戰之大前所未有。在中央堅定支
持下，特區政府團結帶領全港市民沉着
應戰，轉危為機。順利完成了基本法第
23條立法，進一步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
屏障；完善地區治理， 「愛國者治港」
局面更加穩固，為着手解決過去沒有條
件觸碰、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打
下了堅實基礎。

在處理非常棘手的房屋問題上，特
區政府提出了 「提速、提效、提質、提
量」 推進目標，大力拓土建屋，現有土
地可建造的房屋數量超過了十年房策所
訂下的目標。在加快公屋流轉、縮短上
樓時間方面，特區政府打出了一套組合
拳，包括推出簡約公屋、規管俗稱 「劏

房」 的簡樸房、收緊公屋富戶政策以打
擊濫用公屋等，這些措施獲得社福各界
高度認可。另外，特區政府與社會機構
合作，在全港多區推出社區客廳，優化
了最基層市民的生活空間。

在發展創科、推動經濟轉型方面，
特區政府積極搶人才、搶企業，包括落
實公司遷冊制度改革，大力吸引家族辦
公室落戶香港，取得的成績超過預期。
國際社會看好香港在2027年取代瑞士，
成為全球最大的財富管理中心。在美國
政府終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生資格並開
始取消中國留學生簽證、造成大批 「學
生難民」 後，特區政府及本港院校快速
反應，第一時間為他們敞開大門。正如
有人指出，誰敢說這些學生中不會有第
二個錢學森呢？一大批精英人才將為香
港效力，為香港發展國際創科中心注入
了強勁動力。

在一片看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的奇談怪論聲中，香港逆勢而上，去年
重回國際金融中心三甲地位，香港股市
去年在全球表現更是一枝獨秀。今年至
今，香港股市依然優於其他金融市場，
新股上市更加火爆，集資額位居全球第
二位，另有超過150家企業排隊來港上
市。去年初曾發表 「香港玩完」 論、引

起不小風波的羅奇，近日一百八十度大
「轉軚」 ，肯定香港在中美之間發揮了

橋樑作用，認為 「香港正在經歷一場復
興」 。從質疑、否定香港到正面評價香
港，羅奇的心路歷程在西方精英中頗有
代表性，反映的是越來越多的西方精英
認識到， 「一國兩制」 具有強大生命
力，香港具有強大韌性，是唱不衰、打
不死的。

在發展高質量旅遊業方面，特區政
府同樣積極進取。近日推出的 「活力港
島長廊」 、 「九龍海濱長廊」 計劃，聚
焦香港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發揮漫長
海岸線和眾多離島的優勢，體現了香港
無處不旅遊的魅力，強化作為亞洲旅遊
樞紐的地位。

在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加強法治等
方面，香港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續提
升。這一切難能可貴，離不開特區政府
的擔當作為和各界的努力，更離不開中
央的大力支持。事實上，香港與內地的
關係從未像現在這樣密切，國家支持香
港的廣度和深度從未像現在這樣大，香
港的發展機遇從未像現在這樣好。在進
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香港必將不
斷打開發展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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