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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人輪候 睹月壤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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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幕後編程員：功成不必在我 九旬翁提早到 職員「加場」講解

預約全部爆滿 市民殷盼加場
「時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中國科學家主題

展暨月壤入港活動，昨上午10時起開放予巿民
參觀，反應異常熱烈，前後11天展期共40多場
次的預約，至昨中午已經全部爆滿，不少市民
強烈希望能延長展期增加場次。展覽現場負責
人透露，現今展期已較當初預算延長3天，因

場地檔期問題，暫無計劃加場。
是次展覽揭幕式前日舉行後隨即有大量市

民網上預約，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至昨中
午預約系統已顯示所有場次全部滿額。展覽
現場負責人廖國良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
指，市民對國家航天科技的熱情出乎意料，

預約於一天內已爆滿，對此感激動又意外。
他說，展覽原安排於6月26日到7月6日進行，
由於此次月壤入港機會實在難得，幾個主辦
機構經過商議後決定延至7月9日，惟因場地
檔期安排問題，暫未有加場的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韵琪

是次展覽中，最受矚目的展品莫過於月球
土壤，它於去年12月由「嫦娥五號」返回器
帶回，是人類事隔40多年後再次成功採集到
的月壤。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上午10時至下
午3時在展覽場地觀察，發現探月專區熱度持
續不減，高峰時有過百人輪候入場，平均亦
有數十人等候，輪候時間介乎十幾分鐘至
40分鐘，排隊者有垂垂老矣的長者，
也有天真懵懂的稚童，但進入展區
後，每個人都肅穆敬仰地欣賞月
壤，而且秩序井然。
為保護月壤及兼顧防疫，
展覽主辦方安排每次進入
上述展區不得超過 10
人，觀賞時間不超過1
分鐘，數名保安在現
場管理人流。其中
一名工作人員告訴
記者，這份月壤及安放月壤
的容器均是「國寶」級別，
故管制相對嚴格，而同展區
的主降落傘亦是曾經登上
月球的「真貨」，需要防
止觀眾觸摸。

保護展品的同時，展覽會場設計亦顯示主辦方的巧思，區內
展板除介紹月球樣品的科普知識，還有「嫦娥」一號至五號的
發展歷程，讓市民了解航天成果背後付出的努力。部分觀眾離
開探月區後仍戀戀不捨，希望延長觀賞時間，會場特意設立一
道玻璃幕牆，展區外的人士亦可透過玻璃盡情觀賞。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軔、
長征系列火箭總設計師龍樂豪、
「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總設計
師孫澤洲、「北斗三號」衛星
系統總設計師謝軍……一個個
國家重點航天項目讓公眾記住
了一位又一位專家的名字。
「宇宙天團」背後也有無數默默
奉獻的普通科技工作者，理工大學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研究員譚偉明就
是其中之一。他是理大容啟亮教授團隊
成員，加入航天工作已四年半，曾參與「嫦娥
五號」月球採樣和「火星相機」兩個項目，主
要負責軟件編寫，「我們這樣的普通工作人員
有時會以團隊名字出現，有時會用香港代表，
在國際上可能就是兩個字──中國，但是我不
會在意這些，能夠親身參與已經是一種榮
譽。」

讚航天局工作態度嚴謹
譚偉明有十多年編寫程式經驗，加入容啟亮
團隊前，他曾在科學園創科、土地測量等公司
從事商業程式開發。對比民用編程，他直言航
天應用編程屬於另一套思路，「民用程式其實
有很多替代方案，一個App即使有bug都可以先
上架，之後慢慢升級版本，慢慢改。但是航天
要求標準極高，幾乎沒有取代方案，只能靠不
斷研究，最終版本的幾千行代碼都要做到完
美，因為成功飛上太空的機會就只有一次。」

與國家航天局合作，譚偉明
指，最大感受就是對方的嚴謹
態度，「航天局轄下一個團隊
會對我們的工作進行獨立第
三方測評，逐行代碼都會審
查，有時候不合格，會歸
零，一切重新開始。有一次
他們就其中一段代碼與我們反
覆反饋了四次，我們團隊三位
編程同事，要連續一個月每天加

班到半夜，最終滿足要求，而我們也
在這些磨合中不斷進步。」

進航天領域找到使命感
譚偉明形容，進入航天科研領域，是自己找
到使命感之始，他計劃未來相當長時間留在容
教授團隊，「做完月球採樣，未來還有『天宮』
對接，可能還會有火星採樣，不斷有新項目，
相當有挑戰性。」他強調並不在意做英雄背後
默默無聞的一員，「團隊精神就是這樣，一個
球隊可能只有隊長或教練出名，但是其他球員
也會努力打好每一場比賽。」
譚偉明亦勉勵更多香港年輕人加入科研領

域。他指，近年數碼創業熱潮讓很多年輕人以
為科研就是寫App，就是電子支付，事實並非如
此，科研領域十分寬廣，青年科研人員有機會
參與宏大的國家項目，探索宇宙奧秘，剝離商
業外衣，回歸科學本質。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時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中
國科學家主題展記錄了不同界
別、多代科學家對科研奉獻的事
蹟，一件件手稿、實物展品輔以
文字描述，當中有太多觸動人心

的故事。前日主題展揭幕儀式完結但展覽未正式對
公眾開放，卻見一位年近90的老先生於閉館之際
到來，職員因不想令老人家失望而回，於是貼心為
他「額外加場」，安排導賞員仔細講解。

照片喚當年科研回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與老先生取得聯繫，原來他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曾在中國科學院任職，展覽的相
片讓他勾起很多難忘回憶，並特別提到「兩彈一
星」功勛科學家郭永懷於1968年飛機失事而犧
牲，令人惋惜，又形容郭「為人很好」。
劉陽修老先生前日特意來到主題展，希望見證國

家百年科技成就，更想看看與中國科學院有關的文
檔及展品，回味往事，「我在1964年曾於中國科
學院工作，擔任行政秘書，主要負責處理文書工
作，跟科技研發雖然沒有直接關係，但也清楚記得
當時國家科技發展刻苦艱難，絕不容易。」今次展
覽亦令他回憶起中國科學院學部原委員郭永懷。
郭永懷是中國力學科學的奠基人和空氣動力研究的

開拓者。在美國留學和工作期間，他與著名科學家錢
學森合作，首次提出「上臨界馬赫數」概念並得到實
驗證實，為解決跨聲速飛行問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
這令他在國際學術界聲名鵲起，成為康奈爾大學航空
工程研究生院的三個著名攻關課題主持人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他義無反顧回國，將畢生所學貢獻

科研事業。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懷帶第二

代導彈核武器的絕密資料乘飛機從青海基地趕往北
京，飛機不幸墜毀。搜救人員在找到遺體時，發現郭
永懷與警衛員緊緊地抱在一起，而裝有絕密資料的公
文包就夾在兩人中間，數據資料得以保存。郭永懷離
世22天後，中國第一顆熱核導彈成功試爆。

為祖國強大感到光榮
看畢展覽，劉老先生表示，「整個展覽會辦得相
當好，將一班前輩、科學家、國家科技成就，基本
上都全面展現出來，實物相片都有。」他特別讚賞
當日幾位職員和導賞員都很親切，希望這樣的展覽
會應該多些舉辦，「多讓更多巿民都來看看，新中
國是真的偉大！」
他感慨道：「從展覽中深深體會到科學家的愛國情

懷，也為祖國強大感到很光榮，如果自己不愛國，那
你還可以到哪裏生存？愛國就是要付出我們自己的一
切力量來建設國家！」他並提到觀看探月展區時，理
大團隊在參加國家航天任務的工作做得很好，樂見香
港有所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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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展覽既有來自國家博物館的普
通話導賞員服務，亦有本地的粵語
導賞員參與其中。本地導賞員陳
沁妶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香港導賞團隊大約在
開展的兩周前接到導賞文稿，
當時場地布置尚未完成，大家
需要與主辦方多次溝通後才能融
匯理解整個展覽內容，之後快速
消化資料，頗為緊張。參與有關工
作，亦讓她有意外的得及感悟，「很
多科學家的故事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比如核物
理學家王淦昌受命秘密參加原子彈研製，從此
他以身許國，化名『王京』，為國家甘願隱姓
埋名17年。其實，科學家為國家付出很多，令
我覺得更應珍惜今天的好生活。」
陳沁妶有多年專業司儀經驗，但要參加今次

導賞工作仍不敢掉以輕心。她指
約 10 名同事參與粵語導賞服
務，兩周的準備時間略顯緊
張，「我們要消化很多航天
方面的科學術語和知識，而
且要構思在導賞服務中穿插
一些背景故事，讓觀眾有興
趣聽。」
為配合「時代精神耀香江」

主題，導賞員會重點介紹部分科
學家的感人事跡，「希望能讓港人感

受到科學家身上那種為科學、為國家奉獻的
精神，感謝國家博物館的同事傳授了不少技
巧。除了讓市民了解祖國偉大之外，也要帶出
信息，讓市民知道這些實體展品的珍貴之處，
能在香港辦展相當難得，體現國家對港人的重
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短期消化文稿 導賞員受感動

「時代精神
耀香江」之百年中國科學

家主題展暨月壤入港活動，是在
喜迎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及香港回歸
祖國24周年的重要節點，是國家送給港

人的特殊禮物，也是國家航天科學家團隊訪港
活動系列的「重頭戲」之一，要籌辦這一盛事並確

保展品的「萬全」，大會也花了很多心思。展覽現場
負責人廖國良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由於展
品的特殊性，此次採取高級別安保措施，作為國寶級展

品之一的月壤，在抵達香港後一直有保安人員24小時守護，
月壤展示區裝有攝像鏡頭全天候監控，確保其安全和現場的秩
序，方便所有觀展的香港市民能一睹月壤的風采。

港施工布展連夜加班
廖國良透露，主辦方於本月開始籌備展覽，雖然展期較短，但為

了達到最好的展出效果，突出國家在航天科技方面取得的巨大成
就，內地和香港的多個主辦、承辦機構在充分的溝通下，以本月22
日為時間截點來倒排工作，展開合作。
因為涉及到十分專業、尖端的航天技術，展板的設計和展區的分區

安排由中國科協等機構進行，於6月20日左右敲定設計方案，讓香港
的施工團隊和布展公司的工作人員連夜加班開工，加緊展區布置，印
刷噴繪機器更是24小時不停歇運轉，確保23日早上所有展板製作完
成，布展人員能及時進行布展工作。
對於展品的運輸、安保工作，廖國良指今次所有展品，特別是月壤，

由中國科協、國
家航天局、中國航天科技集
團等派專人護送，到港後先存放到
一個安全點保存，然後在特區政府安
保人員的護送下，在警方做好安檢後，於25
日下午5時左右進駐到會場，「嫦娥五號」軌道
器更是在25日晚上才到達香港，由工作人員當晚緊
急加班懸掛到展示專區，保證展出的順利進行。

京港緊密配合保順暢
至於展覽的焦點月壤，抵港後一直有保安人員24小時守

護。閉館之後，再有警員參與後續安保工作，同時月壤展示區
裝有攝像鏡頭作24小時監控。他又特別提到，月壤、「嫦五」
陸器、上升器、軌道器等模型入境香港也需要特批，在通關方面作
特別安排，現在大家看到的兩千平米的展區，以及如此豐富的展品
都是需要北京和特區政府雙方緊密的配合才能夠保證展品的順利到
港，亦符合兩地物流法律的要求。
另外，為了兼顧好防疫工作，大會由今日起將在

陸區VR虛擬實境體驗區作出優化安排，通過
現場預約的方式作人群分流，亦將在會場門外
安排工作人員作現場登記和派籌，將每半小時
的體驗人數控制在約30人，確保每名體驗者
都能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避免排長龍，令每
名市民可好好地體驗探月落火之旅。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韵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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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朋友與父親周小朋友與父親

●●鍾嘉樂及父母鍾嘉樂及父母

●●楊先生楊先生

●●「「時代精神耀香江時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中國科學家主題展昨之百年中國科學家主題展昨
日起正式開放予公眾參與日起正式開放予公眾參與。。有小童在場參觀有小童在場參觀，，興奮興奮
用手比劃模型用手比劃模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探月專區熱度持續不減，高峰時有過百人輪候入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小朋友開心與共和國勛章獲得者手模對掌。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譚偉明譚偉明
●講解員為劉老先生加場導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沁妶陳沁妶

●一家四口觀看場內刊物，了解航天科技成就。 中新社

●有小航天迷體驗
VR虛擬探月落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展覽首日市民反應非常熱烈，爭相一睹各類航天科技神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科研之路從來不平坦，哪怕失敗過、痛過、哭過，心懷

家國的中國科學家始終在實驗室裏外埋頭苦幹，為的就是

「理想」二字。在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之際，為

讓港人更深入了解當前國家航天科技成就，以及百年以來

科學家的感人故事，「時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中國科學

家主題展暨月壤入港活動，昨日起正式開放予公眾參與，

市民反應非常熱烈，爭相一睹「嫦娥五號」採得的珍貴月

壤，網上預約火速爆滿。老中青幼各年齡段的港人，都在

參觀後受國家科技發展與科學家的愛國奉獻精神所啟發。

有隨同父親同場的小小航天迷，一直有關心「嫦娥」探月

工程的資訊，親眼見到「嫦五」實物更讓他生起報效國家

的志向：「我希望未來可以為國家研究火箭！」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王韵琪、唐文、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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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國良廖國良

近年「長征」「神舟」「北斗」「天問」「嫦娥」
等一系列的重大突破，推動國家向航天科技強國

之路邁進。隨由國家頂尖航天科學家組成的「宇宙
天團」近日到港走進校園與青年學生交流，並帶來極
其珍貴的月壤樣本作公開展出，讓全港掀起了一股航
天熱潮。經過前日揭幕後，由香港中聯辦、香港特區
政府、中國科協、紫荊文化集團主辦，中國國家博物
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聯合主辦的「時代精神耀香
江」之百年中國科學家主題展昨日正式開放供已預約
市民入內參觀，展期至7月9日（6月30日及7月1日
除外）。
是次展覽共分六個部分、兩個專題空間及一個專

題單元，包括以科學家精神中蘊含的「愛國、創
新、求實、奉獻、協同、育人」等精神品質的六個
專題部分；並設有國家航天局的探月專區與香港理
工大學參與國家航天任務的專題介紹，以及羽毛球
機器人專區等。
探月專區展出多項珍貴的「嫦五」任務實物原件及

備用件，其中焦點是來自38萬公里外的月球土壤，展
覽甫開始數分鐘，該展區已經「排晒長龍」，只為親
睹月壤「真身」。

一家人搶佔頭位爭睹月壤
昨晨展覽尚未開始，就讀小學四年級的鍾嘉樂小

朋友及父母便已搶佔頭位，準備第一時間看月壤樣
品及「嫦娥」系列的模型，他說：「我對航天知識
感興趣，平常都會在百科全書等地方學習。這次展
覽想看到不同的科學家、升空過程，以及最厲害的
月球土壤！」
現年8歲的周小朋友昨日隨父親到場觀展，他表

示，一直留意國家的航天發展，特別關心自「嫦一」
起探月工程資訊，今次能夠親見「嫦五」模型及相關
實物，感到非常興奮！雖然年紀輕輕，他亦已有報效
國家的志向，「中國的航天科技很厲害，我希望未來
可以為國家研究火箭！」
市民楊先生長期有關注祖國各領域的科研成果，對

近日航天員成功進入太空站尤感自豪，他指自己從展
覽收穫很多，不僅看到月壤和各種航天展品，還了解
到很多老一輩科學家的事跡，「特別是『兩彈一星』
的專家們，如鄧稼先甚至為了國家任務，自願與家庭
分離成為一名『失蹤者』，這種情懷在我們現代人看
來真是非常罕見。」

觀眾直言科學家居功至偉
退休中學校長林女士亦說，中國航天事業的建

設，「兩彈一星」工程科學家們居功至偉，「我本身
是唸化學的，所以對錢學森的事跡一直有所了解；而
鄧稼先等學者，本來亦在國外有更好的發展，卻選擇
返回祖國……他們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受盡了委屈，
但他們的愛國心依然不變，令我非常感動！」林女士
認為，香港社會應好好整合展覽中的資料，適值中國
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之際，更應好好教導學生認識執
政黨和國家歷史，培養學生的愛國心，學習以國家利
益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