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偉特（香港青年代表，廣東江門國家農業科技園區魚菜共生項目負
責人）：

有夢想的話，要遵從自己的內心，勇敢去追，不要拘泥於條條框框。大灣區
是機會樂園，可以有無數種「玩法」，能夠實現年輕人天馬行空的想法。

◆薛宇君（香港學生代表，暨南大學心理學碩士生）：

香港有不少優勢專業，但內地高校和科研機構有很多特色專業，香港未
必覆蓋且缺乏資源和平台，比如考古、農學等，香港學生可以更多去了
解，也許能找到一片新天地。

◆文曉曉（廣東學生代表，華南理工大學光學碩士生，將赴港大攻讀博

士學位）：

大學期間，在學好專業知識、深入研究的同時，可以多參加各種社會實
踐、行業交流和競賽，這樣對提升研究水平很重要，且科研會更接地
氣，對社會更有用。

◆林俊樂（澳門學生代表，南方醫科大學臨床醫學本科生）：

港澳特別是在香港，醫學受到學子們的青睞，但競爭大、「內卷」嚴
重，往往是成績最拔尖的一批人才可能有機會。成績平平的同學，如果
對醫學感興趣，不一定要在香港擠獨木橋，可以考慮內地醫科大學。事
實上，學醫未必需要成績拔尖，興趣和專注才是最重要。

三地優秀青年寄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北上青年勉港考生
大灣區圓夢出路多
享受政策市場紅利 寫就精彩「人生考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香港

正舉行中學文憑

試（DSE），學

子們將迎人生重要抉擇。23日在廣州舉行的「新青

年．新征程」粵港澳青年學子分享交流會上，三地青

年學子分享了他們在大灣區所做的「答卷」與收穫，

線上線下觀眾近60萬人次。港大畢業生羅偉特北上做

新農人，以魚菜共生項目成功打造大灣區菜籃子基

地；暨大港生薛宇君走出一條實習實踐新路，並從

「被服務的港澳青年」變身「服務港澳的青年」，幫

助千餘港澳學子實習配崗。羅偉特說，大灣區可以實

現天馬行空的想法，選擇多元，答案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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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在江門開平市赤坎鎮，羅偉特正和當
地農民一道忙着播菜種。這片土地上，是他

和一班香港同齡夥伴經營6年的魚菜共生循環農業
項目。隨着基地今年擴大到500餘畝，他們將年
產5,000噸供港蔬菜。
如果回到2016年剛剛來到珠三角，如今的成
績，他根本無法想像。

北上創農業項目 助農戶就業增收
羅偉特說，自己在港大求學時就對循環農業感興

趣，但在香港只能在天台上做，無法規模化。就抱
着試一試的想法，他和幾個香港同齡夥伴北上尋找
機會。「我們每個人身上只有逢年過節積累的兩三
千元壓歲錢作為短期生活費，可以說無資金、無技
術和無產品，當我告訴媽媽要在江門大幹一場時，
她還以為我們在搞傳銷。」羅偉特笑言。
他們打開各市政府網站，逐一致電推介他們的

創業計劃。意外的是，各大園區都向他們伸出橄
欖枝，支持他們在當地開展魚菜共生農業項目。
最終他們選擇了農地資源更豐富的江門，當地提
供了200平方米的溫室大棚和免費宿舍，還有5萬
元（人民幣，下同）的「市長機動資金」。
他們每天養魚、種菜、請教專家、做研究，不斷地

學習和科研攻關。其間有重大挫折，但羅偉特一直記
得臨畢業時母校校長的寄語「Follow your heart！」
最終，他們技術不斷成熟，在國家級創新創業大賽中
奪得農業農村組唯一的金獎，也拿到了投資。
「創業中，我們一直得到各個方面的支持，享

受政策和市場紅利。」他說，讓他特別高興的
是，去年開始，項目正式開始納稅，還帶動了250
多名農戶就業和增收。
羅偉特說，他們正在將農業和旅遊結合起來，

開拓休閒農業領域。目前，已初見成效，基地最
高日參觀人數達萬餘人。

下鄉支教探貧戶 交流學習中成長
從受益者到貢獻者，正在暨南大學讀研的香港女

孩薛宇君同樣如此。從進入華南師範大學本科學習
後，薛宇君發現學校港澳生並不多，就嘗試融入內
地生的圈子。「原本以為學生會組織比較務虛，加
入後才發現的確是在做服務學生的實事。」
薛宇君開始更多嘗試，拓寬自己的交流圈、實

踐圈。她參加「三下鄉」活動，前往惠州農村支
教，接觸了大量留守兒童，協助他們的飲食起
居、學業課程，組織文藝匯演，到學生家裏訪
問。「支教中要照顧好學生，又要照顧好自己，

對我來說是挑戰，更是歷練。」
有一個外號叫「大哥」的學生，因為調皮，同學

們都很怕他。薛宇君細心地發現他有心理脆弱的一
面，於是與他談心，讓他做班長。孩子慢慢變得開
朗、友善，當支教團隊離開時，他哭得最傷心。
在陽江實踐時，薛宇君前往貧困戶家裏探訪、

去敬老院開展陪伴服務、去大街上擺攤向市民推
介創建文明城市的工作。很多事、很多人，都是
她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基層幹部非常投
入，為了讓貧困戶長久脫貧，他們會去親身學
習、對接資源，讓貧困戶以科學的方式養雞。」

多方面服務港生 實習研究兩不誤
薛宇君還報名參加廣東團省委實習的機會，策劃

就業創業活動、參加調研、運營新媒體等。在「展
翅計劃」港澳台大學生實習專項行動中，她服務了
1,500多人，完成港澳台學生配崗1,451人。
豐富的實踐讓薛宇君迅速成長，她參與內地港

澳生、大灣區青年發展政策等課題研究，先後獲
得國家社科基金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立項。
薛宇君說，她立志做一名公共管理專業學者，

冀以扎實的工作，為青年融入大灣區發展貢獻自
己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潮州女孩文曉
曉，在列入國家重要戰略支撐發展的激光技術領域取得重
要成果，她因此被稱為「激光女孩」。
她主導研製出的「飛秒」量級激光器，比內地現有激光技

術速度提升了100倍，可廣泛應用於特殊波長的激光器。
「比如，應用這種激光器，可大大提升對大腦神經的探
測精度，對疾病診斷和治療更精準、有效。」
如今，在華南理工大學完成碩士學位後，她收到了香港
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今年9月將來港攻讀博士學位，繼續
在大灣區追逐夢想。
在高校，物理專業的女生很少，對激光技術感興趣並長

期專注的人更少，文曉曉是其中之一。激光，這一五彩斑
斕的領域，讓她剛接觸便一發不可收拾。
由於激光實驗的特殊性，連續站立六七個小時對她來說

是家常便飯；每天奔波於華南理工大學兩個不同的小區，
風雨無阻，即便在生日當天也不例外。
不管是不斷發表國際SCI期刊論文、《Nature》論文，

還是數十項中國發明專利、美國專利，都是對她艱苦付出
的回報。

將來港讀博 進一步深造
為什麼選擇前往香港深造？她談到，香港是高度國際化

的城市，前沿研究可以對接到全球最先進。「香港同屬於
粵港澳大灣區，教育資源豐富，科研實力雄厚，比如在光
學領域，香港大學有著名的激光光譜實驗室，可以進一步
提升我的科研水平。」
談到未來，文曉曉說，她會繼續留在大灣區，期待把

科研成果落地，在這方面，大灣區有其他灣區無法比擬
的優勢。

粵生研出新激光器
9月將赴港大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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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24日，
患有腎透明細胞癌的70歲李大爺（化名），在深圳
大學附屬華南醫院接受了腎癌部分切除手術。這是
國產圖邁R腔鏡手術機械人在華南地區完成的首例

手術，也是該院成功開展的第一例機械人臨床研究
手術，對快速提升我國機械人手術臨床應用水平，
打破國外品牌市場壟斷具有重要意義。

價格較國外低二三成
據透露，相較於國外同類產品，該款國產手術機
械人價格低二成至三成。
「這次手術的順利完成讓我們對國產手術機械人

的信心又增強了。」華南醫院泌尿外科負責人王峰
教授表示，手術機械人提供的3D腔鏡視野穩定清
晰，機械臂可翻轉角度更大，縫針靈巧，精確度和
穩定性更高。
今年3月底，華南地區首個圖邁R腔鏡手術機械人
臨床科研驗證中心啟動。深圳大學附屬華南醫院與

上海微創醫療機械人(集團)持續展開深度合作，加速
推進前期研究成熟的手術機械人邁向臨床轉化應
用。泌尿外科手術是腔鏡機械人的經典手術，由華
南醫院泌尿外科王峰教授帶領的十人機械人手術團
隊不斷挑戰手術難度，已順利完成了多例圖邁R腔
鏡手術機械人模擬實驗。李大爺是該臨床研究項目
的首位患者。
深圳大學附屬華南醫院院長吳松表示，此次國產

機械人臨床研究手術為醫院泌尿外科診療實現精準
化、規範化、微創化、個性化提供了更多可能，也
為國產手術機械人應用積累了重要的臨床證據和技
術經驗，實現了臨床應用的新突破，對於未來國產
手術機械人的普及推廣以及打破國外品牌的市場壟
斷都將起到積極作用。

華南地區完成首例國產腔鏡機械人手術

◆華南地區
首例國產腔
鏡機器人臨
床 研 究 手
術。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地區各部門
着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有效應對風險挑
戰，國民經濟延續恢復發展態勢，第一季度
GDP同比增長4.8%，支撐宏觀經濟的主要指
標平穩，起步穩健，開局良好。
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指出，在國
際局勢愈發複雜嚴峻、國內疫情散點多發的背
景下，這一成績彌足珍貴，也充分證明了中國
經濟基本盤是穩固的。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博鰲
亞洲論壇主旨演講中所強調的：「中國經濟韌
性強、潛力足、迴旋餘地廣、長期向好的基本
面不會改變。」我們要繼續保持定力、增強信
心，統籌好發展與安全，統籌好疫情防控和經
濟社會發展，抓住主要矛盾和關鍵環節持續發
力，努力推動經濟提質增效。
快評進一步指出，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內外
部環境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我國經濟恢復基礎
尚不牢固，下行壓力加大。越是在這種關鍵時
刻，我們越要穩住陣腳，堅持「動態清零」總方
針不動搖，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對策謀
劃更持久些，持續鞏固兩年多來的抗疫成果，為
經濟社會發展創造穩定的大環境。
快評最後強調，我們要保持清醒頭腦，做
好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充分準備。要着力用
好宏觀政策這一「有形之手」，做好宏觀政
策跨周期調節，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
性、可持續性，特別是財政和貨幣兩大宏觀
政策工具，既注重總量改善，也注重結構優
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穩健
的貨幣政策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並增強
宏觀政策自主性。要通過一套精準的「組合
拳」，助推市場「無形之手」發揮效應，持
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
防風險、保穩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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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宣部版權管理
局局長王志成24日在國新辦舉行的2021年中國知
識產權發展狀況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目前，國家版
權局等六部門正聯合掛牌督辦一批涉冬奧侵權盜版
重點案件，相關進展將適時公布。
北京冬奧會「冰墩墩」持續熱銷、「一墩難
求」。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冰墩墩」受到專
利、商標、著作權和奧林匹克標誌等立體化保
護，折射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進步。
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何志敏介紹，今年第一季

度國家知識產權局分兩批對惡意搶註涉及冬奧會、
冬殘奧會的1,742件商標及其申請人、代理機構予
以通報曝光。
王志成介紹，國家版權局等多部門聯合開展了

冬奧版權保護集中行動，一方面整治未經授權通
過廣播電視、網站、IPTV、互聯網電視等平台非
法傳播冬奧賽事節目的行為，重點打擊短視頻平
台公眾賬號未經授權提供冬奧賽事節目盜播鏈
接、集中批量在網絡平台上傳冬奧賽事節目的行
為，以及網絡主播在直播中未經授權傳播冬奧賽

事節目的行為；另一方面加強對電商平台等重點
網站、比賽場館周邊等重點區域、商品生產集中
地和銷售集散地等重點市場的版權巡查，打擊各
類涉冬奧視聽、文字、美術、音樂等作品的侵權
盜版行為。
「截至2022年 3月 15日，各視頻、社交、直

播、電商及搜索引擎平台接到各類權利人通知後共
計刪除涉冬奧侵權鏈接110,770個，處置侵權賬號
10,072個，有效保證了冬奧版權保護秩序。」王志
成說。

涉冬奧侵權盜版重點案件 六部門掛牌督辦

◆文曉曉（右二）和團隊成員展示最新研發的激光器。
受訪者供圖

◀ 羅 偉 特
（右一）和
他的創業夥
伴在魚菜共
生基地。
受訪者供圖

◀ 在支教活
動中，薛宇
君和孩子們
打成一片，
這也讓她受
益匪淺。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