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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香港，你最先想到的是什麼？
東方之珠，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但可能會

忽略「創科中心」這個新標籤。
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鮮明指出：「促進香港同
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發揮內地和香港各自的科技優勢，為香港和內地
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作出貢獻，是在香港實行『一國
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香港創科，一直牽動着總書記的心—
在福建工作期間，鼓勵香港高新技術企業向福建轉
移和延伸；
在擔任國家副主席時，稱讚香港在奧運馬術比賽籌
辦工作中創下多個世界一流；
黨的十八大以來，更是在多個場合對香港創科表示
了關心關懷，不斷激勵香港創科融入祖國發展大格
局，創造令人欣喜的佳績。

一封來信，一次指示，架起
一座「連心橋」

2017年6月，24名在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
程院院士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表達了報效祖國的迫
切願望和發展創新科技的巨大熱情。總書記對此高度
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
「香港擁有較雄厚的科技基礎，擁有眾多愛國
愛港的高素質科技人才，這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
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一支重要力量。長
期以來，香港科技界為香港和國家發展作出了重要
貢獻。」
—這份評價，表明了總書記對香港科技基礎和

香港愛國愛港科技人才為國家與香港發展所作貢獻的
高度肯定。
「要重視香港院士來信反映的問題，抓緊研究制
定具體政策，合理予以解決，以支持香港科技界為
我們建設科技強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
力量。」
—這份支持，是總書記「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

我的心」的又一生動體現。
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在香港各界引起了熱烈反
響，香港媒體形容為「重大突破」「歷史性突破」，
香港創科事業迎來大發展的春天。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國家有關部門系統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在港兩院
院士來信的重要指示，支持愛國愛港科研人員深入
參與國家科技計劃，有序擴大和深化內地與香港科
技合作；
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印

發，強調香港要「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
興產業」；

2021年3月，「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建
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2021年9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改革開放方案》提出，要「大力發展粵港澳合作的
新型研發機構，創新科技合作管理體制，促進港澳和
內地創新鏈對接聯通」……
「科技創新，就像撬動地球的槓桿，總能創造令人

意想不到的奇跡。」隨着同內地科技合作不斷深入，
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地位不斷提升。

一座橋，一片海，見證香港
創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腳步

清晨，當第一縷陽光播灑在伶仃洋上，全長55公
里的港珠澳大橋宛如一道跨海長虹。
這片海，銘記着百餘年前永不磨滅的恥辱記憶—
自清代被「日不落」帝國的堅船利炮轟開大門，中

國一次次被經濟總量、人口規模、領土幅員遠不如自
己的國家打敗，香港也經歷了百年屈辱。
這座橋，創造了新時代我國科創傳奇—
這項「一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

大型跨海交通工程，被稱為「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珠
穆朗瑪峰」。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真理：一個國家是否強大

不能單就經濟總量大小而定，一個民族是否強盛也
不能單憑人口規模、領土幅員多寡而定。近代史

上，我國落後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後。」
習近平總書記一語揭示出歷史演進中蘊含的深刻
邏輯。
這片海、這座橋，也見證着香港創科融入祖國發展

大局，共享重大發展機遇的努力。
或許你不知道，近年來，香港已多次參與重大科技

項目—香港理工大學的「相機指向系統」隨嫦娥四
號探月，「火星相機」隨天問一號成功着陸火星，為
香港和國家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有關負責人表示：「當

前，香港創科事業發展可謂生機勃勃，正迎來前所未
有的黃金機遇。」正是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
優勢，香港把握創新科技合作重大機遇，在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中實現更好發展。

一項戰略，一片樂土，燃起
香港青年「創科夢」

東方風又來，南海潮再湧。
深圳前海石，這塊已經「當了」10年「網紅」的

石頭，熱度不減。
2012年12月7日，前海石旁，習近平總書記發出

了改革開放再出發的號召，一時間「前海」成了熱
詞，香港青年陳升心裏埋下了創業的種子。3年
後，他和夥伴成為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第一批入駐
團隊。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再次來到前海。陳升回
憶：「總書記說，夢工場是圓夢的地方。這讓我們倍
感振奮。」
十年間，前海從一片灘塗變成創新創業的沃土，圓

了無數香港青年「創科夢」。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

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創新深植
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基因，從聚焦人工智能、生物醫藥
等領域的香港科學園，到瞄準生物醫藥和大健康產業
的橫琴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從松山湖科學城
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到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福
田國際量子研究院；從「大疆無人機」「雲洲無人
船」等粵港澳三地創新合作項目成功落地，到「港澳
高校—港澳科研成果—珠三角轉化」的科技產業協同
發展模式被廣泛複製……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導引
下，粵港澳大灣區內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關鍵
要素加速流轉，一批重大科技創新項目不斷湧現，科
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
樹高葉茂，繫於根深。
「對香港、澳門來說，『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

勢，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是新的重大
機遇。」習近平總書記為香港和澳門的未來發展謀劃
長遠。
放眼未來，只要抓住發展機遇，順應時代潮流，
香港創科事業必將像慶祝回歸祖國25周年主題曲
《前》所唱的那樣：「在這機遇面前，希望面前，
好好的鍛煉……尋夢者啟程起跑線，在這獅子山下
衝線……」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教育
大學昨日舉辦「國寶是怎樣
煉成的—清宮舊藏書畫的前
世與今生」文化講座，邀得
北京故宮博物院專家王亦旻
主講。在講座中，他從乾隆
皇帝對收藏字畫的熱愛，帶
出清宮舊藏書畫的前世，又
由改革開放後國家對文物的
收購、修復講解這些書畫的
今生，並分享指因不少國寶
書畫已保留千年以上，需要
以恒溫、恒濕、防蟲的嚴格
標準，才能妥善保存。
昨日講座吸引超過40名教

大師生現場出席，並有超過900名教育界人士、學生及家長於網上參與，
旨在加深年輕一代對藝術、文化、歷史、文化遺產及博物館的認識。
適逢王亦旻正參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展「國之瑰寶──故宮博

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的籌備工作，他以本次在香港展出的晉唐宋元書
畫文物為主軸，結合故宮收藏的其他書畫精品，系統地介紹這些國寶的
前世今生，涉及《洛神賦圖》、《蘭亭序》等著名作品。
王亦旻提到，乾隆皇帝對收藏字畫十分熱愛。這些國寶，很大部分都曾
被清代宮廷收藏和著錄，經過近代戰亂，有部分散佚民間，有部分遷往異
地，有部分則留存故宮。直至1949年後，隨着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散落民
間的書畫逐漸被發現、搶救而回到故宮，再經過幾代文物專家的整理、修
復與研究，使其得以通過展覽、出版等方式再次呈現在公眾面前。
談及國寶書畫的保存原則，王亦旻說，要保證館內恒溫20度，恒濕
55%，不能太乾也不能太濕。因宋元時期的書畫已保留千年以上，環境
溫、濕度的劇烈變化都會影響紙張質量，太乾了會變形，太濕了會受
潮。

總書記心繫香江：
從這3件事，讀懂總書記對香港創科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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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客戶端昨

日發表《總書記心繫香江：從這3件事，

讀懂總書記對香港創科的關懷》，全文

如下：

◆ 教大邀請故宮博物院專家王亦旻（右
三）主講是次文化講座，讓師生及公眾了
解國寶的煉成，並對中國文化的歷史傳統
和傳承有所啟發。 教大圖片

林鄭：故宮館向世界說好中國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為慶祝香港特區回歸祖國25周年及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今日開幕，由
香港天籟敦煌樂團與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合辦的《敦煌與故宮對話：
飛越文化二千年》音樂會暨文化講
座昨日在西九戲曲中心舉行。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北京
故宮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均是研究
中國文明歷史的重要載體，深信香
港的獨特性可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作出貢獻。主講嘉賓之一、北
京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表示，香
港故宮館將成為故宮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展示和交流平
台，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擔當重要角色。
昨日活動分為跨媒體音樂會及文化講座兩部分，歷時半小時

的音樂會由香港天籟敦煌樂團駐團樂師演繹包括3個樂章的原創
大型組曲，配合舞台上的故宮博物院珍藏文物建築及敦煌莫高
窟壁畫的圖像以及視覺效果，帶領觀眾穿梭歷史古今，體驗中
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文化講座則由王旭東、敦煌研究院黨委書
記趙聲良及香港故宮館館長吳志華任主講嘉賓，分享文物保育
等議題。

獻力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出席昨日音樂會的林鄭月娥表示，故宮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

均是研究中國文明歷史的重要載體，深信香港以其獨特的歷史

和地理位置，可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作出應有貢獻。而香港故宮館在
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竣工，並於
下月2日正式開放予公眾參觀，博物
館將肩負傳承中華文化，推進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的任務，向世界說好中國
故事，響起中國聲音。
吳志華表示，今次音樂會暨文化講座

是香港故宮館今日開幕前的最重要活
動，而北京故宮與敦煌同為世界文化遺
產，見證中華文明的演進和中華民族一
體多元的文化特色，是中華文化和藝術
的瑰寶。香港與敦煌和故宮無礙時空之

隔，結上文脈傳承之緣，而香港故宮館的建立，必將加強香港與內
地的文化和民心連結，共同努力融通中外，文明互鑑。
王旭東從北京故宮說起，指故宮不單是有600年歷史的建築，

更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匯聚地。而故宮博物院精美的藏品在訴說
歷史、藝術和文化的同時，也呈現出不同文化在故宮的匯聚與融
合。他指，香港處於中西文化交流前沿，透過特有的國際視野
和優勢，香港故宮館將成為故宮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展
示和交流平台，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互鑑中發揮積極作用。
趙聲良認為，香港故宮館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隆重開

幕，標誌着承載深厚中華文化的故宮在港落戶，為香港的文化
發展提供強勁支撐。他形容今日的香港如古代的敦煌，有數千
年的中華文化為根基，立足中國與世界交流的窗口，定能創下
輝煌的未來。

◆2018年10月
23 日上午，港
珠澳大橋開通儀
式在廣東省珠海
市舉行。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出席
儀式，宣布大
橋正式開通並
巡覽大橋。圖
為習近平在港珠
澳大橋東人工島
視察。

新華社發
資料圖片

◆《敦煌與故宮對話：飛越文化二千年》音樂會暨
文化講座昨日在西九戲曲中心舉行，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