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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技震撼港生國家科技震撼港生 探月探火探月探火大飽眼福大飽眼福

◆◆王志剛視像致辭王志剛視像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攝

「香港市民參與國家航天任務，從前我們都覺得
遙不可及，但最近幾年，國家開放愈來愈多

機會給香港，讓更多愛國愛港的市民有機會一展抱
負，實現夢想，貢獻國家。」李家超指出，國家早前
宣布啟動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更首次在港澳
地區選拔載荷專家，社會反應非常熱烈，推薦名單將
於今月上報國家。
他表示，中央政府多次表明對香港的支持和信任，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為香港發展帶來源源不絕的動能。特區政府即
將推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幫助創科業界、
科研機構、大專院校等持份者更掌握香港創科發展的
未來路徑。

設中學生導賞員為公眾答疑
今次博覽以「科技引領未來」為主題，展出約50
項國家級展品，更有多項「星級展品」如火星車「祝
融號」、自主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模型首次在港
亮相。今屆創科博覽特別設有中學生導賞員計劃，多
位學生導賞員昨日上午率先抵達展場，專心聆聽每項
展品的來歷和重點，以便在稍後時間解答公眾疑問。
來自天主教伍華中學的中五學生張嘉晉、謝宗熹、容
嘉燊及江旻駿，在參觀後與香港文匯報記者分享，對
多項展品感到印象深刻和震撼。
江旻駿表示，今次展覽涵蓋國家各方各面的重大科
研成果，「其實我們一般學生都較少機會接觸這些科
技，最多只能在新聞報道、紀錄片看到，所以今次真
是一個難得機會可以近距離接觸，能更全面地獲取這
方面知識，認識國家在不同方面的科研成就。」
容嘉燊指對航天服實物印象特別深刻，「近距
離睇到，看過資料才明白箇中工序有多繁複，不禁讚嘆人類前往太空
的決心！」
謝宗熹則對展品中的月球土壤大為讚賞，「裏面蘊含很多人類智慧，看
過介紹才知道，原來一切都要經過精準計算，因為要顧及到相關的燃料消
耗，即使想帶更多樣本回來（地球），其實技術上也難以做到。」至於張
嘉晉則對世界首套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統印象最深。

立志成科學家 鑽研生物科技
另外，江旻駿亦分享說，自己一直立志成為科學家，「我對癌症這個課
題好有興趣，都會希望對生物科技方面有更多了解。」他特別提到，今次
展覽其中一項入選2018年度中國科學十大進展的「體內抗病DNA納米機
械人」項目，對自己深有啟發，期望這類科技有助挽救更多生命，「透過
展覽亦讓我認識到，即使當今醫學發達，當中仍有相當廣闊的發展空間，
希望自己他日都可盡一分力，彌補醫學科技上的一些缺口。」
博覽昨起至本月22日免費向市民開放。

由團結香港基金主辦、國家科技部支持和中國科學技

術交流中心協辦的「創科博覽2022」昨日上午舉行開

幕典禮，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

超、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楊義

瑞、團結香港基金常務副主席陳智思任主禮嘉賓。李家超致

辭時指，今次博覽的主題展區當中，除了展示一般香港市民

比較少機會接觸到的國家深海科技和陸地科技，更包括最近

大家特別關注的航天科技，介紹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月球和

火星探測工程等專項，讓市民可以近距離欣賞到難得一見的國

家大型科技項目，了解國家的創科發展對未來世界和人類文明

的貢獻。他特別提到，特區政府正積極配合國家進行選拔載荷

專家的初選工作，預計今個月內就會把推薦名單上報國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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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姬
文風）昨
日在「創
科 博 覽
2022」 開
幕禮上，
國家科技
部部長王

志剛透過視像致辭時表示，經中央政府
批准同意，科技部與特區政府將於近日
正式續簽《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快建設香
港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安排》。 科技部
將在中央對港工作方針的指引下，推動內
地和香港科技界攜手並進，繼往開來，充
分發揮香港獨特的科技創新優勢，深入推
進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為加快科技自
立自強，建設科技強國作出新的、更大的
貢獻。
王志剛表示，本次展覽以「科技引領未

來」為主題，突出展示國家「十三五」期
間重大科技成就及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以
來的科研成果，這是推動香港社會把握創
科發展機遇，引領帶動香港各界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行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義。
他說，香港科技力量作為國家科技創新

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必將會分享國家科
技創新發展重大機遇的紅利，也一定會為
國家科技創新發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
獻。而香港是全球創新要素的集聚地，和
全球創新網絡的樞紐性節點，研發資源雄
厚，創新動力強勁，區域優勢明顯。
他表示，近年來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

下，香港特區政府積極推動創新科技發
展，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探尋香港繁
榮發展新的增長點，並以香港之所長服務
國家之所需，取得顯著進展和成效，希望
香港特區政府把握時代發展大勢，充分發
揮自身優勢，主動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等國家戰略，匯聚全球創新資源，建設全
球創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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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今年
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創科博覽
2022」特別展出25項具代表性的香港科
研成果。多名科研界代表及大學學者昨
日指，希望市民能藉以了解到香港科研
達到國際水平且取得豐碩成果，並期望
學生可通過展覽增廣見聞，培養跨學科
知識和眼界，了解科學的意義何在，
「不是為了考試，而是要利用這份知
識，為自己去了解這個世界。」
香港研資局主席黃玉山在博覽會現場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是次博覽展
出多項重大科技成就包括火星探測、中
國太空站等，國家經多年努力如今在科
技上站在國際最前端，作為中國人絕對
為此自豪。博覽展出的香港科研成果足
證香港科學成就突出，而是次展覽加入
的VR或AR互動元素，也能讓年輕人感
到有趣，「希望更多學生願意在科學路
上有所發展，成為香港所需的人才。」
負責其中一項香港科研成果、多次助

力國家航天工程的香港理工大學深空探

測研究中心主任容啟亮表示，展覽對年
輕一代很有啟發性，「讓他們知道創科
有出路，家長也可放心支持子女踏上科
研路。」
另一項目負責人、香港中文大學卓敏

生命科學教授林漢明與香港文匯報分享
指，展覽對他自己也有不少啟發，有助
引發跨學科思維，尤其太空種植也是一
門熱門課題，所以他專程去看看航天相
關內容，「希望將來有機會參與太空農
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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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更多機會讓港人實現夢想貢獻國家

◆◆李家超試坐李家超試坐「「奮鬥者奮鬥者」」號號。。

◆◆ 「「創科博覽創科博覽 20222022」」昨日正式開昨日正式開
幕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攝

◆◆江旻駿江旻駿

◆◆容嘉燊容嘉燊

◆◆謝宗熹謝宗熹

◆◆張嘉晉張嘉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北山彥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昨
日出席「創科博覽 2022」開幕
禮並致辭，分享關於香港創科發
展的三點體會，包括要堅定創新
自信，鞏固提升香港創新科技的
優勢和地位；把握戰略機遇，加
快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以及提升
創科活力，打造香港創科發展最
優生態。

盧新寧表示，第一要堅定創新自信，鞏固提升香港創新科技
的優勢和地位。她提到，中共二十大報告列舉了新時代十年國
家在載人航天、超級計算機、衛星導航等領域的一系列重大科
研成果，其中就包含了許多香港元素。例如香港理工大學研發
的「嫦娥五號」月壤採樣裝置、「天問一號」上的火星相機
等，在國家的探月探火工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也充分證明
香港基礎研究的實力。國家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中，香港科
創人作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
她表示，世界上沒有哪一座城市能像香港一樣擁有5所排名

百強的世界一流大學，香港科創的優勢一定會日益擴大，在新
的世界變動中，香港也最有希望成為國際人才的集聚地和蓄水
池。而基礎研究的實力、人才競爭的優勢還有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這三者正是香港科創擁有創新自信的底氣所在。

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
第二，把握戰略機遇，加快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盧新寧說，

中共二十大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戰略全局，對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進行了戰略部署，其中就
蘊含了香港發展國際創科中心的歷史性機遇。例如，在加快國
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香港作為雙循環交匯
點的「超級聯繫人」，具有國際聯繫廣泛的獨特優勢，應乘勢
而上，主動融入全球科創網絡，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在國
家「外循環」中作出真正引領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貢獻。同時，
也應更積極主動對接大灣區戰略，在國家「內循環」中也扮演
重要角色。這是只有香港才能發揮的獨特作用。
第三是提升創科活力，打造香港創科發展最優生態。盧新寧

表示，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創科教育，在完善課程體系、加強教
師培訓、提供財政支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香港社會各界也
積極參與創新創科教育，是次博覽亦得到教育界、創科界的踴
躍支持。相信只要社會各界進一步凝聚共識，共同營造講科
學、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良好氛圍，一定能夠推動香港
科創教育持續健康發展，打造國際人才高地，香港中聯辦也將
一如既往給予全力支持。

◆◆盧新寧致辭盧新寧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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