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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鄧逸明、甄智曄文 匯 要 聞

香港與內地恢復全面通關，近期訪港旅客激增，西九文化區因新增的M+博

物館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兩大展館成為遊客必到打卡之地，亦位列旅遊發

展局優先推薦景點之一。見證越來越多旅客到訪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管

理局行政總裁馮程淑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均感到鼓舞和欣慰。他們昨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西九文化區已成立了旅遊部門，並與政府討論為大灣區居民打造一到兩日

的旅遊路線，而香港故宮館亦會與北京故宮合作開設首家文創商店，並正籌備一個與三星堆遺址

相關的展覽。他們表示，將會更好地利用區內硬件設施，背靠內地豐厚的文化資源，令西九文化

區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優質平台。

制訂西九文化遊 廣吸灣區客
背靠內地豐厚文化資源 打造中外交流優質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鏡頭下的灣區」攝影展開幕 陳國基：合力建人文灣區

◀攝影展昨日起在中央圖書館地
下展覽廳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陳國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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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鏡頭下的灣區」巡迴攝
影聯展昨日起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廳舉行，展出
400多份精彩攝影作品，讓香港市民跟隨鏡頭都能領略大
灣區的人文風景，感受城市建設、鄉村振興、科技發展的
成就和魅力。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開幕式上指
出，共建人文灣區的工作需要社會各界通力合作，期待大
家抓緊灣區機遇，講好灣區故事，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作
出更大的貢獻。
陳國基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習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

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是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最佳
切入點。此時此刻，「鏡頭下的灣區」巡展來到香港舉行，
實在別具意義。今次巡展為一眾攝影師提供切磋技術、分享
心得的機會，匯聚他們在大灣區不同城市拍攝的數百份精彩

作品，又從多角度呈現大灣區建設的成就和魅力，必定有助
加深市民大眾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和認同。
他表示，隨着香港與內地自上月起恢復全面通關，香港

與其他大灣區城市以至各省各市，在商貿、人文、旅遊等
不同領域的交流合作，已經迅速重拾動力和活力。今次巡
展在香港舉行，正是拓展灣區文化交流、促進社會全面復
常的一個好例子。

龍友讚作品豐富構圖美
是次巡展由心連大地攝影會、大公網共同舉辦。心連大地

攝影會會長陳俊濠致辭表示，巡展香港站從三年前延至現在，
適逢兩地復常通關、全面復常，希望通過展覽增加市民對大
灣區的認識，助力香港更好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當中。
熱愛攝影的市民陶小姐表示，展覽內容很豐富，構圖很
美。疫情前她也常常回到珠海探親、到內地城市旅遊，這
次在展覽中也看到自己熟悉的畫面，令她也想回去看看內
地城市的變化和發展。

「從去年7月開館至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參觀
人數已經超過90萬，疫情期間大部分是本地觀

眾，（恢復正常）通關之後就多了內地遊客，目前大約有
25%的遊客是從內地來，其中有一半是大灣區遊客。」吳
志華說。

料每月接待600團
對越來越多充滿期待的到訪者，香港故宮館與西九文化
區也有他們的新計劃與打算。馮程淑儀直言，不同於迪士
尼和海洋公園，西九文化區不算是一個旅遊機構，因此在
旅遊推廣方面，他們一直在學習探索中。「我知道大灣區
有很多觀眾希望在復常通關後來西九看看香港故宮館和M+，
我們正在與旅遊發展局討論，可否為大灣區居民打造一到
兩日的旅遊路線，吸引他們從內地過來遊玩。」
她又透露，西九文化區已成立了旅遊部門，每月可以接

待600多個旅行團到訪，還為郵輪遊客制定參觀導賞團。
「我們也在與附近景點、酒店以及迪士尼、海洋公園溝
通，希望可以制定一個共同的旅遊路線，令訪客既可以去
到主題公園玩樂，又可以來到文化區感受文化薰陶，靈活
設計行程。」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也將迎來一間新的文創商店。吳志
華說：「文創產品會是我們之後發展的一個重點，在4月
底會開放一間規模更大的文創商店，其中產品部分是自己

開發的，部分是與北京故宮合作的，設計主要體現香港元
素和香港故宮館的特點，相信以後文創產品也會越來越
多。」
「與倫敦、巴黎相比，香港不算是有文化底蘊的城市，

那些地方可以稱為『文化中心』，但他們的藝術機構主要
目的是介紹他們的收藏和文化，而香港的定位很明確，是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因此我們不但要介紹自己的文
化，更是一個展示全世界優秀文明的平台。」馮程淑儀認
為，香港本身就是中西文化薈萃的地方，既深諳中西文化
的不同特點，又對兩種文化的推廣都持有經驗，最重要的
是香港根植於中華文化、背靠內地豐厚的文化資源：「我
們有國家，這就是我們的優勢。」

港與四川合作 籌備三星堆展覽
馮程淑儀與吳志華近日赴北京拜訪了北京故宮博物院、

國家文物局及文旅部。吳志華表示收穫頗豐：「內地同仁
非常關心香港故宮館開幕後的情況，也表示會全力支持我
們今後需要協作的部分。」
他透露，香港故宮館已與四川文物局達成合作，正在籌

備一個與三星堆遺址相關的展覽：「我們希望把中國優秀
傳統文化帶給觀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關於中國文明起源，
三星堆文化是一個很好的代表。今次的成功合作讓我感受
到，內地各省市政府都很支持香港文化的發展。」

西九文化區至今已經完成
大約44%的設施建設，預計
2025年可以完成60%。馮
程淑儀表示，雖然離建設完

成還有一段距離，但現在的西九設施已經算是完
備。她透露：「2025年我們將建成演藝綜合劇
場，這一劇場的定位是亞洲舞蹈、戲劇中心。西
九也將會興建一個音樂中心，包括有一個音樂
廳，目前香港只有兩個音樂廳，都很舊，我們希
望可以將其發展成世界級音樂廳。」
馮程淑儀歡迎全國優秀藝術作品在西九演出。她
提到，之前一批藝術團體和個人獲批國家藝術基金
資助，表示西九願意為他們提供場地租用上的優惠
和安排：「能夠得到國家藝術基金支持的作品，相

信是非常優秀的，所以戲曲中心也很歡迎內地得到
國家藝術基金支持的藝術團體來到表演，我們之前
在北京與文旅部討論時，他們也期待着內地一些優
秀戲曲節目可以在戲曲中心上演。」
西九文化區下周即將呈現第一屆「HKT西九

音樂節」，屆時將有連續十天在西九文化區不同
場地邀請到創作歌手、本地樂隊及偶像表演音樂
節目。馮程淑儀希望音樂可以成為西九恒常存在
的元素：「這也是支持特區政府舉辦『流行文化
節』、推動流行文化發展的一個節目。我希望在
西九，音樂節可以繼續舉辦下去，每年春天有
『流行音樂節』，每年秋天有『自由爵士音樂
節』，令它們成為西九的兩大音樂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增建劇場音樂中心 歡迎內地藝團演出
 &

◆左起：吳志華、馮程淑儀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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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和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分別舉
行「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神宣講會」，中央政府
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應邀出席並作交流分享。
今年全國兩會成果豐碩、精神豐富，香港社會各
界深刻學習領會兩會精神，找準落實兩會精神的
立足點，更加明確未來發展方向，更準確把握促
進繁榮穩定的核心問題，凝聚合力，踔厲奮發，
抓住中國式現代化的香港機遇，增強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服務國家所需的意識和能力，寫好
由治及興的新篇章。

學習、落實兩會精神，對香港參與國家現代化
建設、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意義重大。今年兩
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港澳長期
繁榮穩定提升到關乎全面建成現代化強國的新高
度，期望並且要求港澳發揮獨特優勢、貢獻國家
現代化建設。中央的重視、支持和要求，鼓舞香
港各界從強國建設的全局高度，全面準確認識國
家發展的大政方針，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
高質量發展，扮演好民族復興的參與者、貢獻
者、受益者角色。

鄭雁雄主任認為，香港地區貫徹落實全國兩會
精神要找準幾個最基本的立足點，強調只要把握
好中國式現代化的香港機遇，把握好香港發揮獨
特地位和優勢的方向路徑，把握好新階段關鍵期
香港必須深入反思的關鍵問題，香港就一定能在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大有可為、風光無限。

要貫徹落實好全國兩會精神，首要的立足點是把
握好中國式現代化的香港機遇。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指出：「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
繁榮穩定。」這表明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以中
國式現代化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不可或缺
組成部分；香港保持繁榮穩定關乎中華民族復興
大業的圓滿達成。香港必須全面迅速對接國家發
展戰略，在國家創新發展、突破「卡脖子」問題

等方面，貢獻香港智慧和方案。
貫徹落實好全國兩會精神，第二個要找準的立

足點是，把握好香港發揮獨特地位和優勢的方向
路徑。香港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穩
固，營商環境世界一流，是全球公認的最自由經
濟體，回歸後包括普通法在內的原有法律得到保
持和發展，「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地位
進一步凸顯，對國家改革開放事業、融入經濟全
球化進程，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二十大報
告指出，「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的雙向橋樑作用，全力保證香
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香港更應發揮所
長、貢獻國家所需，在復興偉業中擔當獨特角
色、作出更大貢獻。

貫徹落實全國兩會精神，第三個要找準的立足
點，是在香港新階段發展的關鍵期，深入反思一
些關乎香港長遠的關鍵問題。香港進入由治及興
的新階段，要抓住新階段的重要機遇，必須時刻
清醒認識，要堅定根除「亂」的根源，鞏固
「治」的局面，激發「興」的動能，引領「歸」
的民心，確保「一國兩制」實踐始終朝着正確方
向前進，與國家共贏發展。其中特別要認真深入
思考的包括，香港如何在保持特有制度的同時，
與內地在眾多經濟運行的制度機制方面有效對
接？香港產業結構過於單一的問題，如何切實有
效破解？香港的勞動力和人才市場，如何突破自
我封閉，解決基層勞工和高素質人才同樣缺乏的
難題？類似問題的思考研商，可以解決很多關係
香港長遠發展的深層次問題。

全港各界要以兩會精神為指引，目標明確，把
兩會精神落實到建設更美好國家和香港的行動
上，充分運用好「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
區、「一帶一路」等重大機遇，為強國建設、民
族復興發揮香港應有作用、 再創新輝煌。

找準落實兩會精神立足點 協力寫好由治及興新篇章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與21名來自

10間高校的在京港生舉行座談會，希望
內地港生能充當宣傳大使，講好香港故
事。香港正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加
速融入國家發展，在內地的香港學生熟
悉兩地情況，有大局觀和國際觀，可以
更好地發揮橋樑作用，促進內地對本港
的了解。特區政府應該積極吸納內地港
生畢業後回港服務，吸引內地優秀人
才。

鼓勵香港青年到內地升學、就業是中
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長期的政策，且近年
力度越來越大。據中國教育留學交流
（香港）中心的數據顯示，去年通過文
憑試報考內地高校的香港學生人數為
4,890 人，比前年增加 2.2%，創歷屆新
高，人數連續三年增長。同時，報考內
地高校的考生人數佔文憑試總考生人數
的比率也從去年的 9.17%增加到今年的
9.76%，實現了考生人數和佔比的雙增
長。

這些內地港生擁有眾多優勢。首先是
語言優勢，到內地就學有助提高普通話
溝通能力，正如李家超昨日在座談中也
大讚內地港生普通話標準。其次是人脈
關係優勢，通過學習、實習、工作等途
徑，可以及早熟悉內地的職場環境，更
容易留在內地發展。再次是文化融合的
優勢，內地港生既熟悉本港語言文化，
也熟悉內地的社會情況和風俗文化，這
種不同地域文化交流的碰撞，助力港青
深入了解國情，成為兩地融合最好的橋
樑。

過 去 一 段 時 間 ， 本 港 受 違 法 「 佔
中」、修例風波等違法暴力衝擊，以及

出現一些針對內地同胞的不友善現象，
令部分內地民眾對香港產生了誤解。本
港已經邁向由治及興新階段，如今兩地
交往全面復常，身處內地的港生，是香
港向內地同胞說好香港故事的最佳宣傳
大使，促進兩地關係和諧、共謀發展。

昨日與李家超座談的21名在京港生來
自不同的高校，修讀不同的專業。他們
當中有人從事生物製造領域科研工作，
在生物3D打印技術上有所成就，是本港
銳意發展的創科產業之一；有人修讀中
醫學，可以為本港中醫藥發展作貢獻；
也有人修讀國際關係，希望畢業後能加
入特區政府。內地幅員廣闊，高校資源
廣闊，內地港生是本港推動創科、產業
轉型、改善管治等方面的優秀人才。

李家超昨日在座談會上致辭中表示，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將全力發
揮作為國際人才樞紐的角色，與內地城
市加強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一同為國
家高質量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李家
超歡迎內地港生畢業後回港貢獻力量，
尤其是「北部都會區」等大型建設，需
要大量優秀人才，又預告會在今年年中
對「高才通」計劃進行中期檢討，加入
更多優秀的學校。特區政府虛位以待、
充滿誠意，為港生、內地人才來港大展
身手提供機遇。

內地院校近年持續增加招收港生數
量、特區政府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恒
常化，以及內地公務員及事業單位向港
青敞開招聘大門，支持港青發展的政策
陸續有來。港青應用好政策，努力建設
國家和香港，實現人生理想。

發揮港生橋樑作用 促兩地融合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