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沙漠化識國情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奪獎

港生參訪穗深 領略古今交融
赴陳家祠識傳統工藝 登廣州塔覽城市繁華

3月17日至20日，由香港培僑書院

32名學生和2名老師組成的「招商學

子─培僑明日領袖訓練計劃」大灣區

傑出領袖訓練營（下稱「交流團」）

來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廣州和深圳進行

為期四天三夜的交流考察。不少學生

是第一次乘坐高鐵，也是第一次來到

廣州，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便

捷交通和廣州千年商都古蹟與現代化

建築共存的風貌讓同學們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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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董鑑滔本 港 新 聞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廣州報道

培僑生親歷「一小時生活圈」開眼界
17日星期五下午，交流團的同學們在結束當
天課程後，在老師帶領下到達西九龍高鐵站乘
坐廣深港高鐵前往廣州南站。「下午5：20左右
高鐵發車，6：00就到廣州了，整個車程不到一
小時非常快。」交流團的姜同學感歎，雖然自
己不是第一次坐高鐵，但每次感受到高鐵的速
度都會很激動，「期待下次有機會能夠在車站
看到高鐵加速的過程。」
當天晚上，交流團乘坐遊船夜遊珠江。復古

紅船造型的觀光船從天子碼頭出發，一路行到
廣州塔下，讓同學們看到了珠江航道兩岸古今
交替的建築風貌。「靠近江邊有很多民國時期
的騎樓，後面又有許多高層住宅，再遠處還有
很多亮着燈的摩天大樓，最顯眼的還是有彩色
燈光的『小蠻腰』。」交流團的戴倩衡同學表
示，廣州這樣多元化的建築風格平時在香港很
難見到，僅是珠江兩岸的風景就讓自己對廣州

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8日廣州的行程中，交流團先後參觀了陳

家祠和廣州塔。陳家祠保存完好的傳統嶺南祠
堂式建築和建築裏造工精巧的木雕、石雕、陶
塑等文物，展示出的嶺南非遺傳承工藝讓同學
們讚口不絕。而登上廣州塔頂，在摩天輪裏俯
瞰廣州中軸線，更是讓同學們感受到這座城市
的高度現代化。

本年中將訪內蒙古
作為此次交流團的帶隊老師，培僑書院傳訊

部（外務）部門主管何天祐介紹，本次交流團
活動是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後學校組織的
首次內地考察，因此在路線安排上選擇了距離
香港較近的廣州和深圳。
「大灣區傑出領袖訓練營在新冠疫情前就有

多次組織學生到內地城市交流，參觀地點也會
兼顧歷史文化和現代化發展。今年7月我們還將
組織學生深入祖國腹地，到內蒙古去體驗生
活。」何天祐坦言，這樣的交流可以讓香港學
生真正有機會體驗到內地生活，感受內地城市
飛速發展，也為將來學生們進入香港社會改變
港人對內地刻板印象打下基礎。
據了解，招商局慈善基金會於2021年起增撥

資源推出「招商局C Me Fly香港青少年資助計

劃」，用以幫助香港青少年全面發展。此次大
灣區傑出領袖訓練營就是由招商局慈善基金會
贊助，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交流協會主辦，帶領
培僑書院師生探訪大灣區內地城市。在19至20

日在深圳的行程中，同學們還將與深圳香港培
僑書院龍華信義學校交流，在蛇口體驗在當地
菜市場買菜做飯的生活，並於20日早上乘高鐵
返回香港上課。

◆姜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戴倩衡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何天祐老師

◆交流團在廣州塔頂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
職業專才教育是培
育多元優秀應用型
人才的關鍵，粵港
職專教育合作，更
是支持大灣區高質
量發展，促進香港
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的重要動能。粵港
澳大灣區特色職業
教育園區，及職業
訓練局於內地的首個據點──職專教育服務（深圳）有限公司前日在深圳
開幕。兩者將以創新的職業教育合作方式，推動職訓局與內地夥伴在合辦
課程及開展培訓項目等方面的進一步合作，並為港生提供更多職專實習機
會，裝備他們把握內地特別是大灣區發展機遇。
職專教育服務（深圳）有限公司設於深圳市南山區創智雲城的粵港澳大

灣區特色職業教育園區，內裏除辦公空間外，還有企業共創中心及多功能
會議室等多項設施，有助支援職訓局師生到內地開展的各類型交流合作活
動，包括專題研習、工作實習實訓、課程交流等，裝備職訓局學生把握內
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同時讓內地學生認識職訓局及香港
職專教育為年輕人帶來的多元學習機會及發展出路。

蔡若蓮：為兩地學生拓機遇
為開幕禮主禮的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致辭表示，是次香港職訓局

落戶在深圳的大灣區職業教育園區，成立首家內地公司，有助促進粵港兩
地職專教育發展。特區政府會支持職訓局持續優化，努力成為大灣區內職
專教育樞紐，發揮香港面向國際的優勢，為粵港兩地學生開拓更多協同創
新的機遇。

職訓局首內地據點成立
冀促進兩地職專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 為推廣華夏
文化，香港工商總會葵青分會
昨日主辦「中國文化齊共賞」
活動，節目包括介紹華服文
化、國瓷、茶葉及國畫知識。
活動期間，亦舉辦了中國風文
化服飾比賽，不少年輕人踴躍
參加。
參賽者使出渾身解數，穿上

不同朝代的服裝之餘，更佩戴
別致的頭飾。眾人華服各有特
色，展現五花八門的繡花圖
案、服裝剪裁、顏色配搭等，
充分呈現華服之美。

議員倡企業准員工特定日子穿華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玲麗讚揚參賽者水準十分高，他們認真準備服裝、

造型和表演動作，心思細膩，故評審時需要再三斟酌。她很享受古箏、書
法和唱戲表演，配合古色古香的場地布置、參賽者典雅的服飾，讓人心曠
神怡。她建議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推廣華夏文化，例如企業可以鼓勵員工在
特定日子穿着華服上班。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永光認為，社會有濃厚推廣華夏文化氛圍，有助尤
其年輕一代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陸瀚民表示，中國文
化博大精深，希望日後華服文化在生活上更加普及。
在活動上，香港工商總會葵青分會會長黎景章向參與者講解了國瓷、茶
葉和國畫知識。主席李惠明表示，日後推動華夏文化，仍需要大家的努
力，希望舉辦更多同類型活動，以提升民族自豪感。

青年踴躍參加華服賽
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蔡若蓮在園內與學生合照。

◆香港工商總會葵青分會昨日主辦「中
國文化齊共賞」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昨日是深圳
沙頭角的歷史勘界日，由中共深圳市委宣傳
部指導、鹽田區委區政府主辦的第二十二屆
「中英街3．18警示日」鳴鐘儀式在中英街
歷史博物館廣場舉行，深港兩地各界代表共
300餘人參加活動，通過線上線下聯動鳴
鐘，進一步增強深港兩地愛國熱情。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
劑。」鹽田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張玉領在
致辭中表示，我們要以史為鑒，更要開創未
來，要繼續深入挖掘、用好中英街歷史博物
館等紅色資源，通過舉辦「中英街3．18警
示日」等愛國主義主題教育活動，進一步增
強深港兩地民族認同感和愛國熱情。
「鹽田區這麼多年一直堅持舉辦『中英街
3．18警示日』愛國主義教育品牌活動，增
強青少年的愛國情懷，我覺得這是非常好

的。」香港鹽田同鄉聯誼會會長沙錦濤說
道。身為中英街的居民，這些年來中英街的
變化他都看在眼裏，對國家的富強與振興也
感到驕傲與自豪。「『中英街3．18警示
日』系列活動是一個傳承，每年的這一天我
都一定會參加活動。我也看到許多學校都會
組織學生參加，希望通過這個活動，能讓孩
子們記住這個日子，也記住這段歷史，堅守
愛國情懷。」

小學校長：建深港學生交流平台
活動現場，中英街界碑拓片展與「我心中

的3．18」主題繪畫作品展吸引了眾多市民
駐足觀看。該活動面向深圳河沿線的樂群實
驗小學、羅湖小學、鹽田區外國語小學東和
分校、香港福德學社小學4所學校學生展
開，通過孩子們純真的視角和個性化的藝術

表現，描繪對深圳市「中英街3．18警示
日」歷史的感受，傳承紅色基因，抒發愛國
情懷。
香港福德學社小學校長陳劍青表示，香

港福德學社小學位於香港沙頭角，與深圳
僅有一街之隔，這也為深港兩地學生提供
了交流的機會和平台。「今天福德學社小
學的學生能夠參與『中英街3．18警示日』
線下活動，尤其是與鹽田區外國語小學東
和分校的學生合唱《我和我的祖國》，意
義重大，一方面能令學生對中英街歷史有
着更為深刻了解，更能明白只有好好學
習，提升自我，才能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
獻自己的力量；同時，也讓他們明白保衛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增強學生的愛國情懷
和民族認同感。」
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副館長蔣斌表示，中英

街歷經百年滄桑，一條小街繫着家國、連着
深港，不僅是近代以來我國從屈辱走向偉大
復興的歷史縮影，同時也是深港兩地同根同
源、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它的
歷史文化價值獨一無二。

深化學生愛國情懷
「中英街3．18警示日」的延續就是要

人們在不忘歷史的同時更加關注時代的要
求，形成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
大事業強大精神動力，廣泛踐行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進一步深化深港兩地愛國主
義情懷，大力弘揚和培育以愛國主義為核
心的民族精神，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
時代新人。

中英街警世鐘敲響 增強兩地愛國熱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金文博）為令香港小
學生更了解國情，增強他們對國家歷史、文
化、地貌及資源的認識，伊利沙伯中學舊生
會湯國華中學舉辦首屆「湯國華盃2022」保
育大賽，並於昨日舉行頒獎典禮。本年度比
賽主題為防沙漠化及種植，透過繪畫比賽和
簡報設計比賽等活動，加深學生對沙漠地區
生活的觀察和了解，並發揮他們的創新精
神，表達對改善沙漠化的想像和希望，同時
凸顯中華文化的主題。有獲獎小學生表示，
透過比賽認識到內地的沙漠化情況，但同時
「危中亦有機」，希望通過提出的方案可幫
助當地居民改善生活水平和居住環境。

為受影響地區提生活改善方案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四名學生組成的隊伍，
在是次「湯國華盃2022」保育大賽的高小組
簡報設計比賽中勇奪最佳保育隊伍及最具創
意隊伍兩個獎項。隊員郭子情介紹，簡報圍
繞甘肅省民勤縣，團隊首先了解該縣的地理
狀況，明白當地出現一定嚴重程度的沙漠
化，其後又發現該縣以盛產蜜瓜聞名，繼而
作出深入研究和探討，提出了數個方案去宣
傳民勤縣的蜜瓜，包括唱歌、急口令、吸引
投資及為蜜瓜打扮裝飾等，希望協助民勤蜜
瓜這一產業發展得更好、更大和更多元化，
最終讓當地的居民受惠，改善生活水平和居
住環境。

另一隊員余子喻表示，在這次比賽中學會
怎樣搜集和整理資料，例如包括地膜及滴灌
等在旱地上種植的方法，及民勤縣種植蜜瓜
的最新情況；黃汶澄則指，自己透過參與比
賽學習到包括甘肅省等全國各地沙漠化情況
的知識，並認識到應對沙漠化的措施和工
作，同時也學會了一些宣傳產品的技巧和方
法。
隊員陳玥琳說，隊員們都對能獲得「雙料

最佳」十分開心，她感謝隊伍中每一位同學
在準備簡報時不斷互相支持提醒，老師從旁
指導和幫助，讓團隊能做到最好並最終獲
獎。

四百師生同參與展潛能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

院長（外務）黃錦輝，前香港教育學院羅富
國分院院長麥陳尹玲，及香港中華文化發展
聯合會主席伍德基擔任昨日頒獎典禮的主禮
嘉賓。黃錦輝表示，是次活動非常有意義，
讓學生應用科技及創新精神，探索不同解決
問題的方法，認識祖國，培養正面價值觀，
同時亦能增進學生對可持續發展和沙漠保育
的了解。麥陳尹玲分享了在祖國防治荒漠化
的見聞，並鼓勵學生一點點的付出，使地球
變得更美好。
主辦方邀得電視紀錄片《無窮之路 II──

無價之保》監製阮小清，與同學們分享片中

國家脫貧和環境保育主題內容的製作心得，
並以片中小學生關注物種滅絕的故事，鼓勵
同學們多關心自然環境，身體力行，從小累
積，珍惜地球資源。
「湯國華盃2022」去年11月起相繼舉行

「『湯國華盃』專題講座及工作坊系列」、
「初小組繪畫比賽」及「高小組簡報設計比
賽」等相關活動，讓香港小學生了解祖國近
年發展，同時展現學生在科創、藝術、專題
研習的潛能，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思辨能
力、協作能力及解難能力。各項賽事合共超
過400名師生參與。

◆「最佳保育隊伍」和「最具創意隊伍」得
主天水圍天主教小學4位同學，左起為陳玥
琳、余子喻、郭子情及黃汶澄。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攝

◆深圳市「中英街3．18警示日」系列活動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