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青年企業家商灣區與兩岸合作
「天下為公」交流會廣州開幕 粵港澳台優勢互補

「天下為公‧中華情」2023粵

港澳台青年企業家交流會昨日在廣

州開幕，超過500名兩岸四地嘉賓

參會，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出席

了開幕儀式。孫中山基金會理事

長、廣東省政府原常務副省長湯炳

權介紹，交流會自2016年至今已

舉辦六屆，吸引超過二千名四地青

年企業家參加，「通過粵港澳台交

流活動搭建的平台、創造的條件、

營造的環境，推動了各地青年企業

家在大灣區的合作發展，也促進了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港澳地區的繁

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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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首席會
長、香港友好協進會永遠榮譽會長

戴德豐在致辭中表示，大灣區的高質量發
展為香港帶來更廣闊的舞台和更多的機
會，粵港澳台四地蘊藏着巨大的合作空
間，香港能否再創輝煌未來，希望寄託在
青年身上。「希望香港的青年企業家朋
友，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優勢，積極成為大
灣區建設的參與者、奮鬥者；充分利用交
流會的平台，在投資興業、交流合作方面
更好地發揮帶頭帶動和紐帶作用；不斷推
動大灣區和海峽兩岸的跨地域合作，為維

護國家統一和促進香港繁榮穩定、為『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作出更大的貢獻。」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

唐英年在視頻致辭中表示，《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以來，愈來愈
多的重大工程、創新制度把粵港澳大灣
區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對香港而
言，通過與廣州、深圳等大灣區內地城
市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推動各類規劃
的銜接、機制上的對接、基建連接等，
邁向同城化，推進金融、創科、教育、
專業服務等方面的密切合作，有利於促
進香港產業升級轉型，增強發展動能，
進而為青年提供包括就業、就學、創業
在內的更多發展空間。」

何厚鏵：創新關鍵在青年
作為在廣東經營多年的台灣企業家，全

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榮譽會長郭山
輝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當今經濟活力
最強勁的地區之一，廣東是台資企業最

早登陸和聚集的地區。廣大台商熟悉海
內外市場規則，擁有豐富的海內外人脈
資源，在新科技、新材料、新領域具有
人才、信息、技術的良好基礎和優勢，
一定能夠在大灣區發展中扮演更重要的

角色。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表示，粵港澳大
灣區擁有明顯的區位優勢，具備建成國
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良好條
件，這對於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而

言，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建設
好大灣區，關鍵在創新，而創新的關鍵
在青年。青年是大灣區建設的主要動
力，青年的創新創業活力就是大灣區建
設的強勁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中國基督教三自
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共同舉辦的「基督教中國
化」研討會昨日在港開幕。為期兩日的研討會邀請到兩地多
位宗教界人士及學者闡釋「基督教中國化」的緣起、發展與
展望。他們認為，「基督教中國化」有時代性，要讓基督宗
教可以長久扎根中國，並且以中國文化的載體，成為全球的
祝福。
在昨日研討會的開幕禮上，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王家
輝、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吳巍、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陳謳
明大主教分別為大會致辭和祈禱祝福。研討會首日有兩場主
題演講及四場分題演講。
主題演講嘉賓、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溫偉耀以《論「基
督教中國化」》為題在演講中表示，國家現正面對現代化、
全球化的挑戰而努力，「基督教中國化」作為神學建設的努
力，除了要適應時代的需要和當前形勢的挑戰，也要探索具
有悠久價值的「終極關係」課題，讓基督宗教可以長久扎根
中國，並且以中國文化的載體，成為全球的祝福。

擺脫崇洋心理 多講中國故事
主題演講嘉賓、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徐曉鴻

以《基督教中國化的時代性》為題發表演講。他表示，「基督
教中國化」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要用優秀傳統
文化來浸潤，中華文明有五千年的輝煌，其中不少文化精華
是對全人類文明的貢獻。為此，我們要擺脫崇洋心理，多講

中國歷史上的故事，多講我們身邊人的見證，少講西方歷史的
故事，少講西方的名人名言，使之更貼近中國老百姓。
下午環節設有四個分題題目，兩地宗教界人士及學者擔任

演講嘉賓繼續進行深入討論。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岳清華表示，牧養

作為教會事工的核心組成部分，中國教會必須重視牧養的中
國化。要以聖經作為牧養的基礎和內容，通過解經、講經、
用經中國化實現牧養的中國化，同時憑藉靈修生活中國化及
教會管理中國化，不斷提高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
廣度和深度。
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主任牧師范晋豪表示，中國化的基督

教是在基督普世大使命中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各地不同文
化、不同種族信徒之間的橋樑，成為造福天下蒼生，上帝普
愛的見證。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葉菁華表示，神學教育

的中國化，宜以神學教育的解殖為前提，並在神學院群體中
建立「所有神學皆是處境神學」的意識。解殖不是盲目排斥
西方神學，而是挑戰以西方神學為標準的、壟斷性的知識
論，促進全球多元的、百花齊放的神學景觀。
中國基督教協會副總幹事文革表示，神學教育應以「基督

教中國化」為目標，不斷更新，努力培養新時代的優秀教牧
人員，不僅有助推進中國教會的合一，有助促進中國教會和
諧、健康的發展，也能助力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兩地學者研討基督教中國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物的中
電鐘樓大樓前身為中電總部，經保育和活化後成為「中電鐘
樓文化館」，於今日起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文化館保留原
有的紅釉瓷磚外牆、玻璃窗和窗花等，內設三個展覽，展出
多個珍貴文物，包括鐘樓原裝鐘芯和指針、上世紀六十年代
電費手寫單、原址牌坊等，讓公眾了解鐘樓的歷史文化及香
港電力的發展歷程，館內亦設有多個遊戲互動區及打卡位。
中電鐘樓大樓於1940年落成於九龍何文田亞皆老街，曾是
中電的總部，後因中電業務擴展且原址無空餘地方，中電總
部於2012年遷往紅磡。鐘樓大樓於2018年被古物古蹟辦事處
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物，並於今年活化為文化館，市民今日起
可免費入內參觀。

保留原有國際主義建築設計
中華電力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昨日向傳媒介紹，該鐘樓是

香港現存少數的國際主義建築風格建築物，是何文田區重要
地標之一，「鐘樓設計採用當年歐洲流行的裝飾藝術，柔和
簡約、對稱、幾何線條等設計特色，觀賞性很高。」大樓在
活化的過程中，將其中一些極具特色的設計保留，「比如原
有的紅釉瓷磚外牆、玻璃窗和窗花，還有文化館內部一個光
線透亮的天井位，都保留了下來。」

在鐘樓頂部，三面外牆鑲嵌電力驅動的塔鐘。莊偉茵說，
以前有不少經過鐘樓的行人，都會不由自主的抬頭望向鐘樓
「看時間」，而時常有人發現三面塔鐘的時針運行有偏差，
「時鐘由電力驅動，因此在颱風等特殊情況下，它們會暫時
停頓，需要一位負責人去重新校對時間，這是一個費勁的工
作，但現在已經通過技術解決了，三面鐘的時間會保持相
同，亦無須再人手校對。」
在大樓活化後，館內共設有「電力世界」、「我家故事」

及「人為．非遺」三個展覽，展現香港電力發展歷程，並展
出多項珍貴歷史文物，包括1950年中電舊總部原址牌匾、
鐘樓的原裝鐘芯和指針、上世紀六十年代租用電器繳費收
據、手寫電費單等。場內亦設有多個互動裝置，介紹電力供
應如何促進生活現代化和打造香港成為「智慧城市」。

中電鐘樓變文化館 介紹電力發展史

香港文匯報訊 元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近日發
布最新一代產品「錕鋙全骨科手術機器人」。該產
品是中國目前唯一集成了全膝關節置換和全髖關節
置換手術功能的機械人，並於5月17日在香港會展
中心舉辦的「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中正式亮
相。在展會上，元化智能董事長孟李艾俐、首席科
學家孟慶虎帶領團隊向大會參與者展示了該產品，
還進行了骨科手術的動態演示。
關節置換術是香港需求量大、輪候時間最長的手

術之一，多數患者需輪候兩年以上，每年僅約10%
的患者可以排到手術。手術輔助機械人的加入，將
幫助醫生更高效、更安全地完成手術，而且相較傳
統人工手術，機械人輔助技術對患者造成創傷更
小，更有助於患者早日恢復正常的生活。

國產骨科手術機械人會展亮相

◆展品「錕鋙全骨科手術機器人」。

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6月，保育歷史建築
諮詢委員會評審「第六期活化歷史建築伙
伴計劃」眾多方案後，接納由天大研究院
聯同國際普洱茶協會及中醫藥（全球）促
進會的建議，將景賢里活化為「景賢里．
養生殿──基於普洱茶、中醫藥」，加深
大眾對普洱茶、中醫藥和藥材的認識，推
廣健康生活。經多月籌備和準備，3家中標
機構日前以景賢里文化遺產基金有限公司
（景賢里基金）名義，宣布與建築顧問和
工料測量顧問簽署服務合約，共同開展景
賢里活化項目之工作。
景賢里基金發言人表示，活化工程的首要

工作是完整地保存景賢里的原有設計及裝
置。景賢里是罕有的保存着近百年前使用之
中國傳統建築觀念和嶺南特色的法定古蹟，
並糅合了西方傳統建築的材料和技術，是表

現人類創造力的經典之作。基金期待未來
「景賢里．養生殿──基於普洱茶、中醫
藥」正式開幕後，能成為一個具有新意和活
力的文化聚集地，向公眾展示其豐富歷史和
獨特的文化價值，同時為推廣健康生活作出
貢獻。

景賢里活化工程簽服務合約

◆景賢里將活化成獨一無二的文化地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大自然
的原材料要變成人類習以為常的日用
品需要一個過程。香港科學館新專題
展覽「天生我『材』─材料科學與設
計」由今日起開始展出，帶領觀眾認
識木、金屬、陶瓷、玻璃和塑膠等不
同材料的起源和特性，了解人類如何
運用精巧技術和設計，將材料轉化為
日用品。展覽期至10月 18日，門票
介乎5元至30元。
該展覽是倫敦設計博物館和香港科學

館首次合作，以可生物降解、用途廣泛
的材料竹作為設計理念，分為四個展
區。香港科學館館長劉啟業介紹，第一
區為原料，講解不同材料的起源和特
性；第二區為轉化，展示人類如何將不
同材料轉化為日用品；第三區為影響，

提醒大眾發展快速帶來的巨大代價，並
以開採稀土會對環境帶來嚴重破壞為
例；第四區為演進，講述如何開拓新材
料，及透過設計等「變廢為寶」。
劉啟業以一款顏色艷麗的滑板輪子舉

例，該物件是由被丟棄的香口膠與黏合
劑混合加工製成，還有由咖啡渣製成的
塑膠餐具、廢棄粟米衣稈製成的納米纖
維素羽絨服等，他認為此類做法充滿巧
思。
展覽同時介紹本地科學家在可持續物

料的研究成果，展出由本地研發的嶄新
材料製成品，包括用於建築比一般混凝
土更輕的「輕質泡沫混凝土」、使用
「不含生物殺傷劑的斥菌光油」的外賣
紙盒，和含有回收的植物性廢料及可生
物降解塑膠的環保餐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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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為公．中華情」2023粵港澳台青年企業家交流會在廣州開幕。

◆經活化後的
「中電鐘樓文
化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倩 攝

◆「電力世
界」展覽中的
展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倩 攝

◆展館內庭園放有第五代山頂纜車供遊客拍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 攝

◆木材製造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赤泥製造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