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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內地行深化國情認知 深受激勵

本次分享暨研討會由香港文匯報暨未來之星同學會、南方
發展研究基金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共同舉辦，旨在

透過青少年的親身分享和教育專家的專業交流，探討在國家
新時代、香港新時期如何更加有效提升年青一代的國家民族
意識，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香港「一國兩制」事業培育優
秀接班人。
是次活動由陳國基，全國政協常委、南方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
會會長姚志勝，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黃
錦良，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總編輯兼
香港文匯報社社長、大公報社社長李大宏擔任主禮嘉賓並致辭。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青年工作部二級巡視員崔峰，全國政協委
員、南方發展研究基金會常務副會長施清流，香港中華聯誼會創
會會長、南方發展研究基金會常務副會長鄭翔玲等主禮。

陳國基冀青年為家國發展出謀獻策
陳國基致辭時表示，為培育廣大青年成為愛國愛港，具有抱
負、正向思維和世界視野的新一代，特區政府於去年公布的
《青年發展藍圖》便推出超過160項具體行動和措施。隨着疫
情過去，特區政府全力重新啟動多個內地交流項目，讓不同年
齡青年親身了解國家歷史文化和最新發展，從而強化國家民族
意識。
他介紹，特區政府教育局每年為中小學生提供十萬個交流名
額，並已將內地考察定為高中課程的指定部分；民政及青年事
務局今個年度亦提供超過4,400個內地實習崗位，以及超過3.4
萬個內地交流名額，讓廣大香港青年加深了解國家社會、經
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
他期待香港青年人繼續努力裝備自己，更好把握大灣區的發
展機遇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將來為國家、香港高質量發展出
謀獻策。

李大宏寄語青年成素質高強人才
李大宏致辭時表示，為加強對香港青少年國家民族意識的培
育，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踐行愛國愛港傳
媒機構的宗旨和職責，多年來在推動香港青少年內地交流、認
識國情方面積極作為。
他表示，香港第七屆區議會選舉在上周日成功舉行，組
成的新一屆區議會完成了「愛國者治港」的最後一塊拼
圖。「愛國者治港」就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時
期的重要標誌和本質特徵；對年青一代而言，要成為合格
的治港者，首先要做一個愛國者，而愛國者當然要有強烈
的國家民族意識。
李大宏表示，香港新時期的另一個重要標誌，就是以更加主
動的作為、更加有效的舉措，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的獨特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年青一代而言，要在
融入國家發展的進程中，找準自己的定位和目標，成為素質高
強的人才，首先就要了解我們民族的歷史、清楚我們國家的國
情、通曉我們國家的戰略。
姚志勝讚揚本次活動將「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機結合，
讓學生們藉實地考察了解祖國的歷史文化與成就，並透過研討
交流將這一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思考，逐漸沉積為一種作為國
家主人翁的歸屬感、責任感、自豪感。
黃錦良希望香港青少年珍惜時代機遇，不斷學習和提升自己
的綜合素質，為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貢獻自己的
力量。
「未來之星」同學會自2005年成立起，一直組織及推動香港
青少年認知祖國、了解國情，推動香港與內地青少年聯誼、交
流，培養和凝聚對國家、對香港有承擔、有抱負的年輕一代。
今年是香港與內地復常通關後的第一年，適逢香港文匯報創刊
75周年，「未來之星」在特區政府和南方基金、明匯智庫等機
構支持下，舉辦了灣區創科團、上海實習團、天津交流團和客
家文化團共4場交流活動。

為強化香港青少年國家民族的主人翁意識，

「2023『未來之星』香港青少年內地行分享交

流暨強化國家民族意識培育研討會」昨日在香

港舉行，近百位教育界、文化界、傳媒界代表

及學校校長、老師和香港青少年共同參加。為

活動主禮的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致辭時

強調，青年是國家和香港的未來棟樑，國家一

直對香港青年寄予厚望，希望他們厚植家國情

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全國政

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總編輯

兼香港文匯報社社長、大公報社社長李大宏則寄

語香港年青一代要在了解民族歷史、清楚國情、通

曉國家戰略，在融入國家發展的進程中，找準自己

的定位和目標，成為素質高強的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鼎煌

提升青年國家民族意識提升青年國家民族意識 育育「「 」」優秀接班人優秀接班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鼎煌）昨日的「強化國家民族意識培育研討
會」活動環節，邀請了多名教育、法律和媒體專家，就如何以適合方式
強化香港青少年的國家民族意識，踐行「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增強他
們的國家主人翁意識與歸屬自豪感，發表真知灼見。有研討嘉賓為出席
師生分享了自己早年學習憲法和「行萬里路」認識國家發展的經歷。有
教育專家提出，應以知行合一的方式了解認識祖國發展成就。有教育界
人士建議在學生「行萬里路」時，可透過由近到遠、古今並重等策略，
提升強化國家民族意識的成效。

梁美芬分享中國人民大學進修經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表示，青少年要想加深對祖國的深入認識了解和強化國家主人翁
意識，既離不開知識上對祖國的認識，更離不開「行好萬里路」，並分享了
自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於中國人民大學進修的經歷。
她坦言，當時香港學生對於祖國了解尚未深入，而自己正是通過「讀
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方式，感受祖國的日新月異，開始建立起對祖國
逐漸深入的認識。
「那時我們第一節課就是講憲法，而今年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愛

國主義教育法第一條就講到『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梁美芬表示，
國家憲法的序言部分就講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奮鬥，得
以建立新中國，並逐漸建設起美好家園。

李子建籲知行合一 強化主人翁意識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及課程與教學講座教授李子建分享到，在新時代，
只有青年興，才能國家興。學生應踐行知行合一的方式，去更好地了解
認識祖國的發展成就。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青少年透過赴祖國各地交流考察，認識祖國並強
化國家民族國家主人翁意識可能會經過的三個階段，即「知識─行動
─打動」。
「所謂知識，就是指行前做好對該地的調查與了解，通過了解亦會產
生感情。之後的行動，則是通過親身到訪祖國的山河大地，從而內心強
化自身主人翁意識。而打動，則指經過知識到行動的積累，最終建立起
對祖國全面認知以及對國家的認同感與自豪歸屬感。」李子建說。

鄧飛倡注重歷史文化傳承
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聯會副會長鄧飛為香港青少年「讀萬卷書、行萬

里路」認識祖國提出三點建議：第一，可以由近到遠，從身邊文化與方言相

近的地區如大灣區各城市開始考察了解，再慢慢去較遠的省份；第二是先從
漢族文化地區了解，再慢慢擴展至祖國邊疆和少數民族聚居區，這樣更能認
識到中華民族多元性；第三則是既要注重傳統歷史文化的傳承與延續，也要
明白現代和當代國情發展，在行走中不斷學習和認識祖國。

吳明：傳播中堅持向善真確共情友好知行
為研討會擔任主持的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吳明結合了香港文匯報的報道
實踐，以實務分析和思考的角度，分享媒體如何提升國家民族意識的傳
播力和有效性。他強調，為讀者受眾提供正確、正向的價值觀，是所有
負責任的媒體的基本社會價值，只有立心不良的所謂媒體，才會試圖以
傳播的力量去灌輸錯誤的、不良的思想和社會意識，而這亦是一個知易
行難的實踐問題。
吳明認為，在香港特定的歷史、文化、社會背景和媒體生態下，只有
將香港的特定情況、青少年的特定需求與傳播的特殊規律充分結合，並
在傳播中堅持向善、真確、共情、友好、知行五點原則，才能通過有效
傳播讓國家民族意識入腦入心。

◆陸予梵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吳卓熹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王譽森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盧芸鈺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多名參加今年「未來之星」香港青少年內地

行的學生代表，在昨日活動上分享了各自的

所見所聞與心得感悟。他們透過「行萬里

路」親身深入考察，認識到國家當前的

最新發展，特別是創新科技方面的成

就，從中受益匪淺，啟發個人職業規

劃的新想法，更有意探索投身灣區就

業進修。有學生表示，內地行深化了

他對近代國家歷史文化及當代國情的認

知，並受到激勵，立志要為香港未來發展

和建設美好祖國而努力奮鬥。

教育界倡「行萬里路」可由近到遠

從「北斗女神」了解國家航天事業發展
城市大學碩士畢業生陸予梵：
我由2019年起已開始參加「未來之星」活動。幾年過

去到如今畢業，我的人生方向也有了不少改變，過去交流
更多是想開拓眼界，感受不同的風土人情和文化，今年參
加大灣區創科交流團，更多的是為了自己的職業規劃，對未
來從業方向和市場潛力的探索。
自心理輔導學系畢業及就業後，我感受到傳統心理諮

詢在幫助情緒問題群體上的局限，也認識到科技力量的
重要性。這次創科交流團的見聞，以及到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參觀的體驗，給了我探尋學業進修以至重新規劃
人生的機會，特別是跟各界創科大牛面對面請教交流，更
在「北斗女神」徐穎老師的口中了解到國家航天事業的蓬
勃發展，和參觀了國家最先進的實驗室和最繁忙的港口，
對初入社會而仍懷揣着對未來迷惘的我來說，更是一盞及
時的明燈。
青年時期，是許多人人生的轉折點，我們或會在這時感到迷
惘，感到無所適從。感謝特區政府及「未來之星」等機構給予
我們這些交流的機會，走出舒適圈去探索更大世界、尋找更大
機遇。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和我一起放下肩上的擔子，去擁
抱風，擁抱陽光，擁抱大海，擁抱這世間的所有風景，去發
現更好的自己，去領略世界的多樣，去找尋更大的可能。

灣區是港青工作創業絕佳選擇
華僑大學產品設計專業港生吳卓熹：
過去的暑假，我參加了文匯報創刊75周年之灣區科創
之旅。短短5天，我們深入參觀考察深圳光明和廣州南
沙兩地的科創產業，切身體驗到灣區城市發展新面貌。
在光明區，我們聽了多位青年創業代表分享和直

接提問請教，解開了一些香港學生如何在內地創業的疑惑。我
們又參觀了區內的腦科學和合成生物研究等重大科技基礎設
施，了解到實驗室先進的機器人的應用和研究，從中受益匪
淺。
到訪南沙的行程亦讓我感觸深刻，在中科宇航產業化基地
我們非常榮幸地獲「北斗女神」徐穎分享了北斗衛星的功能
和發展，她的講解深入淺出，讓所有同學都非常投入，我真
切學到了很多關於北斗衛星的知識；而到訪廣州港更令我深
感震撼，那裏實現完全智慧化和無人化，只需要一個簡單的
終端就能操作整個港口的運作。
參加此次考察團讓我獲益良多。以前我一直以為香港在科技上
是領先內地，也未有考慮過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但這次親身
體驗更新了我的認知。我相信如能結合香港在外貿與金融等方面
的優勢，加上灣區內地城市完善的科技基礎建設和配套，大灣區
肯定是港青工作或創業的絕佳選擇。也感激主辦方能夠為我們香
港學生提供平台，能夠親身感受灣區最新發展，拓展我們未來的
空間。

深入了解客家人文化生活方式
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生王譽森：
今年暑期的文匯報創刊75周年之客家文化之旅，對我來說是一
次深刻的文化啟蒙。客家博物館的參觀讓我深入了解客家人的文
化和生活方式：客家人源自中原，歷經多次南遷，在中國歷史和
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對傳統的堅守令人
敬佩。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客家話裏面的「我」，客家人稱作
「𠊎」，讓我想起了過去海外華人華僑，例如早期美國鐵路華工
或者是下南洋做工的人，不怕吃苦，勤勞勇敢，自強不息，其發
展歷程可一字括之曰「捱」。
不過，如今的海外華人已不再是過去「捱」的刻板印象，有許

多成功華人精英和華商，他們有今天的成就和地位，我認為是他
們家族自己不斷拚搏累積財富，二是隨着祖國努力發展，有強大
的祖國為海外華人背書，給予每一位中國人安全感。這安全感背
後，是我們一代代中國人努力奮鬥的結果。
這次交流團不僅讓我學習到客家人的歷史文化，還讓我了解了
一些平時不會看到的歷史事件和偉人故事，切身感受到先烈們為
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和發展的付出，深刻認識到了中國近代歷史的
厚重，也讓我更加珍惜和感恩當今和平安定的生活。這次參訪也
同時激勵着我，繼承先烈遺志，為建設美好祖國而努力奮鬥。

為港生鋪就與內地接壤就業前路
香港大學金融專業學生盧芸鈺：
我參加了今年7月的「未來之星」上海實習團，涵蓋了法
律、醫療、金融、教育、創科等行業的實習崗位，其中更不
乏知名大企業，為香港不同院校的大學生們鋪就了一條與內
地接壤的就業前路。
我有幸在廈門國際銀行上海分行金融部實習一個月，切身

體會部門工作的重要性，並通過觀察同事們處理放貸和存款
業務，產生了對於他們辛勤工作、不懈耕耘的敬佩，也同樣
鞏固了我對工作的投入和熱情。
閱覽萬卷書誠然可貴，獲得親身實踐的機會才是身為未來棟樑
的大學生們更應抓緊的機遇。在實習的日子，我們不僅充分感受
到了內地企業文化和工作模式，也更能理解上海如何發展自身優
勢，吸納來自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才。
感謝「未來之星」為我們打開了前往內地就業的探知之窗，
在這一個月期間比較港滬兩城工作環境的異同，更能開拓自身
的眼界。本次機會讓我們為未來的職業規劃和發展累積了可貴
經驗，也堅定了大家回饋社會、為香港和祖國的未
來添一分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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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研 討
會 上 ， 專
家 與 參 與
青 年 學 生
積 極 互

動。梁美芬在分享憲法
學習時，就其中第一百
四十一條至一百四十三
條內容，考問學生三條
問題，包括「國家的首
都在哪裏？國旗上的五
顆星星代表什麼意思？
國徽上的穀穗與齒輪代
表的含義是？」多名在
場學生紛紛搶答，並答
出「我國的首都在北
京」、「國旗大五角星
象徵着中國共產黨，四
顆小五角星象徵着工人
階級、農民階級、城市
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
階級」，以及「國徽的
穀穗與齒輪，代表了農
民和工人」等標準答
案，顯示不少青年學生
對國情的認識已經有了
一定的基礎。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王鼎煌

特稿特稿

◆港青今年參加 「香港青少年
廣東灣區科創之旅」交流團。
圖為港青在中科宇航合影。

資料圖片

◆學生分享內地交流難忘經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學生聚精會神留心聆聽嘉賓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研討會環節由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吳明（左一）主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出席分享和研討的嘉賓合照出席分享和研討的嘉賓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攝

◆ 參 加
「未來之
星」廣東
科創團的
港生早前
參觀深圳
市工程生
物產業創
新中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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