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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將籌辦延安考察團及相關教育活動
蔡若蓮：讓同學全面認識「長征」歷史 培養愛國情操

今年是紅軍「長征」出發九十周年，為

進一步讓學校師生認識「長征」蘊含的時

代意義與革命精神，特區政府教育局與香

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昨日集合線上線下方式

合辦「紀念長征九十周年（1934-2024）

研討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長

征」既是中國近代歷史的轉折點，也是先

輩們懷抱理想、矢志不渝的人格寫照。她

透露，教育局後續將籌辦延安考察團及相

關教育活動、發展「長征」及中國共產黨

史的教學資源，讓同學全方位學習這段歷

史，更期盼同學們珍惜學習機會，踴躍參

加且善用教學資源，以提升自身國民身份

認同，培養愛國情操。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鼎煌

香港文匯報訊 甘肅省臨夏州積石山縣2023年11
月19日發生6.2級地震，在甘肅及鄰近的青海省造成
最少百多人死亡，逾700人受傷，超過15萬間房屋
損毀。香港海員工會主席張世添與副主席楊開强，
昨日將20萬港元捐款支票交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社
會工作部副部長周蔚代表接收，稍後將轉交給甘肅
省進行賑災工作。工會希望能盡一點微薄心意，幫
助災區同胞渡過難關，祝願受災同胞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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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天氣乍寒乍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
日聯同常任秘書長劉焱和社會福利署署長李佩詩到荔景浸信會長
者鄰舍中心探望長者，送上湯包、毛氈等禦寒物品。除了提醒長
者們要注意保暖外，還提到近期香港流感活躍程度上升，他們呼
籲長者要盡快打流感針和新冠疫苗額外加強劑，保障健康。
是次送出的防寒物資為長者中心透過社署「額外撥款購置防寒

物資計劃」所購買。在2023/2024年度，社署計劃撥款約900萬
元，資助共215間長者中心購置防寒物資，派發予有需要的長
者，預計超過5萬名長者受惠。
除了到訪長者鄰舍中心，他們一行亦探訪了居住在荔景邨四十

年的吳生吳太，了解他們生活上的需要。兩位「老友記」都精靈
健康，更欣悉吳太活躍於義工活動，幫助其他有需要人士。他們
提到政府的兩元乘車優惠和長者生活津貼都對他們的晚年生活大
有幫助。

官員落區贈禦寒物 籲長者打疫苗保健康

◆孫玉菡一
行探訪長者
戶，並送上
禦寒物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鼎煌）香港中文大
學成立的「InnoHK」博智感知交互研究中心
昨日與香港電台正式簽署為期兩年的合作備
忘錄，實現於公共廣播服務中使用AI技術。
在合作備忘錄框架下，港台會與博智測試在
媒體製作和廣播場景中應用AI技術，促進研
究成果轉化成社會各範疇的應用。
為備忘錄簽署儀式主禮的特區政府創新科
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相信利用港台提
供的大數據，博智能進一步推動香港多元化
的三語環境。而透過博智先進的AI技術，港
台能進一步優化其營運和工作流程，雙方可
共同把香港構建成為一個世界級的智慧城
市。
中大博智感知交互研究中心主任蒙美玲表
示，本次和港台的合作，將尖端的多語言語
音AI應用於公共廣播中，以創新方式變革現
有的實時語言及語音服務，可將進一步為香

港獨特的廣東話及多語種環境開發語音、語
言以及多媒體處理的AI模型，令媒體製作和
廣播服務能更便捷地使用AI。
廣播處處長張國財表示，港台將開放其豐
富的廣東話資料庫，供中心用作人工智能多
語言語音的開發，包括第一個可控廣東話文
本仿聲技術，顯示政府積極推動科研和數字
經濟。
根據雙方合作，博智將運用港台提供的數
據，透過其尖端的多語言語音AI技術，處理
和分析文字資料及語音音訊，並利用AI即時
將語音及文字互相轉換，讓公共廣播服務及
社會各界能受惠於「InnoHK」的科研技術。
另外，港台昨日又與科技園公司簽署協
議，開展三年合作計劃，包括申辦2026年的
「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及將港台歷
年數據資料檔案與科技園公司的數碼生活實
驗室結合推動數據協作，以及推動跨行業科

技創新。根據兩方合作，港台會透過科技園
的實驗室，與園區的創科公司分享歷史數據
資料，包括電視和電台節目檔案的文字、語
音和影像，推動跨行業的數據共享；科技園
園區公司將可申請使用數據，進一步訓練人
工智能模型或研發其他技術。

港台與中大合作 開放資料庫助研AI

是次研討會面向中學中國歷史科、歷史科、公
民科、經濟與社會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及

小學常識科科主任與教師報名參加，由多名歷史學
者及前線歷史教育工作者分享，以促進歷史教育交
流，及增進教師們對中國現代史中「長征」課題的
認識，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蔡若蓮在研討會開幕禮暨主題演講致辭時表示，
1934年，為了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攻，中國共產黨
決定領導紅軍，離開南方的革命根據地，踏上了戰
略轉移的征程。多路紅軍長驅兩萬餘里，縱橫十餘
省，強渡滔滔急流金沙江、大渡河，征服皚皚大雪

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重重圍困，終於成功在陝
甘寧地區會師，並以延安為大本營，發展革命力
量，開啟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新篇章，後人稱這段
歷史為「長征」。

「長征」體現民族自強不息
她指出，紅軍在「長征」的過程中展現出各種高

尚品德：無畏、堅毅、不怕犧牲、懷抱理想，在逆
境裏保持樂觀，在危難中不失信念。雖然「雄關漫
道真如鐵」，但以「萬水千山只等閒」的豪情，無
懼遠征艱難，充分展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
體現中國傳統高尚的道德情操。
蔡若蓮表示，教育局一直致力推動歷史教育，

尤其是認識國家在近代波瀾起伏的歷史發展，強
調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香港中國歷史科及歷史
科課程不可或缺的內容，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國共關係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至
建國後的歷史及成就，都是年輕一代需要認識的課
題。
研討會上，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邱捷以

「內地歷史教材如何講述長征勝利原因與歷史影
響」為題作主題演講，以一個中國近代史研究者、

內地大學《中國近代史》教材參編者的視角談自己
的理解，並對若干種有關長征的參考書做簡單介
紹。
九龍工業學校副校長劉偉華分享了長征教學設

計，主要分為三方面：一是「長征」教學的理念，
該教學設計參考官方及民間資料，歸納出「長征」
代表的時代精神，作為本教學設計的主軸。二是課

堂教學的主線，從歷史時空，以及紅軍長征經歷14
省，克服險惡地形及變化莫測的氣候，突破重重包
圍，抵達延安，其間展現的堅定信念和犧牲精神。
教學設計利用歷史、地理、氣象等知識，輔以實境
影像，引導學生了解長征過程的艱險以及成功的關
鍵。三是延伸學習，擴展學生對長征的認識及深化
其反思長征精神的深度。

▲蔡若蓮表示，教育局一直致力推動歷
史教育。

◀ 教育局表示，將籌辦延安考察團及相
關教育活動。圖為香港學生去年到延安
考察學習。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醫務衞生局昨日宣布，為配
合本年起市民使用政府健康服務將陸續需要
登記開設醫健通戶口，政府已於18間指定郵
政局推出醫健通開戶服務，協助市民盡早登
記開通成為醫健通用戶。
目前約八成香港市民為醫健通用戶，政府

鼓勵尚未登記的市民盡早開通醫健通戶口，
以便繼續使用各項政府健康服務。為進一步
便利市民，政府已在全港18區每區指定一間
郵政局提供醫健通開戶服務，巿民只需攜同
其身份證明文件到郵政局，職員便會協助市
民進行登記，並即場核實身份以完成開戶程
序。有關開戶服務日後將擴展至更多郵政
局。
除郵政局這新途徑外，巿民亦可繼續利用

現有多項途徑開通醫健通戶口：
透過「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於網上進行

一站式登記及核實開戶；
於醫健通網站登記，然後攜同身份證明文

件親身到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或衞生署轄
下的63個電子健康紀錄登記站、8個醫健通
流動登記站、約4,800個私營醫護機構服務地
點，以及位於九龍灣的電子健康紀錄申請及
諮詢中心進行核實開戶；
攜同身份證明文件，直接親身前往上述地
點登記及核實開戶；及
到各個地區康健中心登記成為會員並開通
醫健通戶口。
開戶方法、開戶點地址及辦公時間等詳情
列於醫健通網頁。自去年11月起，市民登記
參與由政府資助的疫苗計劃時，系統已預設
為同意登記醫健通，以簡化登記程序。
政府於去年施政報告公布推出「醫健
通+」，當中一項主要方向是透過「一人一健
康戶口」，統一存放公私營電子病歷及整合
醫療服務治理流程。現時，市民如接受地區
康健中心的服務、參加去年11月中推出的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或參與衞生

署和醫管局公私營協作計劃均須使用醫健
通。為促進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發展，政府本
年起會陸續將使用醫健通的安排，擴展至其
他政府健康服務，包括政府資助的疫苗接種
計劃、長者醫療券計劃等。「醫健通+」系統
未來另一主要發展是支援各項大灣區跨境醫
療協作，包括「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
劃」，稍後會推出措施便利市民攜帶健康紀
錄跨境求醫。
為了讓市民更能掌握和管理自己的健康紀

錄，政府亦持續優化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
目前已增設多項便利市民日常記錄和管理個
人健康資料的功能，包括取覽政府資助疫苗
接種計劃下的紀錄、預約部分衞生署和醫管
局診所的服務、查閱長者醫療券餘額，以及
管理和整合血壓和血糖指數供醫護人員閱
覽。
市民如欲了解醫健通的其他資料，可瀏覽

網站或致電熱線3467 6300。

18區郵局設醫健通開戶服務 便利市民登記

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發生多宗老舊大廈石屎剝落導致途人受
傷的意外，反映大廈檢驗和維修問題刻不容緩。昨日，北角
春秧街89號、一座樓齡達60年的舊樓，其十樓天台的僭建屋
墮窗，導致一名街坊被擊中頭部受創。

議員促政府增巡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和民建聯東區區議員鄭志成隨即到
場了解。春秧街買餸街坊眾多，幸今次未有造成嚴重傷亡，
梁熙建議政府必須加緊對舊樓進行巡查，並積極跟進仍未遵
從強制驗樓令的大廈，甚至採取執法行動。
梁熙表示，屋宇署早於2016年10月分別向發生跌窗意外的
大廈發出強制驗樓和強制驗窗通知，然而大廈在發出通知至
今超過7年仍未遵從。是次跌窗意外，反映老舊大廈仍存在許
多問題需要跟進，建議政府更積極介入，特別是仍未遵辦強
制驗樓通知的樓宇。同時，不少老舊大廈亦有僭建問題，當
僭建導致傷亡整幢大廈業主更可能隨時「上身」，不能置之
不理，故他建議政府亦要特別針對僭建屋，包括加緊巡查和
監管，慎防跌窗、跌石屎等問題不斷發生。

春秧街舊樓墮窗擊傷途人

◀ 圖為墮窗單位窗戶。
梁熙Fb圖片

▲梁熙到場了解事件。
梁熙Fb圖片

◆香港海員工會將捐款支票交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接收。 工聯會Fb圖片

◆廣播處處長張國財（前排左）與博智感知
交互研究中心主任蒙美玲（前排右）代表雙
方簽署合作備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