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發孩子天賦潛能 讓愛好變創造力
校長談育才：「喜歡射箭下棋就去射箭下棋」

特特稿稿

20242024年年33月月1212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4年3月12日（星期二）

2024年3月12日（星期二）

AA99

◆責任編輯：李海月
聚焦聚焦會會兩兩

兩會日記兩會日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任芳頡 兩會報道）十四屆全國
人大二次會議第三場「代表通道」11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山大學校長高松和湖南省長沙市雅禮中學黨

委副書記、校長王旭兩位來自教育界的代表回答媒體關於如何培養學生創造力、促進
學生全面發展的提問。高松說，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需要培養學生的學習力、思想
力和行動力，從而形成創造力。王旭認為，要讓喜歡射箭的孩子射箭、讓喜歡下棋的
孩子下棋，激發各自的天賦、潛能和夢想，才能鼓舞每一個孩子的希望。

海軍政委：下艘航母情況料快公布

◆高松認為，培養學生創造力的最重要途徑之一就是讓學生更多參與高水平的研究。
圖為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在設計展中展示可通過手勢控制的「肌電手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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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國家推動高質量

發展的關鍵一年，全國兩

會萬眾矚目，如期召開，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會聚

京城，履行職責、參政議

政。對我而言，今次尤為

特別。往年的3月，多是和其他代表一起駐紮北京，全

程見證兩會的進行。今年則是出席了大會開幕會後，5

日下午便第一時間回港。不過這「到此一遊」的「打

卡」式履職，可不是因為偷懶，而是為了加緊處理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好在有代表工聯會提交了14項

人大建議，件件關乎民生經濟發展，反映人民急難愁

盼，算是對盡心履職有所交代！當然，完成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能參與和推動這一歷

史任務，實在使命光榮！所以，履職不問身在何處，定

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雖然來去匆匆，但在北京期間的感受還是很深。首

先，今次行程充分感受到中央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的

高度重視。

第二個感受，是內地部門、新聞媒體和輿論對港區

人大代表的意見非常關注，對我們的建議都仔細研

究，氣氛熱烈，很是催人奮進！毋庸置疑的是，大家

都是為了建設好香港，這既讓我感受到滿滿的同胞之

情，真正把香港視為「掌上明珠」，也讓我感受到民

族團結，勢不可擋！

第三個感受，是兩會代表履職、委員參政議政是真

心實意要將國家建設好，實事求是，不避難、不畏

難，形成集體智慧，體現出全過程人民民主和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的優越性。這種氣氛在香港落實「愛國者

治港」原則後，也展現出異曲同工之妙，放在以前只

能是天方夜譚。

兩會期間，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提交立法會，隨即展

開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審議工作，人大代表們在北

京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等，為新一年國家發展定下目

標，條例草案委員會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們在香港為完

善維護國家安全，努力拼上最後一塊拼圖，北望神

州，遙相呼應，香港與祖國永遠是命運共同體，祖國

永遠是香港最堅實的靠山和後盾！

最後，在此熱烈祝賀全國兩會勝利閉幕，中國式現

代化強國建設正在路上！未來5年是香港全面復甦的關

鍵期，冀二十三條立法，早一日得一日，之後便能更

好聚焦經濟發展，發揮「八大中心」優勢，為發展新

質生產力和高質量發展貢獻香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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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中國未

來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是否會使用電磁彈射
技術？對此，全國人大代表、海軍政委袁
華智11日在京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
議閉幕會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中國
下艘航母應該會使用電磁彈射技術，外界
可以拭目以待。他表示，中國下艘航母的
情況有望很快公布，至於未來中國計劃建
造多少艘航母將根據自身需要而定。
目前中國已經公布的航母共有三艘，分
別是遼寧艦、山東艦和福建艦。其中，福
建艦是中國完全自主設計建造的首艘彈射
型航空母艦，同時也是繼美國福特號航母
之後全球第二艘電磁彈射型航母。

網上資料顯示，福建艦採用平直通長
飛行甲板，配置電磁彈射和阻攔裝置，
滿載排水量8萬餘噸。央視早前報道曾引
述軍事專家指出，配置電磁彈射意味着福
建艦未來可搭載更多機型的艦載機。當使
用電磁彈射的時候，它給飛機的力度是
可以調節的，既可以彈射重型艦載殲擊
機，也可以彈射比較輕的固定翼艦載無
人機等。
在被問及福建艦的海試時間和最新型艦
載機的進展時，袁華智11日表示，福建艦
的海試尚未開始，最新型艦載機的試驗還
沒有全面展開，福建艦的具體海試時間和
最新型艦載機上艦試驗等將視陸上試驗情
況等而定。這位海軍政委還透露，中國下

一艘航母的情況有望很快公布，至於具體
時間將根據準備情況而定。
福建艦於2022年6月下水。去年底，國
防部新聞局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
大校曾在記者會上答問時稱，福建艦正在
開展繫泊試驗，後續將按計劃穩步推進建
設項目。

作為中山大學校長，高松一直從
事化學研究，也同時做大學管

理工作。中山大學地處粵港澳大灣
區，現在已經在廣州、珠海、深圳三
個灣區的核心城市辦學。高松透露，
今年中山大學將在香港設立高等研究
院，進一步擴大開放合作。

培養創造性人才
高松個人的學術生涯也一直在不斷
學習，不斷突破自我，不斷發現和開
拓新的前沿領域。從首次發現金屬有
機單離子磁體，再到最近探索將磁性
分子用到量子信息和分子診療，從個
人的學習、研究還有工作的經歷中，
高松認為，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大部分問題都是複
雜的和不確定的，單一的學科和專業往往也很難解
決問題，「但是我們的教育基本上是用過去的知識
教給現在的學生，希望他們能夠去解決未來的問
題」。
從事教育工作多年，高松認為，培養學生創造
力的最重要途徑之一就是讓學生更多參與高水平
的研究，「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基礎研究和基礎
研究人才培養的主力軍，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
設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的支撐，而高校是
這三者最集中的一個交匯區」。今年高松的建
議，是如何進一步優化管理使用競爭性的研究經
費，從而能夠更好激發科研工作者和所在單位的

積極性，推動產出更多的前沿科學與未來技術。
「這既有利於創造性人才的培養，又能促進科技
自立自強，形成新質生產力。」

不放棄希望 讓長板更長
湖南省長沙市雅禮中學王旭校長則談到，在二十

多年的教育生涯當中，他深刻感受到教育是培育希
望的事業。
2016年，王旭接待了一位只有11歲的小男生，
他很小的時候因為車禍高位截癱。有一天媽媽推着
他的輪椅來到王旭辦公室，他問：「老師，我想來
你們學校上學。」看着他坐在輪椅上的模樣，王旭
問孩子：「你能照顧好自己的生活嗎？」「我
能。」孩子說完之後，雙手着地、用力往前走。

那一刻王旭的眼睛濕潤了，他和同事們非常敬佩孩
子，也相信這個孩子。果然這個孩子積極向上、樂觀
堅強，畢業時順利考上大學，選擇了機器人工程專
業。這個孩子說，他自己就是假肢最好的試驗者，因
為他知道一個失去肢體的人最需要的是什麼。
「當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遇到重大的困難和挫折

的時候，我們不放棄他，給他最需要的幫助，就
是給了他生命的希望。」王旭說，其實每一個孩
子都有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特長。父母、老師應
該發現孩子的興趣愛好，給他提供課程，給他搭
建平台，讓他的長板更長，讓他今天的興趣愛
好，變為明天人生發展的優勢，這也會點亮他職
業的希望。

尊重差異 積極引導栽培

王旭講道，雅禮校歌中有這樣一句話「及時奮發
精神，好擔當宇宙」。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
人，地球上也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片樹葉，孩子之間
沒有差距、只有差異。讓喜歡射箭的孩子射箭，讓
喜歡下棋的孩子下棋，尊重差異、相信孩子，激發
每一個孩子的天賦、潛能和夢想，才能鼓舞每一個
孩子的希望。特別是父母、每一位老師，首先應該
對自己、對孩子、對未來充滿希望，這個希望就會
像陽光一樣照耀着孩子的成長。
王旭表示，青少年階段，正是人生的拔節孕穗
期，最需要積極引導和栽培，學校一邊連着萬家燈
火，一邊連着民族和未來，讓每一個孩子、每一個
家庭充滿希望，讓我們國家和民族充滿希望，這就
是教育的初心和使命。

今年是我從事電
力工作的33年，也
是做公益慈善的第
25個年頭。用專業

的技術去幫扶別人，把愛流動起來，這是
一件很快樂、很幸福的事。
城市裏有一些住在老房子裏的老人，他

們中有的沒有子女，有的子女不在身邊，
還有的是一些殘疾人，假如燈泡不亮了，
電路跳閘了，誰來解決？作為一名共產黨
員，要走在老百姓需要的地方。我製作了

500多張名片，分發給那些有需要的群眾，
用行動去告訴他們，愛是不會變老的。
「走千戶、修萬燈、暖人心」，我和同

事們的足跡走遍祖國的東南西北，從西藏
到雲南，從貴州到吉林，行程23萬餘公
里，服務7萬餘人。面對大量改造需求，
我成立了錢海軍志願服務中心，開展「千
戶萬燈」公益項目。明年，「千戶萬燈」
品牌將滿十年，我有一個夢想，希望自己
可以一直這樣走下去，走遍祖國的山河，
把溫暖傳給56個民族的兄弟姐妹。

愛是一盞燈，照
亮別人，也溫暖了
自己。我會拎着工
具箱，走在為人民
服務的第一線，我
想用微薄的力量去
點亮一盞盞溫暖的
燈，可能走着走
着，我也會變老，那也沒關係，因為有越來
越多的人加入進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馬曉芳 兩會報道

走千戶、修萬燈、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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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高松接受媒
體採訪。 新華社

◆全國人大代表王旭接受媒
體採訪。 新華社

積石山的春天生機無限
去年冬天地震來臨的那天晚上，我急忙

拉着孩子躲到衞生間。不久就接到通知匆
忙趕往醫院。積石山縣600多名醫務人員
在災後半小時內及時投入救治，她和同志
們用手機照明，安置患者、搶救傷員。
那場地震，我接診的傷員當中有一名

小女孩，送來時頭部受傷，滿臉是血、渾
身是土。我帶着孩子以最快速度做完檢
查，滿眼無助的孩子，在我懷裏漸漸睡着
了……經過精心治療，孩子很快康復。康
復出院那天，女孩抱着我說「謝謝」，還

說「等我長大，也要當一名醫生」。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地震後的夜以繼日

都是值得的。「長大後我想成為你」，就
是對我和同事們最好的肯定。那些天發生
的許多的事她至今難忘，來自各方的救援
力量陸續抵達，天還沒亮，受損的道路搶
通了、中央儲備來了、省內救援來了、各
地物資來了……帳篷搭起來了、熱騰騰的
牛肉麵也出鍋了。
災害無情人有情，大災大難面前，偉大

的祖國是最堅強的後盾。危難時刻，見證

的是同時間賽跑、
與嚴寒抗爭的中國
速度，凝聚的是一
方有難、八方支援
的中國力量。作為
一名抗震救災的親
歷者，我為能生活
在這個充滿愛與力量的國家感到無比幸運
和自豪。苦盡甘來，積石山的春天定將生
機無限。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馬曉芳 兩會報道

◆全國人大代表、甘
肅積石山縣醫院護理
部副主任馬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