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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特寫
港中大（深圳）建校10周年大
會舉行期間特設合唱表演，香港
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等一眾深港
師生同唱《東方之珠》。曲到高
潮，徐揚生主動上台加入，並邀

請現場一齊合唱，「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
每一滴淚珠彷彿都說出你的尊嚴，讓海潮伴
我來保佑你，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
臉……」氣氛熱烈。
徐揚生經常強調，辦學必須從培養學生出
發，在學校中，學生永遠排在第一位。在大
會發言即將結束時，徐揚生特別向坐在後方
的同學們致意，感謝他們對大學理念的認
同，「是這所大學把你們推向了世界，也是
你們把這所大學推向了世界，這裏是你們永
遠的精神故鄉。」
他同時鼓勵同學們，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要有耐心和信心，往遠處看，「讀書人
要有讀書人的堅守和志氣，要對國家和社會
有擔當和責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望賢、石華 深圳報道

港中大深圳建校十年 力爭成世界名校
按國家需求建科研平台技術轉化中心 打造國際高等教育高地

作為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典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以下簡稱「港中大（深圳）」）迎來

了十周年生日。十年來 ，學校從一片荒蕪的空地和幾幢廢舊的廠房起步，發展成為佔地約133萬

平方米，建設有六所學院、七所書院，一萬多名在校師生的國際化大學，學科建設逐步完善，連

續4年位居中外合作大學排行榜第一。港中大（深圳）校長徐揚生透露，下一個十年，將努力打造

15個至20個世界一流學科，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在科研方面，繼續按照國家及大灣區的戰略

需求，建立基礎性、前沿性、跨學科的科研平台和技術轉化中心，繼續深化與香港中文大學及國

際高校合作夥伴的創新合作，將大灣區打造成國際高等教育的高地與樞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石華 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為進一步深化冀港、冀澳
交流合作，構建高層次多領域全方位的冀
港、冀澳合作格局，3月16日至22日，河北
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金暉率團成功訪問港澳。
在港澳期間，金暉拜訪了中央政府駐港聯
絡辦、中央政府駐澳聯絡辦、香港特區政
府、澳門特區政府，以及香港貿發局、澳門
中企協等機構和商協會，華潤集團、中旅集
團、招商局集團、香港中銀、澳門中銀等中
資機構，建滔集團、嘉里控股、信德集團等
知名港澳企業，以及澳門創新科技及產業生
態研究院等研究機構，舉辦了冀澳經貿合作
交流會，與河北省港澳政協委員、知名企業
家以及金融機構負責人座談交流，開展了一
系列精準專題對接，簽署了一批戰略合作協
議和專案合同。
金暉在與港澳客商交流中，詳細介紹了河

北經濟社會發展和對外開放情況。建滔集團
主席張國榮表示，河北投資環境優越，發展
前景廣闊，公司在河北專案取得的成功，堅
定了繼續在河北投資的信心和決心。嘉里控

股董事長郭孔華表示，雄安
新區高標準高質量建設為在
港企業家提供了巨大商機，
他本人將親自赴雄安考察。

6專案簽約
總投資2.7億美元
河北代表團訪港期間，圍
繞現代商貿物流、文化旅遊
和新能源三個重點領域，舉
辦了三場精準專題對接活
動。在冀港現代商貿物流專
案專題對接會上，金暉表
示，河北省聚力打造面向世
界、輻射全國的物流發展高地，為促進冀港
在現代商貿物流領域的合作提供了更加廣闊
的舞台。希望企業家朋友和投資者能夠把握
機會，努力尋求合作商機。
香港貿易發展局助理總裁梁國浩表示，近
年來，河北借勢京津冀協同發展，構建「樞
紐+通道+網路」的現代化物流運行體系，

建設面向世界、輻射全國的物流強省。在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全速推
進下，加強冀港物流合作，將有利冀港兩地
發揮區域中轉樞紐功能，促進兩地行業發
展，實現協同效應。
6個合作專案在會上簽約，總投資2.7億

美元。

河北副省長率團訪港澳
構建高層次多領域合作格局

香港文匯報訊 近年精神健康問題引起社
會關注，香港新聞博覽館昨日舉辦專題講
座，邀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
座教授葉兆輝，及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

總監、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拆解精神健康
問題。
葉兆輝表示，近年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及學
童自殺個案均有上升趨勢，學童輕生問題除
了與學業壓力有關外，亦與家庭因素有關，
其中有五成三的學童輕生個案都來自不完整
的家庭，例如單親或父母離異的家庭。
另一方面，在疫情期間，學生未能回校上
課，欠缺正常社交生活，復常後需要時間重
新建立關係。研究亦指出，過長時間使用手
機，會影響身心健康及社交能力，故建議限
制他們使用手機的時間，增加面對面的交
流。同時，社會各界要提供全面支援，建立
一個以「幸福感」為先的校園，讓學生愉快

地學習，不應只盲目追求學術成績。
葉兆輝認為，輕生問題不應被醫療化，單

靠醫學治療不能完成解決學生的情緒問題。
政府應做好精神健康教育，並促進一個社區
共融關愛的社會，擁抱希望。
廖廣申指出，人感到壓力與工作、學業、
家庭，以及個人性格有關，而長期受壓力會
容易出現降低免疫系統、腦退化、癌症等風
險。市民應培養健康生活習慣，包括做運
動、培養興趣及積極社交生活等。他又提
到，優質健康的睡眠質素對身心健康很重
要，睡前應培養做慣性的事，例如看書、聽
音樂等。同時，社會應互相尊重、多些包容
和忍耐，建立正向思維，相信明天會更好。

新聞博覽館辦講座 拆解精神健康問題

3月23日，港中大（深圳）建校十周年大會舉行，海內外嘉賓共約1,000餘人歡聚一堂。會後，大學舉
辦了紀念《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五周年
暨發展論壇，共話「攜手共建國際高等教育樞紐，自
主培養國際化創新型人才」。

助力國家教育科技人才強國戰略實施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中國科協名譽主席、中國科學院
院士韓啟德出席活動並致辭。他表示，十年來，港中大
（深圳）充分發揮合作辦學的體制機制優勢，成功引入
了世界一流的學術體系，凝聚了世界頂尖的人才隊伍，
打造了一批重點新興優勢學科，為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
人才高地建設和國際科創中心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成
為深港兩地高等教育合作的標杆與典範。希望港中大
（深圳）加快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助力
國家教育、科技、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以視頻形式致辭，為學校送上
祝福。他表示，近年來，多所香港高等院校積極在大
灣區設立分校，並與內地高等教育協同發展，令人鼓
舞。港中大（深圳）傳承了香港中文大學悠久的辦學
理念和學術體系，全力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中華傳統
和社會擔當的創新人才，經過十年的蓬勃發展，在規
模和質量都已經取得驕人的成就，超過六成的就業畢
業生直接服務於大灣區建設。
他表示，特區政府給香港高校大灣區校園畢業生設
立了就業安排，經申請後，畢業生可留港兩年，在香
港探索升學和就業的機遇。歡迎各位港中大（深圳）
的畢業生來香港追求夢想、創造未來。

出席大會與「攜手共建國際高等教育樞紐」論壇的特
區前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香港高校在國際上有着
很強的競爭力，有5所躋身全球百強，能吸引眾多國際
人才來港， 8所公立高校非本地教授佔比達到69%，非
常國際化，能吸引人才是香港最寶貴的財富。
當前，有多所香港高校陸續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

分校，為大灣區建設作出貢獻，她認為應當鼓勵高等
教育的雙向交流，希望內地的研究院和大學到香港成
立機構。

推動創科成果轉化為新質生產力
深圳市委副書記、市長覃偉中出席活動並致辭。他

表示，面對新形勢、立足新起點，希望港中大（深
圳）持續推進學科建設、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國際
合作和體制機制創新，瞄準科技高峰，加強原創性、
引領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更多科技創新成果轉
化為新質生產力。他還勉勵學校立足一校兩地的優
勢，積極推動深港創新深度合作、產業協作，青年交
流交往。深圳將一如既往支持學校改革創新發展。
徐揚生表示，港中大（深圳）將繼續在學科建設、

科技創新、國際合作等方面銳意創新，全面提升學校
的全球影響力，力爭在2035年建成國際化一流研究型
大學。徐揚生表示，學校立足國家發展戰略和大灣區
的人才需求，規劃了四大學科群，迄今為止，這四個
學科群的發展已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下一個十
年，將努力打造15個至20個世界一流學科，並繼續按
照國家及大灣區的戰略需求，建立基礎性、前沿性、
跨學科的科研平台和技術轉化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竹）香港作家聯會昨晚舉行一年
一度的會員大會暨春節聯歡，並邀請到海內外著名劇作家
何冀平以「編劇與文學」為主題展開分享。作聯會長潘耀
明透露，香港文學館的籌備工作一直在進行，並將在不久
後的5月開幕，又希望未來一年繼續推動香港文學活動並傳
播香港文學，同時聯手更多香港文學作家舉辦講座、進行
主題演講。
大會伊始，香港著名詞曲作家、「香港兒歌之父」韋然
及妻子黃彩屏同現場嘉賓合唱作聯會歌《作聯就是我們的
家》。
主題演講期間，何冀平回憶起自己成為編劇的契機以及
文學對她的影響。她說，很多人的第一步是寫文章，而她
的第一步是寫戲劇。
她憶述自己兒時在一所貧民學校念書，因為時常穿着父
親從香港帶回來的衣服，有些與眾不同的她遭受了許多同
學的欺凌。在機緣巧合下，她讀起家中的莎士比亞全集，
這也是她最早接觸的戲劇。
其後，她就讀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開闊了視
野，而周圍同學對她之後寫作風格的「終身影響」，令她
的創作風格也是「多昂揚、少兒女情長」。

現場展示金庸對聯
2023年是作聯成立的第35年，潘耀明簡短回顧了去年並

對未來作出展望。今年適逢作聯永久榮譽會員金庸的百年
誕辰，他現場展示了金庸曾為作聯15周年題寫的「共樹筆
林引墨水，終化沙漠為綠洲」對聯，以傳達金庸對香港從
「文化沙漠」轉為「文化綠洲」的期盼與信心。
是次出席大會的主要嘉賓有：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文
部副部長林枬；著名書畫家、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
會員總會常務副會長林天行、常務秘書長彭婕、《香港文
學》副社長游江等。作聯會長潘耀明、執行會長羅光萍、
副會長潘銘基和周蜜蜜、秘書長彭潔明、副秘書長崔文冰
及一眾常務理事、理事，以及作聯永遠名譽會長貝鈞奇、
副監事長黃維樑、監事宋詒瑞亦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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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師生同唱響《東方之珠》

◆深港師生同唱《東方之珠》。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李家超以視頻形式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金暉率團訪港澳。

◆香港新聞博覽館昨日舉行「精神健康攻略—
『孤獨焦慮抑鬱VS關愛共融健康』」講座。

◆香港作家聯會昨舉辦會員大會暨春節聯歡，嘉賓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雨竹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