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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9日是港九大隊解放大嶼山

全島的偉大日子，同一日，在大嶼山梅窩發

生了銀礦灣大屠殺事件，為緬懷和銘記這些

歷史，新界社團聯會、原港九獨立大隊大嶼

山中隊後人尋蹤小組昨日共同舉辦「離島抗

戰歷史尋蹤」發布會，並提出多項倡議，包

括在多個抗戰史蹟設立紀念廳、紀念碑、豎

立碑記或牌匾、修復遺址等。倡議也包括在

離島區建立一條抗戰歷史旅遊線路，串聯起

發生在長洲、梅窩、塘福、東涌、寶蓮禪寺

和大澳等地的香港抗戰歷史故事。新社聯期

望香港下一代能更全面了解歷史，傳承先輩

的愛國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訊，8月16
日，崔建春特派員邀請正在香港訪問的哈佛大學學生訪
華團來署做客，並與同學們座談交流。
崔建春表示，中美關係的未來在青年，公署將充分發

揮香港國際人文交流平台作用，積極落實習近平主席提
出的「未來5年邀請5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重
要倡議，期待同學們通過此訪認識中國、了解中國、介
紹中國，成為中美友誼的青年使者，為兩國友好貢獻力
量。崔建春還就香港「一國兩制」獨特優勢、中美關係
等同學們感興趣的問題作了詳細解答。
美國哈佛大學學生訪華團由香港中美交流基金會組
織，自8月14日起至24日先後訪問香港、上海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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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聯倡設離島抗戰歷史一日遊線
串聯大嶼山長洲史蹟故事 冀港下一代傳承先輩愛國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藝）香港再出發大
聯盟昨日連同香港浸會大學尚志會、香港浸會
大學校友劇藝團，舉辦《馬蘭花開─英雄大
愛》話劇發布會。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表示，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5周年，也是「兩彈元
勳」鄧稼先先生誕辰100周年、我國第一顆原
子彈試爆60周年，透過粵語版話劇《馬蘭花
開─英雄大愛》頌揚「兩彈元勳」鄧稼先為中
國核武器事業作出畢生貢獻，其艱苦奮鬥的精
神以及崇高偉大的愛國情懷，是本港愛國主義
教育活動中的一抹亮色。

譚耀宗：對深化港愛國教育非常有意義
譚耀宗表示，聚焦「兩彈元勳」鄧稼先英雄
事跡的清華大學原創的《馬蘭花開》話劇已經
在內地成功演出超過百場，鄧稼先的愛國情懷
深深打動觀眾，值得繼續發揚，對深化本港的
愛國教育非常有意義。馬蘭花是一種生活在沙
漠中的花朵，寓意正是真正的人才在任何困難
時期都能夠生長和發展起來，對年輕人更具有
教育意義。
香港浸會大學尚志會會長曾惠珍表示，非常

榮幸能夠參與這一關於英雄人物鄧
稼先的國民教育話劇的籌備工作，
相信《馬蘭花開─英雄大愛》的粵
語版公演，能夠讓本港更多青年學
生加深對國家重要歷史事件和偉大
人物的認識。
《馬蘭花開─英雄大愛》導演陳
焯標介紹，話劇在原作基礎上以
《鄧稼先傳》及《英雄大愛》書中
片段作為重要參考，旨在將這位英
雄的生平事跡更好地呈現給香港觀
眾。

約40港演員參與 逾半初次參演
《馬蘭花開─英雄大愛》參與香
港演員約40人，且超過一半是初次參與戲劇
演出，年齡由6歲至60多歲，涵蓋大、中、小
學生，以及在職及退休人士。主要是浸大校友
及表演學系的同學演出，秦啟維飾演主角鄧稼
先、廖潔珊飾演許鹿希、李添朗飾演小高、仇
瓏晞飾演小辣椒。因劇情需要中、小學生的角
色，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中學的同學也有參與

演出。
據浸大學校友劇藝團顧問陳復生透露，藝團
去年演《邊城》獲好評，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找
他們合作《馬蘭花開》，今年6月陳焯標和台
前幕後主創團已經上北京和清華大學的劇團作
交流，預定將於10月4日至6日在香港理工大
學賽馬會綜藝館公演4場。

《馬蘭花開》粵語版公演 頌揚「兩彈元勳」鄧稼先愛國情懷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昨日舉辦《馬蘭花開─英雄大愛》話
劇發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藝 攝

◆崔建春與哈佛大學學生訪華團學生們座談交流。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圖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會長陳勇表示，只
有正確認識歷史，才能更好開創未來。新社

聯成員的父老先輩中，不乏原東江縱隊的成員，植
根於這片土地上，也承繼了東江縱隊和香港新界人
抗禦外族、不畏列強的血脈。多年來，新社聯在不
同層面呼籲建立「香港抗日歷史博物館」，就是為
了讓更多市民，尤其是年輕人銘記責任和使命，認
識國家和香港曾經遭受的苦難，珍惜當今和平來之
不易，進一步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離島昔日為抗日重要防線
香港離島地區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非常
重要。新社聯理事長譚鎮國分享，當時的游擊隊不
但參與協助保護和轉移數百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
國民主人士的「秘密大營救」，並成立東江縱隊港
九大隊大嶼山中隊，發揮了阻斷日軍利用香港作為
通往廣州作後援基地的作用。組織大嶼山及長洲居
民打擊土匪、海盜及反抗日軍暴行，使離島地區更
成為了廣州乃至華南地區重要防線。
新社聯認為，這段歷史至今並未得到特區政府及社

會各界的足夠重視，相關史蹟也未能得到妥善保護與
傳承。為此聯合原港九獨立大隊大嶼山中隊後人尋蹤
小組共同向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提出五項倡議：
一是在長洲設立秘密大營救紀念廳，展示長洲在
營救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時作為起點和
跳板的重要作用和意義，以及當事人的回憶文獻、
圖片、地圖等歷史資料。
二是在日軍火燒牛牯塱舊址、梅窩銀礦灣慘案地
點、大澳展開反擊戰舊址等地豎立碑記或牌匾，銘
記事件經過及犧牲者姓名。

三是於昂坪（即寶蓮禪寺）豎紀念碑，紀念出家
人抗戰事跡和大嶼山中隊抗戰歷史。
四是修復大嶼山塘福小城牆，製作碑記，記述大
嶼山中隊成立歷史。
五是建議連接長洲、梅窩、塘福、東涌、寶蓮禪寺

和大澳等地，建立一條抗戰歷史旅遊線路，培訓導賞
員，鼓勵學校組織參觀，增強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初步確認「秘密大營救」長洲舊址
新社聯副理事長兼離島地區委員會主席祝慶台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建議開展「一日
遊」路線，從東涌站集合，可經日軍火燒牛牯塱村

遺址、大澳展開反擊戰遺址、寶蓮禪寺（寺內住持
保護游擊隊成員發生地）、塘福小城牆（大嶼山中
隊成立地點）、梅窩銀礦灣慘案發生地、長洲的
「秘密大營救」舊址，最後返回市區。
原港九大隊大嶼山中隊後人尋蹤小組代表陳凱倫

表示，經長時間的勘察考證，已初步確認了東江縱
隊「秘密大營救」經長洲撤離的長洲香廠舊址和魚
欄舊址的具體位置和範圍。

盼長洲建紀念廳 組灣區紅色旅遊線路
她認為，如果可以在長洲建一個「秘密大營救」
的紀念廳，完全可以和建於當年登陸上岸所在地的

廣東省台山都斛鎮的「中國文化名人勝利大營救展
覽館」串聯起來，形成一條粵港澳大灣區紅色旅遊
線路，不僅紀念意義宏大，還會給兩地發展帶來正
面效應。
由寶蓮襌寺主辦的大澳佛教筏可紀念中學師生到
場。新社聯副會長周轉香介紹，寶蓮禪寺第二代住持
筏可大和尚在日軍掃蕩大嶼山搜捕游擊隊員期間，冒
險收留游擊隊副隊長魯風，是為國為民的英雄。
該校中五學生江澤文和中四學生梁樂恆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聽到這段近代史，才發現原來生活的離
島曾發生過艱難的抗戰，歷史應該要銘記，我們這
代青年會更珍惜和平、熱愛國家。

離島抗戰歷史「一日遊」路線

7.長洲「秘密大營救」遺址

1.東涌站集合

2.日軍火燒牛牯塱村遺址

3.大澳展開
反擊戰遺址

4.寶蓮禪寺（寺內住持保
護游擊隊成員發生地）

5.塘福小城牆（原港九獨立
大隊大嶼山中隊成立地點）

6.梅窩銀礦灣慘案發生地

◆新社聯倡議在離島區建立一條抗戰歷史旅遊線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大嶼山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廣西日報微信公眾號
8月19日消息，中央
批准，盧新寧同志任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
委員、常委。
調整前，盧新寧

任中央人民政府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聯
絡辦公室副主任。
公開訊息顯示，
盧 新 寧 ， 女 ， 漢
族 ， 1966 年 12 月
生，研究生學歷，
文學碩士，曾任人
民日報社編輯委員
會委員兼評論部主
任，人民日報社副
總編輯，人民網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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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楠）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75周年，「嘉庚」號海洋科考船訪港並免費
開放予公眾參觀，為香港市民提供親身觀摩祖國科
技發展的契機，激起對科技與海洋事業的熱情。香
港學生和教師作為科教興國的重要人才儲備，對了
解祖國科技發展一直不甘後人。昨日來自多所中學
及大專院校的學生和教職員應邀前往「嘉庚」號參
觀，有中學生認為，活動開啟了他們對祖國航海工
程的新視野，豐富了他們的科技知識儲備。透過了
解祖國正在進行的前沿科技研究，更為祖國的強盛
感到讚嘆，希望未來能為祖國海洋工程獻力。

展罕見化石標本 感震撼「長見識了」
來自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以及不同中學的師生，昨天獲安排
分時段登上「嘉庚」號參觀。其中創知中學中五生
顏子賢與香港文匯報分享說，在船上見識到世界領
先水平的設備和儀器，不禁為祖國科技發展感讚
嘆。

「裏面有很多我沒見過的設備，整艘船參觀下來
讓我非常震撼。」他印象最深的是海洋標本展示
區，那裏展示了許多罕見標本，如鯡魚和微小的化
石，打開了海洋未知之處的神秘面紗，讓他覺得自
己「長見識了」。
對顏子賢來說，科考船代表着人類探索的前沿，

這次參觀激發了他在STEAM學習中的探索精神。作
為一名修讀物理、化學和數學延伸單元M2的學
生，他希望未來有機會參與國家海洋工程，為國家
的海洋探測工作貢獻自己的力量。
同校中六生李穎欣說，從這次參觀學到了比書本

更實在的知識，為她打開了探索海洋的大門。她認
為，這次體驗有助創科思維的培育，幫助他們在設
計實驗或者發明時打開思路，創造更多可能。
她認為可以親身感受國家海洋科學的發展，機會

難得，希望能把在「嘉庚」號中獲得的知識帶回學
校，與其他同學分享，擔任國家海洋工程科技的校
園宣傳大使，向身邊的人普及海洋知識，讓更多人
為國家的科技發展感到自豪。

愛國教育與STEAM教育結合良好體現
創知中學副校長楊佳明表示，是次活動能讓學生

充分了解國家在不同層面的發展，加深認識科技安
全、深海安全等領域的重要性。他認為，藉親身參
觀體驗有助學生將課堂上的知識與實踐結合，邁向
自發性地以行動維護國家安全，並提升自身的國家
歸屬感，是愛國主義教育和STEAM教育結合的良好
體現。
隨「嘉庚」號來港擔任工作人員的廈門大學海洋

質地球學院海洋物理三年生戴裕聰負責引領公眾導
賞團。他表示，很多公眾都展現出對海洋知識的熱
情，「參觀者主要對兩個位置較感興趣，首先是船
艦最上層的駕駛室，因為那裏有我們最精密的設備
和儀器，負責掌控整個航程，所以大家都會比較好
奇。其次是下面甲板裏面的主實驗室，不僅面積很
大，配備了VR眼鏡等設備供年輕參觀者體驗。此外
還有海洋動物的標本、微生物樣本，以及相關的動
畫史，內容豐富多樣，極具吸引力。」

睹「嘉庚」號讚嘆祖國科技 學生立志獻力海洋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