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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與港青對話
勉堅持勿害怕失敗

「中國諾獎」得主來港交流 指二十一世紀是研究生命科學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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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獲獎者鄧宏魁、「物質科學獎」獲獎者張濤及李
亞棟，「數學與計算機科學獎」獲獎者孫斌勇應邀
到港，昨晨出席「獲獎者與青少年對話」活動，與
近250名本地中學生現場對話交流。
4位得主於活動上先向學生們分享他們的科研項
目，鄧宏魁介紹他利用化學方法將體細胞重編程為
多能幹細胞，改變細胞命運和狀態方面的工作；張
濤及李亞棟講述他們對「單原子催化」的發展和應
用所作出的開創性研究；孫斌勇分享他在李群表示
論上的研究。

鄧宏魁：多病未解決 愈學愈有趣
問答環節上，有學生問鄧宏魁為何對生命科學感
到興趣。鄧宏魁笑言學生問及他的「痛點」，原來
他當初報讀的專業並非生命科學，「只因當時年代
的特殊性，我並不知道生命科學是這麼有趣，以為
大學只有數學、物理、化學，之後就沒再細看。」
直到大學之後被調劑專業到生命科學，「這才發覺
到生命科學特別有意思，因生命科學的問題大多未
被解決，是充滿未知的領域，而且與人息息相關，
生老病死，醫學的問題特別多，大多疾病未被解
決，愈學愈有趣。」
鄧宏魁進一步指出，生命科學近年飛速發展，深信
現階段對學生而言，未來最好的專業正是生命科學。

李亞棟倡多分析自身長處
另有同學問及李亞棟如何面對和克服失敗，他指

研究過程總會遇過困難和動搖，但要知道大家都是
如此。
李亞棟認為關鍵是要知道自己希望得到什麼，目

標是什麼，想要成為怎樣的人。他建議學生可分析
自身長處，舉例若同學的縱向思維較強，可以對一
個問題坐着不動思考幾個小時，可能較適合從事數
學或理論物理研究；若自覺動手能力強、發散性思
維很好、學習能力也強，則可能在化學、生物方面
比較有利發揮自身長處。
下午舉行的2024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有約500

名嘉賓出席。鄧宏魁發表得獎感言時表示，當看到病
人被新建立的治療方法治癒的一刻，所有付出都無比
有價值。

張濤：必推動中國科技視野和社會文明進步
張濤感謝未來科學大獎的捐助人、組織者和推動

者，形容他們對科學的欣賞和尊敬，必將推動中國科
技視野和社會文明進步。
李亞棟表示，若未來「單原子催化」技術實現工

業化，產生經濟效益，會把部分所得捐贈未來科學大

獎基金會。

孫斌勇看好未來數學與電腦結合產生力量
孫斌勇看好未來數學與電腦結合產生的力量，相
信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如能熟練地同時掌握數學和
電腦作為工具，將能大大助力他們的工作。
未來科學大獎成立於2016年，是由科學家、企業
家群體共同發起的科學獎項。旨在獎勵在內地、香
港、澳門、台灣地區取得傑出科學成果的科學家，
每項大獎的獎金為100萬美元。

被國際科學雜誌《Nature》譽為「中國諾貝爾獎」的未來科

學大獎，今年8月公布2024年度三大獎項的得主，共有4名內

地科學家獲得殊榮。各獲獎者昨晨在香港科學館出席與青少年

對話活動，下午再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出席頒獎典禮。其中，

生命科學獎得主鄧宏魁與香港青少年交流時，形容二十一世紀

是屬於研究生命科學的世紀，相信生命科學會是學生們「未來

最好的專業」；物質科學獎得主之一的李亞棟寄語年輕人不要

害怕遇上困難，關鍵在於認清個人目標和追求，另一得主張濤

則表示，失敗的過程中總會有成功線索，勉勵有志投身科研路

的同學要堅持，不要害怕失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廈大旅港校友會新屆理監事就職 饒朝暉膺理事長
香港文匯報訊 廈門大學旅港校友會昨日在港麗
酒店舉行該會成立75周年及新一屆理監事就職禮。
饒朝暉榮任新一屆理事長， 孫建華任監事長。饒朝
暉致辭時表示，將秉承廈大光榮傳統，自覺將建設
國家、服務香港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把國家命運
和香港前途與自身發展緊密相連，為香港良政善
治，「愛國者治港」而鼓與呼。新一屆理監事將努
力打造一個以「廈大人」為主導的國際化人才交流
平台，讓旅港校友會成為所有在港廈大學子的共同
家園。
廈門大學副校長邱偉傑、校長助理李智勇，廈門

市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許毅青，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
辦法律部副部長王建源、港島工作部副部長楊成
偉，香港福建社團榮譽主席林樹哲，香港福建社團

主席施清流，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黃友嘉，香
港立法會議員嚴剛等共同主禮。
邱偉傑代表廈門大學，向新一屆理監事會表示誠

摯的祝福，向長期關心支持學校建設發展的各位香
港校友和社會賢達表示衷心的感謝。他表示，廈大
旅港校友會自1949年成立以來，始終秉承自強不
息，「止於至善」的校訓精神，緊密團結廣大在港
校友，搭建母校與在港校友溝通橋樑，同時積極融
入香港社會，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愛國愛港
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他同時指出， 受嘉庚精神感召， 眾多香港校友

和社會賢達慷慨捐助廈大教育事業， 體現了對廈大
的深情厚誼與堅定支持。
饒朝暉以「秉承嘉庚精神 共創美好明天」為題致

辭表示，身為「廈大人」，「止於至善」塑造了我
們的情懷，建設國家、服務香港更是不移的承諾和
信仰。知無央，愛無疆，青春時代，母校就引導我
們修煉嚮往美好、永不言棄的精神境界，濃濃家國
情懷早已深深根植在每位「廈大人」的基因裏。

上屆理事長黃隆基回顧了過去4年的會務，指任
內恰逢母校百年華誕 ，校友會舉辦了紀念百年校慶
的系列活動，捐資百萬支持母校「嘉庚創新實驗
室」建造園林廣場，在母校舉辦了百幅名畫獻禮母
校百年華誕的書畫展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各行各業均極力
招攬人才，「創新香港─國際人才嘉年華2024」
（秋季）昨日續在亞博館舉行，現場有超過200家來
自香港、內地及海外的企業擺設攤位，提供逾兩萬
個工作機會。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直擊，有大批人
才到場了解職位詳情，有首次參與人才嘉年華的參
展企業表示，香港及海外人才具備頗佳外語能力和
國際視野，可幫助公司開拓海外市場；亦有原本在
北京就業的人才指出，香港教育多元化和國際化，
故把子女送到香港就讀，自己亦準備在香港就業。
現場所見，場內人流密集，不少求職者身穿正裝，
手持簡歷和學歷等相關資料，前往各參展企業攤位仔
細瀏覽招聘職位的相關資訊，參展企業亦熱情招待求
職者，甚至有不少公司派員在入口處搶先與求職者作
介紹。首次參展的嘉拓智能公司攤位負責人彭小姐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公司主要為新能源行業客戶提供鋰
電池工藝設備智能化解決方案，今次主要招聘研發類
及技術類工程師。

具語言優勢 助拓海外市場
彭小姐指出，其公司客戶來自日韓、北美、匈牙

利及泰國等國家，今次主要招聘香港及海外人才往
廣東省工作，因香港及海外人才有語言優勢和具備
國際視野，可協助公司與外國客戶交流和開拓海外
市場，她表示為招攬香港及海外人才，開出優厚的
薪酬和良好福利待遇如提供住宿。
人才嘉年華亦邀請各行業精英舉行講座，講解如

何扎根香港開創事業和投資實踐，其中已扎根香港
的港漂講解如何有效及成功地在香港覓職，指出一
些香港公司更期望有曾在大灣區內地城市，或在深

圳、廣州市場有操盤經驗的人才，他並建議中年的
高才，可以嘗試直接向公司管理層提出在香港設辦
事處，開啟當地業務。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今年續在「創新香港─國

際人才嘉年華」設置展位招聘人才，提供記者、編
輯等多個優質崗位職位，吸引不少求職者到場，招
聘負責人向求職者深入解說合適職位。
在港讀書的歐陽小姐與郭小姐剛畢業，兩人到大文

集團攤位了解招聘職位詳情。歐陽小姐就讀的專業是
廣告學，表示想從事傳媒相關工作，暫偏向新媒體運
營相關職位，並指自己實習經歷均與新媒體有關。
郭小姐則曾在內地當過實習記者，較熟悉傳媒工

作，並因學校活動長時間閱讀香港《文匯報》，對
報章風格較熟悉，故昨日專門到攤位了解信息，看
有否機會入職。兩人表示在香港找工作，會較關注
薪金和年假，亦會考慮上班通勤時間會否太長。
曾在北京中央電視台從事採購工作的Anna亦到大

文集團攤位查詢，表示子女在港讀書，讚揚香港教
育多元化和國際化，她亦計劃在香港覓職，而自己
較熟悉傳媒公司運作，有相關的人脈，故查詢本地
傳媒集團有否適合職位。

指公開透明 可接觸到港不同公司
有求職者表示參加人才嘉年華非

常好，認為有這樣比較公開透明的
機會可接觸到香港不同公司，對應
屆畢業生是非常好的求職機會，看
到大文集團招聘記者編輯、視頻編
導，都是與自己專業對口，故已投
簡歷，期望有進一步接觸機會。

掃碼睇片

●廈門大學旅港校友會成立75周年及新一屆理監事就職禮於昨日舉行。

◀不少求職者聚集在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招聘攤位了解職位要求等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自深港去年
共同發布《深港「共讀雙城」共識》後，兩
地開展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動，深圳讀書月組
委會由本月3日起一連8天在香港中央圖書
館展覽館舉辦「綠色共讀．雙城新生」主題
展，透過圖文展板、數字化平台和閱讀空間
的展示，讓更多市民了解到深港兩地閱讀文
化的交流與成果。
展覽內容分為四個板塊，首先展示深港兩
地出版的書籍，以及雙方聯合舉辦的各類閱
讀活動，如讀書會、講座、展覽等，全面展
現深港「共讀雙城」的豐富成果和影響。板
塊二為特別策劃推出的「深圳之窗」文獻
展，以文獻為基礎，通過圖文展板展示歷
史、改革開放、文化融合、自然博物和深港
同宗同源等內容，呈現既有深厚底蘊又有改
革開放和創新基因的深圳。
板塊三是展示深圳數字閱讀成果，如「方
志裏的深圳」小程序，是深圳圖書館以清嘉
慶《新安縣志》為底本，用數字化技術將典
籍內容更生動地呈現給市民。最後的板塊是
展示深圳新型全民綠色閱讀空間，包括介紹
綠色書房的設計理念、建設標準、運營模式
等，還將部分閱讀空間的特色景觀帶到展覽
設計中，如白鷺雕塑與海邊夕陽等。
策展團隊向香港文匯報介紹說，展覽中還
同時精選了超過40本主要講述深圳歷史和人

文的實體書籍，展期結束後均會捐給香港中
央圖書館，供市民閱讀。
第二十五屆深圳讀書月於11月2日啟動，
共開展2,500場活動。是次主題展作為深圳
讀書月的活動之一，也吸引了不少深圳市民
前來觀展。
帶着兩名女兒來觀展的姚女士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分享，展覽展示了很多深港兩地同根
同源的歷史淵源，而香港擁有國際性的文化
視野，也是一個非常多元、包容的城市，希
望深港兩地加強文化交流和互鑑共融。

深圳生：了解深圳改革開放史
來自深圳的中三學生黃同學也隨家長來參
觀，他稱，平時喜歡到圖書館看歷史文化方
面的書籍，也透過展覽了解到更多深圳改革
開放的歷史，又表示若有機會，希望父母帶
自己多到香港圖書館內閱讀。
據悉，深圳市政府新聞辦早前舉行第二十
五屆深圳讀書月新聞發布會，介紹繼去年發
布《深港「共讀雙城」共識》後，深港共
讀、共展、共演已成兩地市民生活常態。今
年讀書月期間，深港共同推出「故宮精品×
香港非遺展」、「第二屆幸福廊橋書市」、
「深港澳青少年研學」等活動，並開展深港
地方史志研討、深港作家學者對談等活動，
續寫深港共讀篇章。

綠色共讀展增深港文化交流

◀「綠色共讀．雙城新生」主題展昨
日開幕。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參展商攤位負責人彭小姐（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來自深圳的黃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2024未來科學大獎4名得獎科學家應邀來港，昨日與近250名本地中學生現場對話交
流。 主辦方供圖●2024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昨日舉行，得獎科學家合影。 主辦方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