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屆全國人大三
次會議民生主題記者
會結束後，香港文匯
報記者在記者區，偶

遇幾天前訪問過的保加利亞《言論報》（DU-
MA）記者格盧赫切娃。一問之下得知，格盧
赫切娃已參加過至少五屆兩會報道。透過兩會
體驗中國的變化，她笑稱，「幾年前會上還在
討論發展互聯網，如今熱議的已經是AI 和
DeepSeek了！」
格盧赫切娃幾乎從不缺席各類主題記者會。
在她的印象中，議程重點近年逐步從加快發展

經濟，集中到提升民眾生活質量水平，細節愈
來愈豐富，「我對『體重管理年』很感興趣，
體重異常會引起各類慢性疾病，影響醫療、養
老等。在保加利亞等歐洲國家，我們在關注青
少年體重管理情況，中國政府的做法對我們或
有啟發。」
巴西勞動者電視台駐華記者毛路在記者會
上提問。毛路會後受訪稱，中國社會變化日
新月異，經濟和科技發展迅速，「這些發展
成果證明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行之有
效，在巴西等多國，很多人都希望深入了解
它是如何運作的。縱觀近年中國的進步，你

會發現它非常獨特高效。我很感謝各位代表
和委員，以及來自中外各地的記者同事們，
為我們答疑解惑。」
離開會場前，香港文匯報記者與幾名外媒

華人記者閒聊。他們雖然供職外媒跑兩會，
而關注中國發展亦是血脈情感使然。有華人
記者表示，兩會議程結束後自己會留在中國
幾天，走親訪友，感受祖國的變化，「在歐
洲部分地區，我們感覺治安近年不太好，說
到底還是源於經濟形勢。看到祖國的發展，
我們都感到欣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許芮榕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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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記者感受中國變化 與時俱進細節愈發豐富

●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民生主題記者會現場，外國記者在提
問。 新華社

●香港培僑中學近日展開一系列以兩會為主題的教學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經過學校推動的教育活動，同學們對兩會認識

更深。那麼，假如他們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或

全國政協委員，又會關注哪些範疇的議題呢？培僑中學中三生

匡振尹和張貝涵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分別就科技發展、

人才教育和培養，以及青年參與國家治理事務等表達關注。他

們提出的意見看起來頭頭是道，可見相關學習相當程度達到了

鼓勵香港學生關心社會、勇於表達自己想法的教學目的。

建議港深設「科研數據特區」
匡振尹聚焦科技發展、教育和人才培養提出3個方向建議。首

先，他提出推動香港成為「國際科研數據樞紐」，包括建議在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設立「科研數據特區」，容許香港高

校安全調用內地超算中心和基因數據庫資源，同時建立與國際

接軌的數據私隱保護規則，以吸引全球頂尖團隊落戶粵港澳大

灣區。

在人才培養方面，匡振尹提出建立「大灣區青少年科技共生

計劃」，由本港院校與內地機構聯合創立「大灣區少年實驗

室」，每年遴選100名中學生參與「微科研」，例如用人工智能

（AI）解決社區安老議題、設計校園碳中和方案等，成果優秀

的可直通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他又建議利用科技彌合教育差距，開發「元宇宙國情教育平

台」，通過虛擬實境（VR）技術讓港生「親身」參與國家科技

里程碑，例如戴上VR眼鏡模擬操作「嫦娥七號」探測器，以及

與貴州「天眼」的科學家遠程對話，「使理論知識更加具象

化，讓國家的成就可感可知。」

倡推行大灣區政務實習計劃
張貝涵希望聚焦香港青年參與國家治理和跨境數據流通方面的議

題。他建議推行「大灣區政務實習計劃」，讓港澳青年到內地政府部

門實習，「直觀地了解政策制定過程和政治模式，提升愛國情懷和

民族自豪感。」同時，優化跨境數據流通機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

下，促進科研數據共享，並支持香港創科企業融入內地產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假如我是代表委員」學子建言頭頭是道
特稿

就如何加強香港學生學習全國
兩會精神及相關內容，香港特區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鄧飛
建議，香港教育界應緊扣「一文
一理」雙主軸，既強化學生科技
創新能力，同時深化憲法與國情
教育，以便讓新一代全面對接國
家發展藍圖。

推行全民AI素養教育
在創科方面，鄧飛表示，兩會

進一步確立了人工智能（AI）是
國家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領域，而
特區政府現行措施，包括向小學
和中學提供校本科學科和人工智
能應用津貼，加大專上院校創科
資助等，已初步形成涵蓋小學到
大專的教育鏈，但他認為需進一
步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角
色，「香港應搭建人工智能產學
研國際交流平台，吸引內地與海

外頂尖專家來港，推動三方技術
協作。」
他認為可參考內地以至新加坡的
經驗，推行全民人工智能素養教
育：「從基礎工具應用到數理尖子
培養，需系統性提升社會整體數智
能力，為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儲備人
才。」
鄧飛又提出，應優化憲法與國

情教育課程設計。現行小學人文
科、初中公社科及高中公民科，
應進一步聚焦國家憲法、基本
法、傳統文化與當代國情，同時
精簡非核心內容以減輕學生負
擔。在這方面，內地有許多優秀
教學實踐案例可供香港參考，比
如內地思政課隨國家發展而改
革，可透過香港教育城引入其優
秀課程設計或教材，普及予全港
學校乃至社會大眾共同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楠

強化學生創新能力
深化憲法國情教育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傑表
示，全國兩會事關國計民
生、經濟和發展，希望所
有國民都會對此有所了解
和參與討論，學校為此舉
辦一系列主題教育活動，
希望讓同學們認識相關政
策和未來發展方向，並特
別組織了包括知識問答比
賽等參與互動活動，進一
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了解國家發展
建立學習志向
伍煥傑表示，今年是國
家「十四五」規劃的收官
之年及籌備「十五五」規
劃之年，因此兩會對未來
發展有着很大的方向性啟

示，希望同學透過關注和認識兩會，
了解更多與自己相關的政策措施，從
而知道自己「為了什麼而學習，要建
立怎樣的志向，這是十分重要的」。
被問及如何推動更多青年學生關注
和認識兩會，伍煥傑認為需要全港教
育界積極參與，「因為我們（學校）
是在為國家培養人才，這可以讓他們
（學生）知道，將來能為國家作出什
麼貢獻。每年兩會都會詳細回顧國家
過去一年的發展，又會提到對於來年
以至下一個五年計劃的清晰方向，我
認為很值得去做。」
宣講和教育應採取什麼方式？伍煥
傑表示，近年部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會於兩會回港後
走進校園與師生分享宣講，希望可進
一步使其恒常化及系統化，又建議應
在兩會召開前開始組織教育活動，以
鼓勵學生代入代表和委員的角色，表
達自身關注議題並作出建議和模擬提
案，藉以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同時
持續保持關注，「這一系列的事情都
很值得去探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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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回 應

教 育 界 回 應

●伍煥傑校長

●匡振尹同學 ●張貝涵同學

香港多間學校都計劃因應全國兩會的召開而舉辦各
項相關學習活動，培僑中學近日率先展開一系列

以兩會為主題的教學活動。校長伍煥傑近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介紹，學校升旗隊隊員會在早會時間向全
校師生簡報兩會情況及與科技相關內容，而升旗隊及公
民科學會亦會製作兩會視頻在校內播放，公民科和公經
社科課堂亦會派發有關學習材料，以及設計與今年兩會
相關知識的選擇題，讓學生進行問答比賽。

兩會知識互動遊戲寓學於樂
在訪問當天所見，同學們在老師帶領下，在有蓋操

場設置兩會知識問答遊戲攤位，讓全校同學可以趁着
午膳時間，以輕鬆活潑的方式加深認知，優勝者更可
獲得趣致可愛的熊貓公仔作為獎勵，吸引眾多同學熱
烈參加。攤位旁邊設電視播放兩會片段，同樣吸引了
不少同學觀看學習。
該校中三生匡振尹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他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表示，通過校內宣講和主題互動遊戲，讓他

對今年兩會中關於科技的布局有了全新理解，「過去
我對全國兩會的認識比較模糊，但這些活動讓我意識
到，科技創新不僅是國家發展的核心動力，更是與香
港青年未來息息相關的機遇。」
他說，國家特別強調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和生命科學

等前沿領域的發展和突破，而香港可作為重要角色，聯
合內地的實驗室一起發展，港青也可把握粵港澳大灣區
的科技發展機遇，投身科研行列，為祖國服務。
另一全情投入活動當中的中三生張貝涵說，通過
學校的學習活動及公經社科專題研習，加深了他對
兩會的理解，例如分析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經濟目標
如何同時兼顧經濟增長與民生福祉。自己對支持有
關青年創業與就業的政策議題尤其關注，包括對創
業的支持和就業補貼等舉措，「這讓我更關注香港
與內地的協同發展機遇。」

從「科技突圍戰」深化國家認同
身為香港青年一代，是否需要關注和認識兩會呢？

兩位同學異口同聲地表示：「絕對有必要！」匡振尹
認為，兩會涉及眾多與香港未來相關的政策舉措，
「如果我們不主動了解，可能會錯過重要機會！」同
時，港生可通過了解國家如何部署芯片和新能源技術
等自主研發的「科技突圍戰」，從而深化國家認同，
並深刻理解香港在「大國競爭」中的獨特角色，增強
作為未來棟樑的使命感。
張貝涵說，除了粵港澳大灣區和國際創科中心
建設等內容外，香港學生也可透過兩會認識國家
的頂層規劃，從中反思本地發展如何融入國家大
局，例如港生到內地升學及跨境科技合作等政
策，「既能拓寬個人選擇，也有助我們未來參與
內地的協同發展。」
除了培僑中學外，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
學校長許振隆亦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該校近日
會先於早會向學生簡述兩會內容，並將在兩會閉幕
後舉行午間論壇，和學生更深入討論各項重點及與
香港發展相關事宜。

港生踴躍學兩港生踴躍學兩會精會精神神
增強報國使命感增強報國使命感

●培僑學生踴躍參加兩會知識問答遊戲，寓學於樂。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

關心。全國兩會在北京

召開，正是讓香港學生

透過兩會深化了解國情

的好機會。有香港中學

近日特設一系列專題教

育 活 動 ， 透 過 早 會 分

享、問答比賽和視頻播

放，並結合初中公民、經濟

與社會科及高中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的相關學習內容，進一

步強化學生對國家最新情況與未

來發展方向的掌握。有初中生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通過學習全國

兩會相關內容，港生可以深化國家認

同，理解香港的獨特優勢角色，以及認

識和把握未來發展機遇，從而增強作為

社會未來主人翁的使命感，服務祖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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