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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关注

融合交流

侨务工作

香江新风

跨越千里之遥，从澳门飞往吉林
的航班上，澳门博士智库省级调研团
成员对陌生的目的地怀揣好奇和向往
——不少成员还是第一次跨越山海
关；回程路上，已被当地乡音“感
染”的成员们，笑着用刚学的东北话
谈笑风生，对未来的合作增添了更多
信心和期许。

日前，澳门博士智库吉林调研圆
满收官。6天时间，他们深入探访政
府部门、企业、高校，积极推进“澳
门吉星工程”项目落地，此次调研，
为澳门与吉林在大健康、文化旅游、
学术研究、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探索
出了新可能。

“大健康”合作未来可期

步入吉林心脏病医院，澳门博士
智库常务理事、澳门博士智库省级调
研团副团长杨诚最直观的感受是两个
字——震撼。

他发现，这里不仅取消了门诊药
房、没有过度消杀，且执行着严格的

“红包”管理制度，坚持“无红包、
无回扣、无吃请”的承诺，医院还引
进了多名国内外著名心血管专家，为
患者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而最令杨诚触动的，莫过于医院
已坚持 8年之久的公益项目吉心工
程。“该项目为贫困患者免费治疗心
脏病，如今已成功救治了近3万名患
者。”杨诚动情地说，“一台心脏病手
术可能要花费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对
于家庭收入较低的患者来说，或许会
令他们一夜返贫，这样的善举何尝不
是救助了3万多个家庭！”

在调研现场，身为全国人大代
表、吉林省政协常委的黄海院长，作
为调研团顾问接待大家。聆听他的讲
解和介绍，团员们如同上了一堂生动
鲜活的医疗健康课、爱国教育课。

“调研结束后，我们不仅对医院
的经营管理模式有所了解，更向黄院
长和医生们伸出了邀约交流的橄榄
枝，邀请他们11月到澳门参加国际
青年博士论坛，聚焦大健康主题作进
一步的经验交流和分享。”杨诚说。

而与之相较，当他参访满医满药
博物馆和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部工程研
究中心时，视野开阔之余心中不免有
些痛惜。“我发现很多传承已久的医
药文化遗产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在
品牌打造和宣传方面仍有不足。如吉
林特产人参还在以原材料进行售卖，

由于我国健字号、药字号申请周期较
长，当地不少专家还被高薪聘请到国外
进行科研。国家这么好的原材料、这么
强的专业技术，为国外的品牌作了‘嫁
衣’，着实令人感到可惜。”杨诚说。

调研团的成员们同样感同身受，他
们甚至急不可待地在调研途中就开启了

“碰头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为
吉林的中医药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大
家一致认为，澳门可以参与吉林医药产
业，双方合作前景可观。可以请当地专
家和设在澳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合
作、共同研究，一方面能够协助他们的
研究成果及时进入市场、保护知识产
权，另一方面于澳门也是双赢。澳门如
今实施‘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大
健康就是四大产业之一，这样的合作也
可以进一步助力澳门产业多元化发
展。”杨诚说。

澳门博士智库主席、调研团团长邓
伟强也带头表态，澳门落实“1+4”方
案正在推进，博士智库会配合国家所
需、发挥澳门智库所长，尤其是利用好
澳门的国际视角，为内地企业做好桥头
堡角色。

发挥所长解企业“痛点”

一个是地道的畜牧业企业家，一
个是数字化科技的大学讲师，两人看

似毫无交集，却在调研过程中，意外
地碰撞出新的火花：大部队调研行程
结束后，杨诚仍有些“意犹未尽”，在
吉林省外办和吉林省港澳办的支持
下，他继续深入当地调研。正在此
时，一家“特立独行”的畜牧业企业
走进了他的视野。

“这家企业的老板曾是兽医，也经
营了一家饲料厂。多年前，他按照中医
药的古方，开始推广中药‘无抗’养殖
技术，生产出了无抗生素的肉蛋产品，
保障了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但
是，他的产品并不为市场熟知，原因也
很简单，他懂技术，懂养殖，但不懂宣
传。”杨诚说，“而这恰恰是我的专长。
我在大学教授相关课程，同时也经营一
家新媒体公司，能够帮助企业进行数字
化转型升级，刚好解决企业面临的痛
点。与此同时，港澳在肉蛋菜方面的标
准较高，对企业无形资产的升级，也有
利于品牌打造，可以进一步助力其在港
澳开拓市场。”

在吉林的调研越是深入，杨诚越能
发现澳门博士智库可发挥作用的空间很
大。“为能进一步推进澳门与吉林合作
的具体工作，及时对接沟通相关信息，
澳门博士智库特设了‘澳门博士智库吉
林省联络办’，由内地智库委员随时跟
进项目的沟通和落地。这一创举，也恰
恰说明了我们希望为吉林踏踏实实作些
贡献的决心。”杨诚说。

交流推进合作

调研期间，杨诚不仅是活动策划
者，同时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吉
林人”。

“我在吉林出生，小时候随父母援
建珠海，后在澳门长大、生活。吉林，
毫无疑问是我的家乡！”杨诚笑着说，

“对家乡的爱和奉献，可以是无私的！”
他心底的这番话，同样在调研团的

另一位顾问——吉林省政协常委、澳门
印尼归侨协会会长卢秀梅身上得到了印
证。

“我们希望促使两地杰出、高知青
年团体合力献策，打造出吉林省及澳门
特别行政区两地智库的‘引领示范
IP’、两地‘政产学研法创’实践的平
台等。正是好似卢秀梅委员这样的前辈
对吉林的付出与无私的爱感染了我们，
就是这份温度与付出引领了我们砥砺前
行。”杨诚说，澳门博士智库的成员来
自各行各业，既有政府官员、大学教
授，也有企业人士，相关项目可以成为
一个重要抓手，将大家的智慧真正汇聚
在一起。

“来到内地调研，并不是走马观花
地看一看、玩一玩，而是要深入地去了
解，去和当地人交流合作，要知道国家
这些年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速，要明白
老百姓富到底是富在哪里，进而更好地
认识内地的美，成为一位祖国发展的宣
传大使。而反过头来，只有真正地了解
一方土地，也才能真正地发挥所长，为
当地做实事，让老百姓受益！”杨诚的
话语一片赤诚。

明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为
澳门和吉林两地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契
机。“我们计划明年邀请吉林的高校师
生、企业家以及更多年轻人来到澳门，
在交流中挖掘更多跨域合作的空间，共
同携手，助力民族复兴。”杨诚说，调
研活动是一个开始，未来不仅要常态
化，更要培育出切实落地的“成功案
例”，将调研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持
续为两地的产业赋能。

在交流中挖掘更多合作空间在交流中挖掘更多合作空间
——澳门博士智库吉林调研侧记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杭州亚运会圆满结束，中国香港
代表队取得 8 金 16 银 29 铜，共计 53
枚奖牌，金牌看齐上届雅加达亚运
会，奖牌总数远远超过上一届。这次
港队的表现称得上突破自我、创造历
史，值得全香港市民骄傲。

不 少 人 会 比 较 关 注 港 队 的 奖
牌，笔者一直认为获得奖牌固然令
人开心，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享受比
赛过程，在比赛中突破自己。此次
杭 州 亚 运 会 上 ， 运 动 员 们 全 力 以
赴，以突破自我的心态应战，为观
众献上不少令人振奋的感动时刻，
凭借再接再厉、永不放弃的精神，
他们坚持到最后，值得全体香港市
民学习。

其中一个感动时刻就是羽毛球混
合双打“邓谢配”——邓俊文和谢影
雪，谢影雪带病上阵，即使感到天旋
地转，依然坚持完成比赛，而拍档邓
俊文一夫当关，将团队合作精神发挥
得淋漓尽致。

近年来，香港体育的发展更加均
衡与全面，从这次港队的表现也可略
见一斑。在这届亚运会上，港队获奖
项目比以往多了不少，除游泳、击剑
两个热门项目的成绩有所进阶外，更
有不少冷门项目也有突破，甚至是取
得历史最佳成绩。例如，跳远运动员
俞雅欣为港队夺得历来首面亚运田项
奖牌、自行车运动员杨倩玉赢得香港
自行车史上第一面女子公路赛金牌、
男子足球打入四强，象棋则取得香港

史上首面棋类项目亚运奖牌。每一个项
目取得的突破性成绩，不仅是对运动员
及团队付出的肯定，也是对香港体育整
体发展方向的检验及认可。

当下，香港不少体育项目正面临
着新老交接，过去不少人关心在李慧
诗退役后，香港自行车队是否后继无
人，此次却看到自行车队有不少后起
之秀崭露头角，其中年仅 22 岁的运动
员李思颖还取得了两银一铜的好成
绩；另外同样是 22 岁的高尔夫球金牌
运动员许龙一，在多日的比赛中一直
高居榜首，发挥非常稳定，最终力压
世界排名第 27 位的韩国运动员任成宰
夺金。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及政务司司长
分别在开幕及闭幕的时候，前来杭州
支持港队，了解运动员及团队的情
况，并承诺未来会继续支持体育发
展。希望未来政府能够拨出更多资
源，协助香港体育专业化发展，除了
运动员及教练团队，还需要配置体育
相关专业人员等，并助力体育界人才
在国际层面争取体育话语权，为国家
及香港争取有利条件。

笔者多年来参与过大大小小的运动
会，杭州亚运会可谓是最为成功的一届
亚运会，希望杭州亚运会圆满落幕后，
内地民众及香港市民对体育发展的热情
能够延续下去，让我们携手在国际舞台
上展现更强实力。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杭州亚运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

杭州亚运会成功闭幕

中国香港代表队突破自我 创造历史
霍启刚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双节期
间，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在京举
办了“京剧文化之旅·名家讲堂”活
动。活动在中国、美国、印度三地同
步直播，向远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送
去了“双节”祝福，并传播了国粹京
剧的文化之美。

中秋“看大戏”是一项中国人的
重要传统习俗和文娱活动，而京剧经
典剧目《嫦娥奔月》则是刻在中国人
骨子里的“浪漫乡愁”。

本次“京剧文化之旅·名家讲
堂”活动，邀请了吉祥大戏院董事
长、裘派花脸富博洋与国家京剧院优
秀青年演员马阿龙，两位讲堂嘉宾从
中秋听戏的文化习俗，中国文化特
点，再到应时应景的经典梅派唱段
《嫦娥奔月》，讲述了梅兰芳大师对戏
曲艺术，尤其是京剧艺术的守正创
新。海外学子们一边听着梅派故事，
一边潜移默化地从戏曲、礼仪、美
学、美育等多角度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的历史渊源和艺术文化的同根性、融

合性。
在直播中，嘉宾们还细细讲述了京

剧的历史概况、京剧的行当及表演特
点，并生动入微地介绍了京剧“唱、
念、做、打”四项基本功和表演的

“手、眼、身、法、步”等方法。京剧
演员马阿龙还进行了京剧表演示范、舞
台形体展示等。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中，嘉宾们与
线上观众进行交流互动，邀请海外学
子模仿和学习京剧的基础动作和表
情。两位老师以妙趣横生的讲解和惟
妙惟肖的示范向海外学子展示了京剧
的博大精深，为中国戏曲文化注入热
情与活力。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双节“传”艺
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双节“传”艺活
动由北美中国学生艺术学者联合总会、
全印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以直
播方式，实现国内外全场景联动，辐射
美国、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地的中国
留学生，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
国故事。

“京剧文化之旅·名家讲堂”首次中外线上对话

伴海外中国留学生欢度双节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日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召开“2017-2022年泉州法院司
法护侨工作情况暨涉侨产典型案例”
新闻发布会，致力法护海丝路，共筑
连心“侨”。

作为中国著名侨乡，泉州有950
多万泉籍华侨华人分布在170个国家
和地区，占全国近 1/6、全省近 2/
3，其中90%居住海丝沿线国家，旅
居港澳同胞人数位居全国25个重点
侨乡首位。

当天发布会上，泉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杨武能发布了
《2017-2022年泉州法院司法护侨工
作情况》白皮书，泉州国际商事法庭
庭长魏献平通报了2017-2022年泉
州法院涉侨产7个典型案例，泉州国
际商事法庭副庭长刘志健介绍了《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处理涉及
侨产纠纷的工作意见》相关情况。

“近年来，泉州法院始终把涉侨
审判作为工作重点，全面营造了具有
侨乡特色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杨武能介绍，当前，泉州法
院已在侨胞侨企较多的地区设立了涉
侨维权联络点、法官工作室和法律服
务工作室，并与侨务部门建立涉侨联
络机制，积极开展归侨社区结对共
建、“法院开放日”专场等活动。

其中，针对海外侨胞参与诉讼存在
不便等问题，泉州法院还于2021年制
定民商事审判在线诉讼审判指引，在全
市法院推广全流程无纸化办案模式，线
上受理涉外涉侨立案登记527件，开展
线上认证、调查、庭审498次，切实减
轻侨胞讼累。

“侨产不仅是华侨华人连接祖
（籍） 国、家乡的精神纽带与心灵寄
托，也是泉州独特的不可再生、不可替
代的宝贵资源。”魏献平现场介绍了法
院如何积极运用司法手段保护案涉华侨
建筑，尤其在侨领陈光纯故居等案中，
不但促成双方和解，而且引入专业力量
进行修缮改造，探索侨产活化利用，实
现多方共赢。

2022年 9月，泉州国际商事法庭
揭牌运行，泉州由此成为中国第五个设
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城市。一年间，该法
庭以打造涉侨司法品牌为着力点，创新
涉侨审判机制，为聚侨心集侨智汇侨
力、建设21世纪“海丝名城”提供了
司法保障。

未来，泉州法院将不断提高涉侨审
判工作质效，持续推进涉侨纠纷多元化
解，着重依托“海丝侨韵”展厅，进一
步推动涉侨法治宣传接地气、润人心，
维护更多侨胞合法权益，打造涉侨司法
审判的新高地。

福建泉州法院：

司法筑起连心“侨”
本报记者 王惠兵

“这次活动让我们更加了解祖国、了解北京，尤其是看到
了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等先进的大科学装置，让我们对
于首都北京科技发展的力量感到非常震撼……”

“我们感受到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院等
北京高校对待前沿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的热忱与赤子之
心……”

“故宫和奥林匹克公园等文化之旅，让我们更加深刻体
会首都北京厚重的文化底蕴和迸发的国际都会的热情……”

……
日前，由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京校联）和北京海外学

人中心共同主办的“青年携手 京港同行——2023香港英才
北京行”活动圆满结束，团员们纷纷表示，此行他们领略了国
家厚重的传统文化，见证了祖国突飞猛进的科研发展成就。

此次活动为期5天，京校联邀请了由香港大学、香港理工
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城
市大学6所高校共同推荐的27位学者、科学家、优秀学生代
表等青年科技人才来京参加活动。代表团成员的研究领域覆
盖了有机光电子学、激子物理、柔性太阳能电池、光电探测器
等多个重点学科。其中多人荣获国际级和国家级重要奖项。

为此，首都教育之旅、科技之旅成为活动的重要主题线
路：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怀柔园区、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雁栖湖应用数
学研究院、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和
百度集团，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和大平台发展，探索人才交
流合作途径。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与大家互
动交流时，鼓励香港英才加强与内地的沟通交流，努力成长
为兼具科研思维、产业思维和市场思维的复合型人才。

北京海外学人中心党组书记虎翼雄表示，“打造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是北京与香港共同的目标。一直以来，京港两地
全方位、多元化、高水准开展交流合作，在科技创新、医疗健

康、金融服务等领域携手前行。此次27名香港英才赴京是两地兄弟情深的体现，也
是两地优秀青年并肩前行，共同推动祖国发展与繁荣的最好例证。

北京市政协常委、京校联会长李然表示，举办此次活动的宗旨，正是为了促进
京港两地创科青年人才的交流与合作，支持国家高质量人才高地和国际创科中心
的建设。

香港英才北京行的文化之旅也是日程满满：首都博物馆“辉煌中轴”专题展、国
家博物馆中国古代文化系列展、故宫博物院、奥林匹克公园等，都成为成员们的重
要打卡点，香港英才在参观中感受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体验历史与未来的碰撞，用
脚步丈量首都，用双眼观察社会，用内心感受时代。

北京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祁金利在活动中向团员们介绍了北京悠久而丰盛的历
史，并鼓励香港青年积极参与京港交流合作，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积聚和迸发出更强的正能量。

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宏生表示，北京与香港的合作源远
流长、根基深厚，期待双方把握好“十四五”规划的机遇，深化合作，携手开拓更加美
好的未来。

踏上归程，一位团员的所思所想代表了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更加坚定了要
继续发挥自身优势，贡献祖国发展大局的信心和决心，希望在未来，能够为加强京
港合作，加强两地人才、资源优势互补，为国家发展大局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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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马来西亚、加拿大、
泰国、德国等18个国家的25位闽籍
侨领齐聚福建，参加由福建省政协联
合省侨联共同举办的第四届“闽籍侨
领故乡行”考察之旅。在为期5天的
参观考察和座谈交流中，大家共叙乡
情乡谊，共谋桑梓发展，共话文化传
承。

“三脉四廊，海城五象。”作为首
站考察点，当考察团走进位于福清元
洪投资区的中印尼“两国双园”规划
展示馆内时，园区的国际产业链合作
分工平台令团员们眼前一亮。

祖籍福清的坦桑尼亚侨胞陈勇表
示，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10周年，也是中国与印尼建立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如何乘着
中印尼“两国双园”建设的东风，一
直是他关注的焦点，他十分看好园区
的发展前景。

“这里背靠江阴港，物流仓储便
捷，还有各项优惠政策。”陈勇说，
企业发展的蓝图，深深植根于中国、
印尼两国友好的沃土。他计划在园区
内设立贸易公司，把福建与坦桑尼亚
产品相互流通、连接起来，形成双向
贸易。

“我邀请各位乡亲参加明年在吉
隆坡举办的世界福建恳亲大会，希望
闽籍侨胞们在事业发展的同时，为福
建的对外经贸合作出一份力。”作为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执行长，翁隆秋当场表示，希望借此
次考察机会，增进闽籍侨胞的交流与
合作，助力家乡经济发展。

迎着满城绿榕，头顶艳阳，考察
团来到了人杰地灵的福州三坊七巷，
尽情感受闽籍历史名人的家国情怀，
充分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

“随便一脚踏下去，也许脚印就

和某一位风云人物的足迹重合。”加拿
大籍侨胞张强出生在三坊七巷文儒坊，
并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时隔多年，
再次踏上三坊七巷的青石板，轻抚质朴
典雅的古厝小楼，看到院落间的百年古
榕，他不禁感慨万千。

在张强的记忆里，正是三坊七巷特
有的文化氛围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他
心中种下了中华文化的种子，让他至今
都在从事与中华文化传播相关的事业。

“讲好中国故事，举办多元活动是
重要途径。”张强说，“未来，我将继续
参与举办中加围棋邀请赛、中国艺术品
文化论坛、龙舟邀请赛和龙舟文化节等
活动，让更多的海外朋友了解中国、爱
上中国文化。”

此外，考察团一行还深入林绍良
陈列馆、福清市侨乡博物馆、黄檗山
万福寺、冰心故居、华侨主题馆、林
则徐纪念馆、湄洲妈祖祖庙、仙游县
中国古典工艺博览城等地考察，开展
中华传统文化研学交流，详细了解侨
资企业发展和“两国双园”建设等情
况，听取考察地市发展情况和重点招
商项目推介，并向福清城关小学捐赠
了20万元救灾善款。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玮在考察中
表示，希望闽籍侨领们进一步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协商民主制
度优势，大力弘扬爱国爱乡、回报桑梓
的优良传统，当好中外交往民间使者，
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侨界故事，
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互鉴，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考察结束，25位闽籍侨领们一致
表示，将发挥自身联系海外的优势，以
真情实感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中华传统
文化宣传，积极推介福建优势产业和招
商政策，引导更多的海外人才和项目落
户，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贡献
华侨力量。

以真情实感讲好中国福建故事
——第四届“闽籍侨领故乡行”考察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澳门博士智库省级调研团拜访吉
林省教育厅并与高校领导座谈

▲澳门博士智库省级调研团拜访吉
林省港澳事务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