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由教育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香港工會

聯合會和「未來之星同學會」聯合主辦的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昨日在勞工子弟中學舉行團隊賽初賽。專程到場為參加者打氣的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副總經理江正銀表示，今年有206支隊伍參賽，數目是歷年最多，較去

年增加近28%。他希望透過比賽讓學生及巿民對國情知識、人類的歷史文化有

更深認識，而以往的經驗亦反映活動的效果很好，期望將來作更廣泛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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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知識賽 206隊角逐新高
江正銀：參賽隊增28% 效果好冀更廣泛推廣

本屆國情大賽團隊賽的報名隊伍數目達206隊，其中
公開及工會組佔21隊，而學校則有185隊，涵蓋全

港115所大、中、小學。江正銀表示，今年的國情大賽
有數個特點：「第一是參賽隊伍較去年增加了近28%，
是最多的一次；第二是大會設計了吉祥物；第三是廣泛
利用了多媒體及新媒體作推廣，除了網站，還有臉書，
及協辦的多媒體、新媒體單位；第四是協辦機構中，以
教育機構為主，商業機構較以往少。」

喇沙女拔英華派隊出戰
本屆團體賽中，單是中學組就有108支團隊出戰，包
括喇沙書院、拔萃女書院、英華書院。民生書院更派出
兩隊同學出賽，其中一隊分別有3名正選和一名後備同
學。
隊長陸佑藍同學指，本身對歷史科有興趣，經老師鼓
勵後決定參加，他們約花了2至3星期溫習，初賽只被一

條短答題難倒，「問題問及近年在港最具意義的華人商
會，我們填了自己創作的『福建炒飯同鄉會』，寧願答
錯，也不願留空。」可見同學寓比賽於娛樂。
同校另一隊為3人女子組，她們指通過準備是次比賽

增進了歷史知識。楊同學指：「例如中日戰爭期間香港
經歷的事件，部分是校內課程中沒包括的。」
該校領隊黃老師指，校內中四、中五級中史班同學加

起來只有33人，而當中有8名精英同學自願報名參加國
情比賽，利用課餘時間備戰，非常難得。

救恩生：冠軍獎金添動力
粉嶺救恩書院有3名中五同學出賽，當中尹妙嬋同學

更背了全數600條題目，她們坦言冠軍獎金是溫習的動
力之一，認為初賽最難的題目是範圍以外的文藝及地理
題。
小學組團隊有來自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英華小學等

共64支隊伍。其中，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派出
兩支隊伍參賽。
六年級的葉同學表示初賽輕鬆，約用了12分鐘完成所

有問題，「用剩餘時間覆卷，發現有一題因閱錯題目而
選錯答案，及時改正。」
他表示，活動令同學獲益良多，期望能勝出，為校爭
光。領隊老師何汶欣指，期望同學藉比賽對國情有更多
認識，並培養對文學的興趣。

個人賽初賽正接受報名
團隊賽參賽隊伍需在各組爭取首三名以晉身決賽，進
入決賽名單將於本月28日在大賽網頁公佈。
國情大賽的個人賽初賽現已接受報名，採用即時登記

即時比賽的方式，參賽者除要答對題目外，還要鬥快才
可晉級，截止報名時間為本月23日。比賽詳情可瀏覽網
址http://cnc.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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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全港中國國
情知識大賽」除了獲
得中、小學生熱烈支
持外，大學生及一般

巿民亦積極參與活動。其中參加團
體賽公開組的陳先生表示，本身對
歷史有認識，「我和隊員於會考中
均取得B及C的成績，加上希望贏
得冠軍獎金，因而參加。」他與組
員楊先生及英先生，分別負責準備
填充及選擇題，3人均認為初賽題目
難度不高，有信心晉身決賽。

至於大學/專上院校組別的參賽學
校則有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
港浸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恒生
管理學院、香港能仁專上學院等。

第二屆冠軍：玩開有感情
來自中大的參賽隊伍中，包括曾

經參賽並得獎的學生。現於中大修
讀哲學系碩士二年級的鍾同學，是
第二屆國情知識大賽的個人賽冠軍
得主，過去分別以個人或團隊形式
參賽數次，經驗豐富，今屆再接再
厲，「自中學起已經有參加，玩開
有感情，而且每年都學到新的時事
等知識，可溫故知新。」

同隊的戴同學於中大修讀中文系
學士三年級，亦曾經參賽，期望今
年再挑戰自己。而第三名隊友吳同
學則是首次參賽。

他們表示，初賽中有一題關於中
國最古老戲劇劇種，因3人記憶中的
答案不同，因而感到最困惑，但仍
有一半信心可晉身決賽。

■記者 吳希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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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何汶欣表示，學生可藉比賽增進知識。 吳希雯攝

■楊同學
表示，藉
比賽學到
課外歷史
知識。
吳希雯攝

■參加公開組團隊賽的包括左起：楊先生、陳
先生、英先生。 吳希雯攝

■■大會特別為今屆比賽設計了吉祥物大會特別為今屆比賽設計了吉祥物。。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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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非常熟悉的深圳羅湖區，近期推出「大梧桐新興產業帶」規劃，
旨在將深圳這個最早的建成區，打造成一個創新要素資源匯聚、新

興產業集聚發展的「科技、產業」創新中心。

振興老城區 羅湖再出發
據羅湖區區長聶新平介紹，大梧桐新興產業帶：西起銀湖山，沿北
環、泥崗路、布心路向東延伸，輻射羅湖北部地區，經羅沙路至蓮塘，
總面積57.6平方公里，建成區12平方公里。產業帶面積超過羅湖區總面
積的一半，超過全區建成區的1/3。
目前，大梧桐新興產業帶現有已出讓產業用地235萬平方米，其中工
業用地155萬平方米、倉儲用地35萬平方米、商業服務業45萬平方米。
可挖潛政府儲備與整備用地154萬平方米，其中近期可釋30萬平方米，
重點用於打造總部企業基地與建設創新型產業用房。已啟動一批產業化
城市更新專案，5年內將新增產業空間500萬平方米，長遠將新增產業空
間近1,000萬平方米。
聶新平說，或許，在很多人的定式思維裡，羅湖作為深圳最早建成
區，已經沒地、沒空間。但上述數據表明，老工業區、老倉儲區、老商
業區，依託城市更新，將蛻變為中心城區內產業用地、用房最為集中、
潛力最大的區域。

發展定位前沿 構建「四新經濟」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羅湖已經成為深圳市的金融強區和商貿大區，現

有產業結構為第三產業佔比95%。金融業一家獨大，對GDP增長貢獻達
49.3%。商貿業為第二大支撐，社銷零總額超過1,100億，穩居全市第二。
近年來，羅湖在科技創新上奮起直追，既要做改革開放的先發之地，

也要做創新發展的後起之秀。互聯網、電子商、新一代資訊技術等新興
產業成長快速，培育了一達通、協同通訊、今天國際等一批龍頭企業，
成功引進了軟通動力華南總部，形成了一定的產業基礎。
聶新平表示，通過建設大梧桐新興產業帶，全新的空間打造、全新的

產業定位與佈局，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徹底改變產業
發展格局。
據介紹，大梧桐新興產業帶產業定位堅持與全市產業佈局相結合，與

羅湖實際、空間現狀和產業基礎相結合，堅持前沿高端、差異化發展。
產業核心定位是打造四新經濟、發展六大產業，具體為：
基於產業基礎及延伸，重點發展互聯網、新一代資訊技術、機器人可

穿戴設備與智能裝備產業；
基於前沿高端佈局，重點發展航空航太、生命健康產業；
基於區域特色與重點突破，重點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上述六大產業集聚，構建轄區資訊經濟、生命經濟、智造經濟與創意

經濟等「四新經濟」引領的新興產業體系。

產城融合 羅湖依然生態優美
「一半山水一半城」是羅湖最真實的寫照。大梧桐新興產業帶坐擁山

水之間，青山綠水的自然環境，與新興產業創新、綠色、開發理念非常

契合。由於該產業帶介於綠水青山與成熟城區之間，在規劃中始終堅持
生態優先的發展理念，堅持把銀湖山、圍嶺山、梧桐山、東湖、仙湖、
銀湖、公園、綠道等融入規劃之中，形成產業帶獨一無二其他城區難以
媲美的獨特優勢。
大梧桐新興產業帶的區位，地處深圳中心城區，以羅湖火車站為圓

點，覆蓋半徑在5公里以內。6條軌道交通線，軌道線路、站點密度居全
市各區第一。梅布、清平、丹平、阪銀、泥崗、羅沙等一批重要交通幹
道貫穿其中，其中阪銀通道打通後，產業帶與阪田科技城、與華為的車
程將縮短至10分鐘左右。
聶新平表示，堅持交通、公共服務等基礎設施先行，進一步優化產業

帶內部連接與交通微循環，支撐產業帶發展。大梧桐新興產業帶的發
展，將使羅湖成為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交匯、交融的城區，小尺度街區
充滿生活氣息，更受創新創業人士青睞。

大梧桐引來金鳳凰 一批重點項目落地
昨日，在羅湖區舉辦的大梧桐新興產業帶推介暨重點簽約儀式上，

現場七個項目簽約，涉及大梧桐新興產業帶建設、重點企業引進、產
學研資合作、產業園區共建等多個方面。簽約項目有：設立中國版權
保護中心粵港澳版權登記大廳、中國科協（深圳）海外人才離岸創新
創業基地、大梧桐新興產業帶產學研資共用平台戰略合作、打造影視
文教創新數字雲服務平台、共建金融科技研究院、數字感知產業園等
項目。

深圳「老城區」羅湖脫變創新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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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湖區大梧桐新
興產業帶示意圖

■11月18日，在深圳高交會期間舉行的羅湖區
大梧桐新興產業帶推介會暨專案簽約儀式。

大梧桐新興產業帶規劃橫空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