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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實踐證「一國兩制」成功
委員長晤中央駐澳機構及主要中資機構負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前日（9日）下午在澳門會

見了中央駐澳機構和主要中資機構負責人。他讚揚澳門在貫徹和

落實基本法當中「不變形、不走樣、不打折扣」，各項社會事業

取得可喜進步，呈現出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民生改善、社會和

諧的良好局面和發展態勢，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一個正確

的選擇，是符合實際的，也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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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在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與澳門教育界及高
校學生代表交流座談會上，澳門行政長官崔
世安表示，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推出讓更多
澳門學生到內地高校升讀的優惠政策，令更
多澳門學生有機會入讀內地著名高等學府，
對培養高素質的建澳人才發揮了重要的鼓舞
作用，特區政府亦鼓勵澳門的年輕一代，努
力把握國家的發展機遇，將自身的發展與國
家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
崔世安昨日在座談會上說，委員長關心澳

門年輕一代的健康成長，對澳門的教育發展

和青年工作，一直都給予了重要的指示。第
四屆澳門特區政府履職以來，根據中央的指
示精神，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在推動澳門穩步發展的同時，堅定推進社會
保障、醫療、住屋、教育和人才培養五大長
效機制的建設。
在教育方面，崔世安指，澳門特區政府努力

貫徹「教育興澳」和「人才建澳」的施政理念，
逐步落實制度建設，「全力構建全民教育網絡，
政府的資源投入逐年增長，積極推動居民競爭力
和綜合素質的穩步增強。」
他表示，在澳門教育界的支持和配合下，近

年推動教育發展和青年培養的力度不斷加大，
教育素質日益提升，「澳門的青年學生關心澳
門，熱愛國家，保持着積極向上的學習熱情。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鼓勵澳門的年輕一代，努
力把握國家的發展機遇，將自身的發展與國家
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不斷地為澳門年輕一
代創造更多成長、成才和成功的機會。」
崔世安續指，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最近推出的讓更多澳門學生到內地高校升讀
的優惠政策，使更多澳門學生有機會在內地
著名高等學府升學，對培養高素質的建澳人
才發揮了重要的鼓舞作用。

崔世安勉澳生：抓機遇成高質人才

澳門大學前身為
澳門首間現代大學
─私立 東 亞 大

學，於1981年成立。經過35年的發
展，已成為澳門最優秀的國際化、唯
一一所綜合性公立大學。為配合澳門
高等教育的發展及其對高質素人才的
需要，在中央的支持下，澳大於2014
年8月遷入位於珠海橫琴島、一個沿用
澳門法律管轄的全新校園，面積比舊
校園約大20倍，佔地約1.09平方公
里，可容納最少15,000名學生，令澳
大踏入了新發展。
隨着《中葡聯合聲明》在1987年簽

署，澳葡政府籌備將私立東亞大學轉
為公立大學，以配合澳門政權移交過
渡期的人力資源需求。翌年，澳葡政
府通過澳門基金會收購東亞大學並重
組，1991年更名為澳門大學，轉為公
立大學。
澳大舊校園位於澳門氹仔島觀音

岩，校園面積僅約5.4公頃，被指為
「有校無園」。2002年開始，澳大開
始尋求一片綠色田野來建設澳大新校
園，尋求較長遠的發展空間。
2006年2月，澳門特區立法會通過了

《澳門大學法律制度》，奠定了澳大
的法律地位。在此基礎上，澳大於
2007年向特區政府提出數個撥地建校
方案，但基於各種原因而無法實行。
同年，澳大開始制定10年發展規劃，
覓地建校的要求變得更加迫切。

橫琴擴校依澳門法律管轄
2007年5月，由時任澳門特區行政長

官何厚鏵主持的澳大大學議庭及校董
會聯席會議中，橫琴島撥地建校的可
能性首次被提出討論。校董會經過勘
察調研後，於2008年中正式向特區政
府提交了在橫琴島興建校園的建議。
2009年4月，澳門特區政府正式向國

務院提交了報告，請求中央政府同意
澳門大學在珠海橫琴島建設新校區，
並授權澳門特區對澳門大學新校區實
行法律管轄。
6月22日，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

引介《關於提請審議授權澳門特別行
政區對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
轄的議案》，並於6月27日獲得全國
人大常委會通過，授權澳門特區政府
對澳門大學橫琴校區依照澳門特區法
律實施管轄，橫琴校區與橫琴島其他

區域，實行隔離式管理。
澳大新校園於2009年12月20日奠

基。2013年11月5日，澳大在新校區
大學會堂舉行正式啟用儀式。2014年8
月，澳大正式完成了遷校，搬入橫琴
校區。
新校園設有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

院、法學院、科技學院、社會科學學
院、人文學院、健康科學學院，及中
華醫藥研究院，校園內並設開放式科
研基地，現時澳大的微電子和中醫藥
兩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將遷入該科研基
地中。

科研基地留大空間方便合作
科研基地主要研究醫藥、電子及資

訊科技，及能源環保，並將科研成果
進行技術轉移及創新產業孵化。
科研基地同時預留大量空間，以供

日後不斷新增的科研項目及其它研究
機構合作進行新領域研究時使用，以
促成澳大、澳門其他大學、珠三角以
至全國各地大學的合作研究，並為粵
澳合作及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創造契
機。

■記者 鄭治祖

舊校區「有校無園」遷橫琴擴容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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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朱朗文）在昨晨與澳門教育界及
高校學生代表交流座談前，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先參觀了澳門大
學校史館，聽取澳門大學整體規劃、
歷史和辦學理念的介紹，並了解澳大
兩間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科研成就。澳
大自2014年起搬進珠海橫琴後，面積
比舊校園大20倍，張德江指出，澳大
現在擁有一平方公里寬敞的大學校
園，充分體現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
府對澳門教育事業的支持。
張德江一行在澳門特首崔世安陪同下

視察澳門大學，並參觀了澳大校史館、
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
重點實驗室及中藥質量研究實驗室。

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澳大
校董會主席林金城及校長趙偉在大學
展館迎接。據澳大的新聞稿指，林金
城向張德江分別介紹校園設計特色、
整體規劃，創校歷史、辦學理念和科
研成就。

關注中醫藥微電子研究
林金城表示，澳大新校園體現「天時、

地利、人和」的優勢，在中央政府、澳門
特區政府的支持下，澳大才可以擁有條件
和空間發展，加上澳大同仁的努力，令大
學近年得以發展迅速，為祖國、為澳門培
養更多愛國愛澳的人才。
張德江在參觀澳大時，用「很好」

兩個字來讚賞澳大的校園和發展。

他表示，澳門特區政府重視教育資
源的投入，令澳大近年可以迅速發
展，在國家和世界都位於前列，而澳
大擁有一平方公里寬敞的大學校園，
更充分體現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
對澳門教育事業的支持。
他還對澳大的住宿式書院制度、中

醫藥及微電子研究很感興趣，其間多
次向林金城及趙偉了解有關的發展。
張德江其後在與澳門教育界師生交

流時指出，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就
是「一國兩制」在澳門先行先試結出
的碩果：澳大原來老校區土地面積比
較小、比較侷促，想發展是很困難，
搬到新校區後，面積增加了20倍，
「這樣就伸展開了，英雄可以有用武
之地。所以，這個新校區的建設，在
某種意義上來講，使澳門大學邁入了
一個歷史的新階段。」

學生：鼓舞榮幸 感謝中央
澳大學生會理事會理事長、工商管

理學院學生何兆冬表示，張德江是次
視察澳大，是對澳門教育的重視，對
學生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澳大學生會會員大會主席團主席、

科技學院學生梁景倫也十分榮幸可以
迎接委員長考察澳大，並非常感謝中
央政府給予一平方公里土地讓澳大建
設新校園，使學生能夠在這麼好的環
境中學習和生活。

張德江在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
的陪同下看望了中央駐澳機構和

主要中資機構負責人。他指出，澳門回
歸祖國近18年來，在貫徹和落實基本
法當中「不變形、不走樣、不打折
扣」，四屆特區政府和兩任特首都堅定
地跟中央保持一致，愛國愛澳力量佔絕
對優勢，各項社會事業取得可喜進步，
呈現出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民生改
善、社會和諧的良好局面和發展態勢。
他續說，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底在會
見到京述職的行政長官崔世安時，肯定
澳門「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
了榜樣，中央對此高度評價」。

讚各機構辛勤付出深耕厚植
張德江指出，實踐證明，「一國兩制」

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是符合實際的，也是
成功的。這與中央駐澳機構、中資企業的
辛勤付出和深耕厚植密不可分。大家為實
現「一國兩制」方針、貫徹基本法、落實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做了很多扎實工
作，取得了很大成績。
他代表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國務院
向大家表示親切的慰問和良好的祝願。
張德江希望，大家繼續對黨和國家

堅定信心，對「一國兩制」堅定信心，
並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國務院副秘書
長江澤林等陪同會見。
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主任王志

民、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葉大波、解放
軍駐澳門部隊司令員王文等中央駐澳機
構和主要中資機構負責人出席了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朱朗文 澳門報
道）在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張德江與澳
門教育界及大學生代
表交流座談時，有6
名澳門教育界人士發
言，包括校長、教師
和學生，內容圍繞人
才培養、加強中史教育、提升師資及青年
發展等，但目標一致：澳門要與國家相輔
相成，共同發展。

育人才「小特區大舞台」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指出，澳門高
校只有緊密地根據澳門所需和自身所長，
培養人才才具有競爭力，而由這些人才支
撐起來的社會，才會更具競爭力。全球
政經形勢瞬息萬變，危與機並存，只有
繼續加強人才培養，才能有效地提高澳
門競爭力，彰顯澳門這個「小特區、大
舞台」在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維護
祖國和平統一、配合國家實施「一帶一
路」倡議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增中史教育及實踐教學
鏡平學校校長黎世祺強調，澳門中
小學要承擔更大的使命，促進他們對中
華歷史文化的認識，繼承愛國愛澳的優
良傳統，建議加強中華歷史文化教育工
作，包括做好教師培訓，讓教師真正成
為中華歷史文化的守護者、傳播者、實
踐者；挑選高素質的教材，如由澳門和
內地合作編寫的教材；加強課外實踐教
學；積極支持澳門學生報讀內地大學，
加深對國家的認識，還能感受到內地創
業創新、互聯網新興經濟發展的熱潮。

增科研投入 抓灣區機遇
澳門大學科技學院教授余成斌指
出，澳門不乏優秀科技人才，非常有利
對外交流和科研發展，而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是澳門發展科研的大好時機，希望
特區政府進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引進和
留住高端人才，以推動大灣區建設及澳

門經濟產業多元發展。

增在職進修 到內地學習
濠江中學青年教師呂綺穎強調，為

澳門培養更多愛國愛澳的良好公民，教
師要把個人理想和工作，與國家及澳門
發展緊密結合，全面準確認識「一國兩
制」方針，以身作則讓學生了解及遵守
基本法，並要深入認知國家歷史和文
化，並希望澳門特區政府優化大學師範
教育課程、加強在職進修及多為教師提
供到內地參訪學習的機會。

「家事國事天下事皆關心」
澳大學生會主席梁景倫引用明代思

想家和政治家顧憲成的著名對聯「風
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
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強調學生
希望抱着同樣的精神回報國家社會。國
家自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迅速，對澳門青
年升學、成長帶來很好的機遇，希望今
後澳大學生會能與內地知名高校學生會
建立長期交流合作關係，每年都派出學
生會骨幹進行互訪交流、提升素養。

「問自己可為國家做什麽」
澳門學聯理事長李兆祖表示，澳門

青年都期盼有機會參與國家高速發展的
成果，更是與國家共成長，希望澳門學
聯能繼續加強與內地學聯的合作，讓澳
青能夠參與內地的青年工作，甚至有機
會代表國家參與國際性或地區性交流，
把澳青發展與國家發展連在一起，在世
界舞台上發光發熱，「不問國家可以為
你做什麼，要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
麽。」

澳教界冀與祖國相輔相成

■■張德江與澳門青年學生座談張德江與澳門青年學生座談。。 曾慶威曾慶威攝攝

■■張德江詳細了解澳大規張德江詳細了解澳大規
劃劃。。 澳門新聞局圖片澳門新聞局圖片

■■張德江張德江（（前排左八前排左八））99日下午在澳門會見中央駐澳機構和主要中資機構負責人日下午在澳門會見中央駐澳機構和主要中資機構負責人。。 中通社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