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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當
代中國著名書畫家范曾應邀擔任中國國家
博物館書畫院名譽院長。中國國家博物館
館長王春法前日向范曾頒發聘書。在中國

國家博物館白玉廳舉行的聘任儀式上，館
長王春法，黨委書記、副館長黃振春，以
及書畫院、藏品徵集與鑑定部、策展工作
部的專家，與范曾圍繞書畫院建設等事宜
深入交流。
王春法指出，今天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是一
代代老前輩不懈努力接續奮鬥出來的。大國
需要大家，國博需要范曾這樣有功力、德高
望重的大師和新時代文化自信的楷模。2018
年，書畫院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機構改革的過
程中應運而生。王春法要求，書畫院在未來
建設中要虛懷若谷，服務好老一輩藝術家；
要建立機制，聯絡好在學術上、藝術上有造
詣的國內外專家；要不辱使命，創作好無愧
於時代的優秀作品。

勉中青力創國家級精品
范曾表示，國家博物館書畫院不是博取

名利之地，而是莊嚴的國家學術機構，是
繼承和發展民族文化傳統的重鎮。他鼓勵
中國國家博物館書畫院的中青年專家勤奮
自勵，努力創作國家級水平的書畫精品，
希望中國國家博物館未來舉辦更多的學術
研討，更好地將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進行
內外展示。
范曾和中國國家博物館有着不解之緣。

1962年，24歲的范曾從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
系畢業，即分配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
1978年調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任教。在中國
歷史博物館工作的10多年，是范曾藝術生涯
中非常重要的階段，這裡的豐厚館藏、學術
氛圍和前輩示範，對他的成長、成熟，發揮
到非同一般的作用。2003年，在中國歷史博
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基礎上，正式組建
中國國家博物館。據統計，中國國家博物館
目前館藏范曾國畫、書法精品160餘件。

范曾受聘國博書畫院名譽院長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王春法向范曾（左）
頒發聘書。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湖

南永州開往廣東深圳北的G6078列車
上，一位女乘客前日上車後「霸佔」
他人座位拒不還座的事件，引起社會
關注。昨日，廣州鐵路部門和鐵路警
方分別發佈調查處理通報，該名32歲

周姓女乘客被處以罰款 200 元人民
幣，並在180天內被限制購票乘坐火
車。
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原本車票是

靠窗座位的那名乘客向乘警投訴後，
乘警與霸座女乘客反覆溝通無果。

女乘客高鐵「霸座」
罰款200禁乘火車180天

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2017年全國兩會，王夢恕（左）接
受香港文匯報採訪。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在論壇舉辦期間，王瑞軍透露的最新數
據顯示，近十年來，廣東從2009年

3,000家高新技術企業，到今年增長了10倍
達到3.3萬家。截至去年，廣東省國家高新
區數量達14個，高新技術企業逾3.3萬家，
國家重點實驗室達28個。而香港近十年間
在世界競爭力年報中的排名均在前三。

粵港合作支持1745項目
據了解，從2005年開始，粵港科技合作
資助計劃已實施14年，共支持實施了1,745
個項目，支持金額超30億元，其中粵方資
助項目超1,500項，金額超24億元；港方資
助項目達141項，金額達6億元，聯合資助
項目近100項。
在產學研合作方面，雙方也有着顯著的
成果。香港高校在粵機構依託「母體」力
量，除建立了8家具有獨立法人的研發機構
外，還建立了72個科研創新平台，為密切
粵港兩地的產學研合作奠定了基礎。
在當天的論壇中，陳冠華教授表示，今
年香港已有超過1,000家初創企業誕生，考
慮到內地市場、人才資源等優勢，不少初創
企業選擇到大灣區發展。「但現在隨着香港
創業氛圍的改變，留在香港的企業也變多
了。」他說。
他還指出，隨着香港大學生參與創新創

業的熱情不斷高漲，由大學老師帶隊的學生
科研團隊轉化率也不斷提高。在港科大、浸
會大學、港中大、港城大等香港本土「學院
派」科技人才的推動下，香港在機械人、人
工智能、微電子、新材料、生物科技、金融
科技等領域的產業優勢逐漸突顯。

促港政府加大科研經費
陳冠華強調，將粵港澳大灣區與美國硅

谷比較會發現，硅谷的人才資源主要來自當
地史丹福大學、加州伯克利分校等名校，對
此，香港各大學正好可以作為大灣區的人才
培養地。
對於廣東省內的「天河二號」超算中

心、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學裝置，陳冠華坦
言，對香港科研團隊提供了很大幫助，並希
望香港政府今後在科研經費方面能夠不斷加
大投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珠海報道）第二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國際傳播論壇（下稱「海絲論壇」）自9月19日至21日在珠海舉行。廣

東省科技廳廳長王瑞軍在論壇上介紹了粵港合作的矚目成就，包括粵港科

技合作資助計劃支持1,745個項目，金額超30億元（人民幣，下同），港

高校在粵設立72家科創平台等。兩地專家現場聚焦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

助推大灣區企業把握「帶路」機遇。香港大學教授陳冠華稱，近年香港

「學院派」科創人才崛起，大學人才在機械人、人工智能、微

電子、新材料、生物科技、金融科技等領域

嶄露頭角。此外，廣東的超算中心、大亞

灣、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學裝置，也為香

港科研團隊提供了諸多幫助。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隨着首次裝
載搜救載荷的兩顆北斗導航衛星19日夜間升
空，中國北斗將逐步開始為全球用戶提供遇
險報警服務。
從四川省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升空的這兩顆
衛星，是中國首批裝載搜救載荷的北斗導航
衛星，也是北斗三號系統第13、14顆衛星。

中國北斗「走出去」重大成就
據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主任冉承
其介紹，中國將在這兩顆衛星發射成功後建
成北斗中軌搜救系統，並作為全球衛星搜救
系統的組成部分，為全球海上、陸上和空中
用戶提供遇險報警及定位服務，這是中國北
斗「走出去」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
全球衛星搜救系統由國際搜救衛星組織負
責管理，成員包括40多個國家和組織，中
國是成員國之一，交通運輸部是對口聯繫
單位。

該次裝載的搜救載荷由交通運輸部參與建
設。近年來，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
與交通運輸部相關部門圍繞北斗衛星搜救系
統建設，在研究論證、國際合作、技術攻關
等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今年2月，國際搜
救衛星組織正式通過將北斗系統納入全球衛
星搜救系統實施計劃。
交通運輸部所屬的中國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空間信息事業部負責人李晶說，這次發射的
兩顆北斗導航衛星及其搭載的搜救載荷，將
有效提升全球衛星搜救系統的遇險報警轉發
效率，為全球遇險人員提供「中國守護」，
更好地保障全球遇險人員的生命安全。
「下一步，我們將與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
理辦公室密切協作，對已經發射的北斗衛星
及搜救載荷進行持續監測，做好後續衛星搭
載搜救載荷的建設籌備工作。」李晶說。
後續，北斗搜救系統還將實現「返向鏈

路」功能，即利用北斗系統向遇險人員發送
反饋信息，告知其報警信息已被收到，以此
增強遇險人員獲救信心，提升救援成功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珠海報道）
在昨日舉行的「粵港澳大灣區共享新時代
機遇」分論壇上，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
究院教授張光南指出，大灣區產業政策是
很值得關注的議題。他表示，香港政府歷
來是採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不干預的邊界
是較易權衡的，因為有些東西不做、不涉
及就可以不干預，但是積極度很難衡量，
如果做到一個產業政策既公平又發展，這
需要從培養產業開始着手，鼓勵發展大灣
區內的潛力產業、中小企業和支柱產業。
張光南表示，所有的支柱產業都可能

是從培育產業成長而來的，因此，支持

培養產業就意味着所有的產業都有機
會。支持青年創業，就意味着所有的創
業者都有機會，這就是政策方向的公平
與發展。
「大灣區創新是全球創新環節的其中

一部分，因此，大灣區科技創新不僅是一
個區域的創新，更可以輻射『一帶一
路』及全球。」廣東亞太創新經濟研究
院理事長、中聯部「一帶一路」智庫合
作聯盟專家李志堅認為，大灣區以前沿
技術創新推動未來產業科學的發展，將
可建設成為全球創新發展高地和全球最
具活力的區域。

專家：大灣區產業政策值得關注

據 北 京 媒 體 報
道，中國著名隧道
及地下工程專家、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昨日下午離
世，享年80歲。王夢恕因主持和參與
中國高鐵的研發建設工作，被各界譽
為「高鐵院士」。值得一提的是，王
夢恕對香港高鐵建設十分關心，2017
年全國兩會上曾通過香港文匯報呼
籲，香港高鐵建設耽誤不得，一定要
實現深圳至香港九龍段的連通工程。
作為內地鐵道建設專家，王夢恕於

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屆院士。
其被國內外所熟悉的，是在2011年
「7．23」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後，中國
高鐵建設一度陷入停滯，擔任事故調
查組專家組副組長的王夢恕開始扮演
中國高鐵「辯護人」的角色，對於外
界質疑，明確指出事故是管理方面出
了問題，並非技術方面的缺陷，為中
國高鐵技術質量正名。

談「吃便宜盒飯」惹關注
王夢恕曾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委員、

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給媒體留下「直
言」、「敢言」的印象。特別是作為
鐵路專家，對於有關鐵路方面的採訪
更是來者不拒，是媒體口中的「採訪
友好型」明星院士。近兩年，令人印
象最深刻的是，對於此前「因為包給
企業，高鐵盒飯40多塊錢一份」的情
況，他直接回應稱，該做法在「丟高

鐵的人」，並表示要研究辦法「讓大
家吃上更便宜的盒飯」，成為當年兩
會期間最受關注的新聞之一。
王夢恕也多次對中外媒體介紹，中

國的軌道技術、橋樑技術、隧道技術
等，都佔據世界領先地位，助力中國
高鐵「走出去」。

對於香港高鐵建設，王夢恕也特別
關心。去年全國兩會，他對香港文匯
報獨家表示，廣深港高鐵實現連通，
這樣香港通過高鐵將能直達北京，全
路程時耗控制在8小時。但是，香港近
年受各種阻亂因素，已使香港修建高
鐵的代價達到內地的一倍之多，香港
的高鐵工程建設耽誤不得。他指出，
高鐵可以提升一個城市的GDP水平達
到72%，有利帶動地區發展，廣深港
高鐵全線貫通後，香港肯定能享受到
高鐵福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兩北斗衛星升空
為全球提供遇險報警

「高鐵院士」王夢恕逝世
曾籲港高鐵耽誤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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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顆北斗衛星前日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成
功發射。 新華社

■大灣區城市群產業展覽的智能製造展
示區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香港大學化
學系資深教授
陳冠華
香港文匯報
記者帥誠攝

■■大灣區城市群展示各自高新企業大灣區城市群展示各自高新企業
產品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