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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

敏輝 廣州報道）在12月5

日國際志願者日來臨之

際，香港文匯報記者3日

在廣州舉行的「一起來

粵有愛」——廣東志願服

務事業發展暨大灣區志願服務合作項目發布會上獲悉，在澳門中聯辦、中

國青年志願者協會的指導下，粵澳協作打造澳門志願者信息管理系統，實

現與 「i志願」系統（廣東志願者信息管理服務平台）數據互通，服務資

質和時長等的互認。此外，還聯合澳門社區義工聯合總會、中國銀行澳門

分行發行實體卡「大灣區義工卡」，打通粵澳義工激勵嘉許體系，未來，

持卡義工在粵澳購物、旅遊將享受相應折扣甚至免費服務。接下來，三地

將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志願服務聯盟，全力推動大灣區志願服務融合發展。

義工卡互認機制
◆義工身份憑證：在粵港澳實現身份互認。

◆資訊互通：打通大灣區志願服務的資訊通道。

◆義工時長互認：三地累積的服務時長，作為享受服務、成為星級志願者以及星級提升等的依據。

◆共同享受愛心商家的專屬優惠：截至目前，逾100家旅遊商家自願參與，比如五星志願者（服務時長超過1,500小時）
A級旅遊景區免票等。

◆參加大灣區義工服務和活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大灣區義工卡」融通粵澳
實現與「i志願」數據互通 服務資質和時長互認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加強
粵港澳青少年交流，在大灣區為青年

人提供創業、就業、實習和志願工作等機
會，推動青年人交往交流、交心交融，支持
港澳青年融入國家、參與國家建設。香港文
匯報記者了解到，廣東是全國志願服務第一
大省，並首創「i志願」這一志願服務管理
服務平台，信息化智能化優勢明顯。而港澳
志願服務起步早、國際化專業化程度高，三
地互補性高。為此，三地志願服務主管部
門、機構加強了交流與合作，並提出推動具
體項目落實。

為建灣區志願服務生態圈奠基礎
經多次交流會商，澳門志願者總會委託
廣東省志願者聯合會，在「i志願」系統的
基礎上，結合澳門實際，由「i系統」原班
團隊於今年3月起，分三期為澳門建設開發
功能齊全、用戶體驗優良的澳門志願者信息
管理系統，打造一個全天候在線的澳門義工
網上家園，為構建大灣區志願服務生態圈奠
定基礎。據預計，該系統將於明年內上線運
營並推廣應用。
經中國人民銀行專門批准，在「i志願」

下，廣東首創推出體現志願服務信息的特種
金融卡——註冊志願者證，為註冊義工提
供身份識別、信息查詢、服務記錄、保險保
障、金融消費、公共交通等功能。參照此創
新做法，澳門社區義工聯合總會與廣東省志
願者聯合會開展項目合作，聯合中國銀行澳
門分行發行大灣區義工卡，實現澳門志願者
系統與「i志願」系統數據互通，推動「註
冊志願者證」在澳門落地。大灣區義工卡將

打通粵澳義工激勵嘉許體系，持證持卡義工
在廣東、澳門均享受購物折扣、旅遊景點優
惠等優待。

將成立灣區志願服務聯盟組織
廣東省志願者行動指導中心主任、廣東

省志願者聯合會秘書長庾月娥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事實上，在國家、省有關部門的支
持下，志願服務合作項目溝通和籌備工作同
步在港澳開展，廣東團隊與澳門4家、香港
4家主要義工機構溝通，達成了合作意向。
由於疫情原因，項目率先在澳門落地。在疫
情受控後，三地將共同發起成立粵港澳大灣
區志願服務聯盟組織，並以此為契機全力推
動志願服務相關合作項目在香港落地，實現
三地志願服務資質互認、資源共享，推動三
地義工交心交融。
「志願服務被認為是大灣區可率先實現

融合發展的領域之一，而實現融合發展，數
據的連通是關鍵之一。」庾月娥說。

註冊達條件港義工同享優待
值得注意的是，在粵澳志願者系統註冊
以及服務時長達到同等條件的香港義工，將
可同樣享受兩地優待服務。
香港志願者協會辦公室主任黎伯均表

示，作為國際化大都市，香港有很多不
同的義工組織，不同領域義工亦普遍有
各自專業性技能，粵港澳之間互取所
長，發揮協同優勢，將有利於大灣區的
長遠發展。未來，要充分考慮到三地志
願服務各自特點，加強交流合作，推動
融合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廣東目前實名登記的註冊義工達到
1,311萬人，累計服務時長超過6億小時，
並以每年新增2億小時的數量增長。其中
亦有港人的身影和力量。最新數據顯示，
已有6,594名港澳人士在廣東註冊成為義
工，其中，香港居民達到5,522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在廣東，包括

鄉村扶貧、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社
區服務以及今年的抗擊疫情中，都活躍着
大量香港義工。
疫情中，來自香港的暨南大學國際學院

院長助理、社會醫學與衞生事業管理教研
室主任明偉傑教授，積極組建科普志願服
務隊，組織了百名內地、海外及港澳台本
科學生，利用專業知識開展科普宣傳，服

務公眾近6萬人次（包括500餘位外國師
生），通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闢謠，提醒
公眾提高防範意識和措施。另外，他還主
動捐贈自己的工資，改善貧困學子上網設
備；發表防控論文4篇，協助疫情控制，
其創立的醫療影像檢測公司亦加快研究用
在新冠疫情上。

義工：看好跨境志願服務
近日，共青團中央、中國青年志願者協

會表彰了一批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願
服務先進個人和集體，明偉傑被授予「抗
擊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願服務先進個人」
稱號。明偉傑表示，香港人在內地開展義
工服務，較以往已經方便了很多，有不少
香港人紛紛北上服務。他認為，實現大灣

區內粵港澳志願服務互認和系統互通很重
要。
「廣東在志願服務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很

先進，比如可以精準匹配義工和服務對
象，很快就能立項服務項目，又如微信即
可註冊義工等，香港可以借鑒。」
明偉傑十分看好開展跨境志願服務，並

期待在大數據、5G、人工智能等技術下的
智能化非接觸式服務方式。「以教育為
例，舉一個很小的例子，內地學生可以透
過香港的志願服務享受外語等服務，香港
學生則可以透過智能方式向內地請教數學
培訓。」
他認為，開展跨境志願服務，數據的打

通、系統的互通十分重要，是志願服務很
多方面融合的重要前提。

逾5000港人在粵註冊成義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台灣進口豬肉業者12月3日召開記
者會並連署聲明，明年起將維持現
狀，不進口含有瘦肉精的美國豬
肉，並主動標示進口產品為「無瘦
肉精肉品」。出席該記者會的業者
超過80家，在目前進口豬肉市場的
佔有率超過8成以上。與會進口豬
肉業者表示，為避免社會各界因當
局開放進口含瘦肉精豬肉持續爭
執，造成民眾不安，影響整個豬肉
品產業，將連署聲明維持不進口含
瘦肉精豬肉及落實標示產地意向
書。
聲明指出，美國是世界第二大豬

肉生產國，其豬肉約只有20%外
銷，其餘皆是內銷；現在整體美國
養豬趨勢也已逐漸轉為無瘦肉精飼

養，含瘦肉精的美豬已佔整體不到
10%。
因遭質疑連署聲明是為當局緩解

社會壓力，台灣禽肉發展協會榮譽
理事長李春來表示，事先並未完全
知會當局，進行連署聲明是進口豬
肉業者為目前的困境進行自救。
李春來無奈指出，民進黨當局8
月一宣布開放含有瘦肉精的美豬進
口後，9月台灣進口豬肉的整體業
績就下滑2成到3成，可謂損失慘
重。
對於豬肉進口業者的聯合聲

明，台灣行政機構秘書長李孟諺
表示，若業者基於商業考量、消
費者權益考量，要對瘦肉精做自
主性標示，這是商業行為，將予
以尊重。

義工卡金融及愛心服務
◆特色支付：比如交通出行、消費支付等。

◆免年費：比如在澳門，銀行卡年費50元澳幣。

◆基本保險：比如在廣東，志願服務期間（包括路上），遭受意外傷害事故導致身故、殘疾或醫療費用支出，對應獲得至
少最高賠付額度為10萬元人民幣的意外身故保險、10萬元人民幣的意外殘疾保險、5,000元人民幣的意外醫療保障，承
保範圍至少覆蓋全國。

◆首次取卡贈送義工背心。

◆「一筆消費，十分關愛」：持卡人每消費一筆，中銀澳門捐贈10分錢澳幣支持義工事業。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台業者連署拒進口含瘦肉精美豬

■■廣東共有註冊義工廣東共有註冊義工11,,311311萬人萬人。。圖為義工在疫情期間開展防疫物資生圖為義工在疫情期間開展防疫物資生
產和組織產和組織。。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近年來，大灣區志願服務組織交流合作頻繁。圖為第七屆志願服務廣州交流會暨首屆粵
港澳大灣區青年志願服務組織交流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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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23時10分，嫦娥五號上

升器3000N發動機工作約6分
鐘，成功將攜帶樣品的上升器
送入到預定環月軌道。這是中
國首次實現地外天體起飛。

與地面起飛不同，嫦娥五號上升器月面起
飛不具備成熟的發射塔架系統，着陸器相當
於上升器的「臨時塔架」，上升器起飛存在
起飛初始基準與起飛平台姿態不確定、發動
機羽流導流空間受限、地月環境差異等問
題；另外由於月球上沒有導航星座，上升器
起飛後，需在地面測控輔助下，借助自身攜
帶的特殊敏感器實現自主定位、定姿。

點火起飛前，着上組合體實現月面國旗展
開以及上升器、着陸器的解鎖分離。此次國
旗展開是中國在月球表面首次實現國旗的
「獨立展示」。點火起飛後，上升器經歷垂

直上升、姿態調整和軌道射入三個階段，進
入預定環月飛行軌道。隨後，上升器將與環
月等待的軌返組合體交會對接，將月球樣品
轉移到返回器，後者將等待合適的月地入射
窗口，作好返回地球的準備。

月球「土特產」打包完畢
嫦娥五號昨日已完成月面採樣工作，月球

「土特產」已打包完畢準備發回地球。香港
文匯報記者從國家航天局獲悉，12月2日22
時，經過約19小時月面工作，探月工程嫦娥
五號探測器順利完成月球表面自動採樣，並
已按預定形式將樣品封裝保存在上升器攜帶
的貯存裝置中。

自動採樣是嫦娥五號任務的核心關鍵環
節之一。在採樣和封裝過程中，科技人員
在地面實驗室根據探測器傳回數據，仿真

採樣區地理模型並全程模擬採樣，為採樣
決策和各環節操作提供了重要依據。着陸
器配置的月壤結構探測儀等有效載荷正常
工作，按計劃開展科學探測，並給予採樣
信息支持。

這是中國首次月面採樣，面臨不少困難。嫦
娥五號探測器經受住超過100攝氏度的月面高
溫考驗，克服了測控、光照、電源等方面的條
件約束，依託全新研製的地外天體樣品採集機
構，通過機械臂表取和鑽具鑽取兩種方式分別
採集月球樣品，實現了多點、多樣化自動採
樣。其中，鑽具鑽取了月面下的月壤樣品，機
械臂則在末端採樣器支持下，在月表開展多種
採樣。為確保月球樣品在返回地球過程中，保
持真空密閉以及不受外界環境影響，探測器在
月面對樣品進行了密封封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北京報道

嫦五實現中國首次地外天體起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