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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居琴澳，共享生活”首期主题沙龙举办

聚焦民生“小切口”
共建琴澳“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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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琦琦

给孩子传授知识、带孩子们做游
戏、拉动爱心人士给孩子们送上学习
和生活物资……麦嘉浩是珠海边检总
站横琴边检站民警，也是广西柳州市
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苗族乡的一名支
教老师，今年是他第三次主动请缨前
往三江支教。“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微
薄的力量帮助山里的孩子成长，这对
自己而言也是一种新的人生体验和挑
战。”近日，麦嘉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夏天酷暑难耐、虫蚁横飞，冬天寒
风凛冽、冰冷刺骨，教室设备也极其简
陋。2021年8月，麦嘉浩第一次启程前
往三江同乐苗族乡，当地艰苦的条件让
他感到震惊，但他也早已做好了吃苦的
思想准备。

信任是师生沟通的有效桥梁，建立
信任更是走进学生内心的重要一步。
初到学校，麦嘉浩就主动找到当地的老
师，了解班上孩子们的家庭背景、民族
习俗、生活习惯、兴趣性格等，同时主动
走进他们的活动圈，跟他们闲聊谈心、
玩耍嬉闹。麦嘉浩很快和孩子们打成
了一片，他的关心关爱也赢得了孩子们
的信任，大家都乐于跟他分享自己生活
的喜怒哀乐。

“老师，26个字母怎么才能记熟？”
“老师，这个单词怎么读？”“老师，能再
解释一遍这个句子的语法吗？”了解情
况后，对麦嘉浩来说，相比环境的艰苦，
更让他觉得棘手的是学生们薄弱的英
语基础。当时，麦嘉浩负责的是124名
学生的英语教学，其中很多孩子连26
个英文字母也认不全。面对落后的教
育资源和孩子们那一个个渴望知识、勤
奋好学的眼神，麦嘉浩深知自己任重而
道远。

为了帮助孩子们打下良好的基础，
除了日常教学，麦嘉浩还利用课余时间
给基础较差的学生补课，不厌其烦地为
孩子们答疑解惑。同时，他时常通过灵
活多样的方式向孩子们传授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社会等多方面多领域的
知识，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科学地规划
自己的人生道路。

2022年9月10日，对麦嘉浩而言是
个特殊的日子，既是他人生的第二个教
师节，也是他在三江过的第二个中秋
节。他收到了学生们送上的真挚祝
福，也感受到了三江老乡给予的“家乡
的温暖”。

这天一大早，麦嘉浩来到留守儿童
阿香家中家访。“麦老师，您又过来啦。”
阿香爷爷看到麦嘉浩，热情地招呼他坐
下，并和他聊起了家常。这一次，麦嘉
浩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让阿香一家喜
出望外。原来，在麦嘉浩的发动下，有
一位爱心人士决定资助阿香在义务教
育阶段的生活费，大大减轻了这户困难
家庭的经济负担。“谢谢你麦老师，我一
定会好好学习，长大后报答社会。”阿香
开心地说。

一直以来，为给山区孩子汇聚更多
更优的成长教育资源，麦嘉浩在身体力
行做好支教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发动社
会各界人士贡献爱心和力量，让爱不断
传递。

“即便生活艰苦，但这里的孩子从
来没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一直努力用知
识改变命运。”支教一年多的时间里，看
到孩子们不断进步，麦嘉浩感到累并快
乐着，他也越来越明白支教的意义。当
看到孩子们明亮而渴望的眼神，他就下
定决心要帮助这群从小在山里长大的
孩子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启迪他们去
追求梦想。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三江学子
在实践中开拓视野，今年 8 月，横琴
边检站组织三江学子到珠海开展研
学活动，带领孩子们参观了日月贝、
珠海渔女、港珠澳大桥等地标性建筑
和开展多样的主题活动；同时，发动
站属各支部捐赠共计约2万元的学习
用具、吊扇、走廊灯、取暖器等助学物
资，为山区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
和帮助。

麦嘉浩给学生们上课。 受访者供图

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民警麦嘉浩：

为三江学子播下梦想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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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琴星乐度十字门驿站附近，一簇簇夹竹桃灿烂开放，濠江上的船只如同
在花海中航行，分外美丽。 何芳 摄

花海航行

本报讯 记者肖皓方 实习生李
美琪报道：10月21日，“我为琴澳规
则衔接献一策”首场主题沙龙活动在
横琴天沐河赛艇驿站举办。

本次活动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法律事务局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法务局主办，沙龙以“乐居琴澳，共
享生活”为主题，邀请来自各行各界
的十余位琴澳青年代表，就如何建设
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展
开深入交流。

活动现场，各嘉宾纷纷从在合作
区的生活经验出发，并结合自身的知
识背景，围绕跨境车辆、资金通关、教
育衔接、医疗保障、社区配套等话题
展开讨论，为促进琴澳一体化积极建
言献策。此外，沙龙还提及诸多澳门
居民密切关注的民生细节问题，如两
地驾照互认、“五险一金”缴纳、跨境
家政服务、民间社团注册等。

澳门街坊总会广东办事处助理
主任陈伟良认为，自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挂牌成立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日
益完善，琴澳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
澳门居民往返琴澳愈加密集、频繁。
通过提升两地人员往来的便利程度、
降低跨境所需的时间及资金等成本，
合作区将吸引更多澳门居民前来生
活居住。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赋予了横琴“便利澳门居民生活
就业的新空间”的战略定位。随着琴
澳两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的不
断推进，合作区深度对接澳门公共服
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为澳门居民在合
作区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加
便利的条件。

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成立
以来，合作区法律事务局在通关、公共
设施、公共交通、卫生医疗、社会保障
等各方面不断探索，在两地规则衔接、
互联互通上不断向纵深推进：制定印
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则衔接工
作指引（试行）》，提出包括推动申请综
合授权、协同立法、法律转化等12类

规则衔接路径；开展琴澳两地知识产
权、商事登记、房屋制度、社团管理等
15项规则衔接课题研究……近日举
办的“我为琴澳规则衔接献一策”系列
活动，也是合作区规则衔接工作的具
体举措之一。

合作区法律事务局代理局长钟
頴仪表示，本次活动旨在广泛收集

并深入了解琴澳居民在两地通关、
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卫生医疗、社
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意见，“为接下来
规划和出台更便利琴澳居民，尤其
是澳门居民在合作区生活居住的措
施做好充分调研，真正将合作区打
造成为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
家园。”

活动现场，澳门青年为合作区规则衔接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张扬 摄

□本报记者 肖皓方 实习生 李美琪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营造日益
趋同澳门的宜居宜业生活环境方面，
存在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怎样持续
增强合作区对澳门居民的吸引力？为
此，珠海传媒集团记者采访了多位澳
门青年，他们结合自身在合作区的生
活经历，为合作区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不断降低琴澳通关成本

澳门青创人士周炜能表示，随着
合作区全面取消澳门非营运小客车
入出合作区配额总量限制，澳门居民
往来横琴更加便利。随着经横琴口

岸通关的澳门单牌车数量持续增加，
他建议在交通高峰期增设通关车道，
缓解交通压力。

周炜能告诉记者，对于不少在合作
区就业的澳门青年而言，以单牌车作为
通勤方式虽然便利，但实现成本较高。
他希望未来可以逐步开放跨境巴士、跨
境电车等，并期待催生跨境代驾等服务
行业，进一步服务澳门居民往来。

满足多元医疗保健需求

澳门青年陈玉麟从事大健康行
业，他注意到一些在澳门随处可见的
常用药品在合作区却“踪迹难觅”。

“对于部分澳门居民而言，这些在港

澳注册上市的药品已经成为生活必
需品。”他希望通过琴澳两地医药衔
接的“小切口”改革，在药学服务领域
营造趋同澳门的生活环境。

陈玉麟表示，由于琴澳两地政府
实施的医疗补贴政策不同，部分以派
遣形式在合作区工作的澳门居民未
缴纳“五险一金”，存在无法在合作区
享受由澳门特区政府颁布的医疗补
贴及福利政策的情况。他希望两地
可以完善医疗福利体系的对接，为澳
门居民在横琴安居乐业提供保障。

促进两地教育资源对接

高玉婷是澳门城市大学的一名

助理教授，目前一家人都居住在横
琴，她的孩子也享受着合作区优质
的教育资源。在高玉婷看来，横琴
学校在德育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她也十分欣慰孩子可以适应新的学
习环境，“孩子来到横琴之后，上学
变得更加主动自觉了，也在老师的
指导下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
习习惯。”

高玉婷表示，对于已婚已育的澳
门居民而言，学童未来的升学问题是
他们所关注的“头等大事”。她建议
进一步完善教育衔接政策，尤其是高
考政策衔接澳门，解决澳门居民子女
读书升学的顾虑。

澳门青年建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则衔接

本报讯 记者肖皓方 实习生李美
琪报道：近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创
新发展研究院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
谷举办第三期“琴澳智库系列对话会”
活动。会议邀请澳门民联智库十余名
文化教育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琴澳
两地智库代表就“深化琴澳文化及教
育产业发展”展开主题讨论。

横琴创新发展研究院党支部书
记、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旭表示，此
次对话会以琴澳两地的文化及教育产
业合作为切入点，旨在探索如何进一
步深化两地文化教育行业的交流与互
动，在琴澳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
景下，拓展新的合作路径及行业发展
方向。

会上，两地智库代表纷纷献言，从
各自的专业领域及角度出发，围绕澳
门当下文化及教育行业的发展诉求、
琴澳两地优势资源的互补整合等具体
问题，发表观点和前沿见解。现场思
想碰撞不断，讨论氛围热烈。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澳门发
展的大舞台，琴澳合作在教育与文化
方面有着很多发展机遇。”澳门民联智
库陈冰冰理事长表示，在本次对话会
中获得了诸多启发，未来将持续与横
琴创新发展研究院交流合作，共同为
琴澳两地发展建设贡献智库力量。

据悉，“琴澳智库系列对话会”由
横琴创新发展研究院于2022年首次发
起，目前已经开展3期。此前，横琴创
新发展研究院分别以“聚焦纾困帮扶
琴澳中小企业升级发展”“琴澳人才合
作的重点和未来思路”为主题，邀请澳
门社会研究团体、澳门智库及内地智
库等代表展开深入讨论。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活动旨在
发挥智库的平台作用，让琴澳两地智
囊研究团体聚焦合作区发展建设，并
为合作区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第三期“琴澳智库系列对话会”举办

专家学者
共探文化教育合作机遇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实习生李
美琪：日前，“认知智能与解决方案”
第81期高层次人才交流会暨“周五
红茶会”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举
行。活动邀请机器学习算法系统架
构师Jon Sanderson和北京大学数
字中国暨广东研究院AIBL研究主
任、AI创新管理学家吴霁虹一同做
客交流会，详细介绍AI决策超脑™
创新发明，并围绕“认知智能”的主
题，分别从技术架构与商业应用的
角度，与现场参与者分享实践经验
与前沿观点。

人工智能应用范围广泛

什么是“认知智能”？“人工智能
已经经历了从首次提出到被赋予逻
辑思维的两次浪潮，并即将迎来以
认知智能为核心的第三次浪潮。”
Jon介绍道，不同于普通人工智能，
认知人工智能的运算模式超越了对
数据的分析处理，更加强调对知识
和经验的机器学习，通过对不同场
景模型的感知、学习、抽象和推理，
可以帮助人类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Jon通过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
为现场参与者深入浅出地讲解了AI
算法和认知智能的工作原理。Jon
看来，在数字经济和5G时代的发展
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的感知、学
习、抽象、推理等多维度能力得到了
全面提升，其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
大。就商业角度而言，该技术未来
将渗透至全产业链的各个厂商。

“目前人工智能有13个完全不
同的核心‘家族’，世界上可能有超
过1万种AI相关的算法，但鲜有人
利用人工智能支持商业战略决策，
也极少有人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商业
战略决策。”作为发明AI决策超脑™
系统算法原生框架的主创人员，Jon

认为，如今的认知智能可以被类比
为刚被当作一种能源的电，从被人
们接纳到广泛采用还需要经历社会
思维模式的转变。

AI辅助商业决策是片蓝海

如何让人工智能的研发成果
落地转化？吴霁虹想到了“商业+
AI”的组合。通过对境内外大小企
业的分析，吴霁虹发现，企业在管
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衰减率高的生
存难题——当企业遇到发展困境
时，请教顾问专家、进行管理培训
是传统的解决方法，但往往费时伤
财耗人力，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增
长难题。

吴霁虹向现场的参与者解释
道：“实际上，这些阻碍的根本来源
是人类的感知局限和认知局限。”为

了帮助企业走出发展困境，吴霁虹
联合众多人工智能科学家、创新管
理学家与工程师专家共同组建团
队，花费4年时间打造了AI决策超
脑™系统。据介绍，该系统的算法框
架能够支持n个场景、m个产品，能
够满足各类企业的多元化需求。

“在国家数字化发展的时代背
景下，数智驱动未来将是企业的‘刚
需’。”吴霁虹认为，用人工智能弥补
人类局限、以数智技术赋能企业决
策将是一片发展广阔的蓝海，“在中
国1.6亿市场主体、5100万企业至少
1.5 亿管理者，急需数智化成长方
案。AI辅助决策的市场空间，未来
3至5年有可能达到千亿级的目标
市场。”未来，她及团队将不断突破

“卡脖子”的算法发展困境，为数字
经济的发展提供数智支持。

中外大咖齐聚横琴畅聊AI商业落地发展机遇

人工智能赋能企业决策前景广阔

分享结束后，机器学习算法系统架构师Jon Sanderson与现场参与者深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