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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对于澳门青年李卉茵来说 ，有着不
同寻常的意义 。这一年 ，既是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 ，也是李卉茵创业的第十年 。同一年 ，她还
完成了一本小小的自传性文集———《我们澳门
二十年 》。李卉茵说 ：“这本书 ，是我自己与澳门
这20年共同成长的个人记忆见证 ，也是一个小
人物眼中的大时代。”

李卉茵创立的 “梳打传媒 ”藏身于澳门半
岛一栋具有历史感的商业中心 。 “太难了 ！”回
忆起十年前的创业决定 ，李卉茵感叹 ：“当时家
里人是不太支持我的决定的 。我妈妈觉得一个
女生还是去做公务员会比较稳定。”

她本科毕业于暨南大学广告专业， 一直向
往从事传媒业 。 “当时澳门当地人对于澳门的
资讯只能从香港的杂志上获得 ，我想在澳门本
地，做一本属于澳门人的生活杂志。”

2009年，《梳打》杂志正式创刊了，免费向公
众派发 。“澳门旧时被称作 ‘梳打埠 ’，所以我们
的杂志就取名 《梳打 》，第一期的主题就是 ‘寻
找百年梳打埠 ’，采访澳门的百年老店 、学校和
餐厅 ，展现澳门历史 。”李卉茵告诉记者 ，“第一
期杂志60多页，全部是我一个人写的”。

10年来 ，一个月一期的 《梳打 》从未间断 ，

至今已经出了整整129期。杂志的发行量也从10
年前的每期几千册到现在的每期45000册 。“澳
门人口只有60多万， 这意味着， 每10个澳门人
里，就有一个人能看到我们的杂志”。

随着澳门特区政府对青年创业扶持力度的
加大 ， 以及和内地交流合作的深入 ，《梳打 》杂
志的市场逐渐打开 ，经营范围也从杂志延展至
高端奢侈品牌的公关工作 。 公司的职能部门 ，
也从澳门发展至内地。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成立 。李卉
茵当选为副主席及澳门区主席 。2019年9月 ，他
们组织了来自粤港澳三地逾4000人走访江门 、
佛山 。李卉茵说 ： “粤港澳大湾区要融合 ，先要
彼此了解 ，彼此沟通 。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平
台 ，并借助这个平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青年
去创业、去为自己的未来奋斗。”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李卉茵写了
一本小小的自传 《我的二十年 》，献给特区20岁
生日 。“20年前 ，澳门回归 ，我17岁 ，在暨南大学
读书。回归10周年的时候，我27岁，开始‘梳打传
媒’的创业。今年37岁了，也是澳门回归20周年，
我与特区共成长， 我想把更多的澳门故事讲给
大家听”。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谭铮

●2006 年， 澳门特区
政府颁布实施 《非高等教育制
度纲要法 》， 明确将 “爱国爱
澳”定为总目标之一。

●2007 年，澳门率先在
大中华地区实施 15 年免费教
育 ，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全
面免费教育。

●2009 年，中央批准澳
门大学珠海横琴建设新校区 ，
并授权澳门特区政府在新校区
内实施澳门法律和行政体系。

●2013 年，澳门大学横
琴新校区正式启用。

●2016 年， 澳门启动
“青年创业创新培育计划 ”，对
本澳青年进行创业创新培育 ，
并加强青年对内地特别是粤
港澳大湾区个城市发展情况 、
扶持措施的了解。

●2017 年， 澳 门 通 过
《高等教育制度 》法案 ，成立澳
门高等教育基金 ，支持澳门的
院校、学生到内地交流。

（张璐瑶 谭铮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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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谭铮

2012 年， 牛一鸣从北京来到澳门， 进入澳
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今年
他刚读完博士，又成功申请了澳门大学“濠江博
士后”计划。 他告诉记者，希望继续在澳大做研
究，未来能在大湾区发展。

牛一鸣是河北石家庄人，从河北到澳门，跨
越近 2000 公里。 2012 年之前，牛一鸣的生活、
学习轨迹都在内地。 经老师介绍，他才了解到，
原来，在澳门大学有一个中华医药研究院，以及
一个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来之前，我和大多数内地学生一样，对澳门
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他告诉记者，到了澳大之后才
发现，澳大有非常开放的、公共的研究平台，比如研
究院最新的创新制剂平台等都是对学生开放的。

在这里做研究，牛一鸣感受到了更多“不一

样”。“澳门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一方面在传统
岭南中药文化熏陶下， 对中药研究有天然的文
化土壤；同时，它与国际交流密切，可以及时引
进国外的新技术、新方法。 ”

如何把传统中医药的精髓与现代科技相结
合，助推中医药发展？ 在研究院，牛一鸣把现代
药学和免疫学理论融入中药研发中， 提取中药
天然活性的多糖成分， 并将其作为生物材料应
用在骨组织的修复中。 同时， 他还将现代材料
学、工程学等技术引入，用水凝胶、微球、3D 打
印等新技术， 让天然中药成分的生物材料可以
应用在不同的组织修复过程中去。不久前，他的
研究成果在 2019 中国生物材料大会暨国际先
进生物材料大会上获奖。

他和团队从中草药杜仲中提取有效成分，

结合静电纺丝技术， 研发植被了一种新型纳米
伤口敷料。 这种敷料广泛适用于临床存在的慢
性难癒合伤口， 特别是对糖尿病溃疡或大面积
皮肤烧伤烫伤的治疗与护理。 该成果获得了全
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第二届“京津冀
- 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近年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牛一鸣和澳
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的师生们带来了更多科
研成果转化的机遇。 在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
实验室中，一个集合研发、小型生产为一体的制
剂工程中心已经启用。“澳门面临产业转型，也
非常积极推动整个大湾区的青年学者创新创
业。 我们实验室的相关成果也正在积极投入到
相关创新创业、 产业转化过程中。 ” 牛一鸣
说。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谭铮

1999 年，澳门女孩何泳仪出生了。
何泳仪出生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太

爷爷、爷爷都是中医，爸爸习武，是黄飞鸿第四
代传人。 7 岁开始，何泳仪就跟着爸爸学习中华
武术， 成为黄飞鸿第五代传人。 在爷爷的医馆
里，她又迷上了抓药、开方。

小学二年级，何泳仪跟爸爸来到广州。 在广
州读书期间， 她就曾代表广东队参加世界传统
武术锦标赛。 小学六年级，她回到澳门，被选入
澳门代表队，曾代表澳门参赛，获得世界青少年
武术锦标赛女子对练冠军、南拳亚军。

习武经常受伤， 中医药在治疗跌打损伤方
面又有独到之处。 从小开始，何泳仪就深刻体会
到了“医武同源”的道理。“长大了，我也想学医，
想帮到更多人。 ”她说。

“中医的根在中国内地，我想回去读书。 ”
2017 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保送到内地高校。 那一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刚刚
开放了澳门生保送制度。 听说消息之后，何泳仪
专门改了志愿表， 成功被录取至广州中医药大
学国际学院中医学专业。

在广州， 她仍然没有放弃中华武术。 在学
校，她加入了武术队，课余时，她还教一帮小朋
友练武术，科普一些中医药常识。 何泳仪发现，
中医药在澳门越来越“热”了。“越来越多的澳门
人也去贴三九贴， 中医诊室排队的人数也不比
西医诊室少”。

如何将中华医药、武术传递给更多人？ 这个
刚满 20 岁的澳门女孩有一个小心愿：希望未来
学成，也能在澳门挂牌，成为一名中医。“每周两
天在澳门行医、两天到内地行医，还有两天教武
术。 ”她笑道。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谭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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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
澳大横琴校区

是“一国两制”创举

澳门女孩习武学中医
改志愿到广州读大学

澳门旧称“梳打埠” 她办杂志讲“梳打”

跨越两千公里 他到澳门研究中药

1999 年 ，17 岁的李卉茵还在读大学 。 2009
年 ，她开始创业 。 2019 年 ，她写了一本小书 ，用
一名澳门普通青年的视角 ， 讲述澳门回归祖国
20 年的小故事 。 如今 ，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的
便利政策，她又常往返于内地和澳门之间 ，办公
司、学昆曲、组织粤港澳青年活动。

在广州 、在深圳 、在珠海 、在澳门……我们
看到 ， 越来越多年轻的身影活跃在内地与澳门
之间，为两地发展带来新鲜血液。

三成高中生到内地读大学
“教育兴澳、人才建澳。 ”回归 20 年，澳门特

区政府竭力打造高质量、高公平的教育体系。早在
2007 年， 澳门就率先在大中华地区实施 15 年免
费教育，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全面免费教育。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局长老柏生告诉记者 ，
回归时 ， 澳门的免费教育津贴只有 3.7 亿澳门
元/学年 ，2018/2019 学年 ，增至 16 亿澳门元 ，增
长 4 倍多 。 免费教育学校系统的校部覆盖率达
到 95.5%，覆盖学生超过 7.3 万人。

澳门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各类高层次人才 ，
澳门原有高等教育底子比较薄 ，怎么培养人才 ？

澳门高等教育局局长苏朝晖告诉记者 ，近年来 ，
越来越多内地优秀学生 、教师 、科研人员到澳门
来，共同促进了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 “目前，澳
门高校 3 万多在校生中 ， 有超过 40%是内地来
的学生。 ”澳门到内地升学渠道也越来越通畅 ，
更多澳门学生有机会升读内地 “双一流 ”高校 。
老柏生告诉记者 ，仅 2018/2019 学年 ，就有约三
成的高中毕业生选择到内地升学。

数据显示，1999 年， 澳门居民劳动人口中 ，
只有 11%的人拥有高等教育学历 。 2019 年第二
季度，这一数据增至 39.6%。预计到 2020 年将超
过 40%；1999 年，澳门高校科研人员只有 14 位 ，
现在超过 600 位 。 各高校开设的课程 （专业 ）数
量、种类等都大幅提升。

2013 年，澳门大学横琴校区正式启用 ，为澳
门大学的发展掀开了新篇章。 借力内地丰富、多
元的高等教育资源 ， 越来越多澳门学生到内地
参访 ，澳门高校也通过 “2+2”、建立联合实验室
等方式与内地联合培养人才。

2017 年，澳门通过《高等教育制度》法案，成
立澳门高等教育基金 ，支持澳门的院校 、学生到
内地交流。 苏朝晖透露 ，今年又传来好消息 ：国
家教育部与澳门签订了学历互认备忘录 ， 澳门

所有高等院校的学历在内地已经得到全面认
可。未来，澳门学生到内地升学、就业更方便了。

“双城”工作成青年生活常态
如今， 越来越多的澳门年轻人渴望了解大湾

区、走进大湾区。 “双城”工作、两地创业成为常态。
李卉茵的传媒公司开设在澳门 ， 得益于大

湾区的各项便利政策 ， 她把设计等部门放在了
横琴办公。

在澳门，每年也有不少年轻人到深圳、中山、
广州、东莞、珠海等地，了解内地创新创业的政策
措施。 2016 年开始，澳门教青局联合相关部门合
办“青年创业创新培育计划”及相关考察团，尤其
加强澳门青年对大湾区各城市发展情况、 扶持措
施的了解，三年来已累计超过 10.3 万人次参加。

与内地的频繁交流让更多澳门青年越来越
了解祖国。 老柏生介绍，2004 年，澳门教青局推
出“认识祖国、爱我中华”资助计划等一系列内地
交流活动，已有超 14 万人次到内地交流。

“澳门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越来越深
入。 ” 苏朝晖说 ，“澳门的年轻人已不单是澳门
人，还是大湾区人”。

大
事记

“澳门的和谐稳定不是
与生俱来的 ，是因为背后有强

大的祖国在支撑。”
———澳门青年谭梓濠

“粤港澳大湾区要融合 ，先要彼
此了解，彼此沟通。”

———澳门青年李卉茵
“中医的根在中国内地 ，

我想回去读书。 ”
———澳门青年何泳仪

声
音

“澳门新一代” 与特区共成长
澳门所有高校学历获内地认可；年轻人“双城”工作创业氛围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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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内地女友为妻
教女儿热爱祖国

“如果没有澳门的回归， 就谈不
上澳门大学的发展。澳门大学的发
展，是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的一个缩影。” 近日，在
澳门大学横琴校区， 澳门大学校
长宋永华（右图 ，宋金峪摄 ）接受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说。

从1981年的东亚大学，到1991
年更名“澳门大学”， 到2013年启用
横琴校区……澳门大学的飞速发展，与
澳门回归、“一国两制”密不可分。

横琴校区是澳大发展里程碑
羊城晚报：回归20年 ，澳门大学取得了怎样的发

展成果？
宋永华： 澳门回归祖国20年看澳大的发展， 其中

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建设澳门大学横琴校区。
2009年， 中央批准澳大在珠海横琴岛上建设新

校区， 并授权澳门特区政府在新校区内实施澳门法
律和行政体系。

这对澳门来说，不仅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更
是“一国两制”的创举、创新。没有“一国两制”的创新，
可能就没有澳大新校区和澳大飞跃式发展的机会。

澳大横琴校区为澳门高等教育， 特别为澳大的
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有了世界一流的校园和实验
室，吸引世界一流的人才，有世界一流的办学理念，
我们有决心按照中央和特区政府对我们提出的期
望，建设一流大学。

澳门大学要立足澳门、融入湾区
羊城晚报：作为澳门唯一一所公立、综合性大学，

澳门大学如何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宋永华：澳门大学体量不大，但十分综合，涉及

澳门社会各界的人才需求，在国际化、多元文化等方
面有独特优势。

短短20年， 澳大在校生人数已经从2800多人发
展到超过10000人，学科发展非常齐全。澳门大学的
现代化、多样化、国际化办学理念，“书院式”全人教
育模式也受到了世界范围的关注。

如今， 澳大每年培养的博士生已经从10年前的
五六十人增至现在的1000多人；临床医学、工程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电脑科学、社会科学总论5个学科
已跻身ESI世界排名前1%； 成立模拟与混合信号超
大规模集成电路、中药质量研究、智慧城市物联网三
大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外，我们在先进材料、区域海
洋、脑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
优秀的成绩。

通过这20年的发展， 澳大已经从刚回归时的一
个社区性的学院， 发展到今天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
大学。接下来，澳大还将考虑在广州、深圳成立科研、
产学研合作相关机构。不远的将来，澳大还会有一些
在大湾区的重大部署。

展望未来，澳大一定要立足澳门，建设澳门，特
别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们一定要融入湾区，在国家相关领域关键技术、装
备创新方面做贡献。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谭铮

牛牛一一鸣鸣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当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阅兵的盛况向全
球直播时，澳门青年谭梓濠和妻子、女儿也坐在电视
机前收看。 谭梓濠告诉 4 岁的女儿：“那面红旗是五
星红旗，步伐整齐划一的叔叔是人民解放军。 ”

这个温馨家庭的组合有点特别，是典型的“跨境
家庭”。 1990 年出生的谭梓濠是澳门人，太太来自山
城重庆，他们常常带着女儿往返内地、澳门，普通话、
广东话、重庆话是他们家“通用语言”。 谭梓濠说，无
论是之前妻子来澳门学习生活，还是他自己现在回内
地创业，都感受着“一家亲”。 澳门回归祖国后，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澳门人对国家的认同感越来越强。

“回归20年来，澳门各个方面都比回归前好太多
了，‘一国两制’在澳门是非常成功、非常棒的事情。”
谭梓濠认为，“一国两制” 改变了澳门的经济社会状
况，也让澳门市民与国家真正融合在一起。如今，大家
自发走进电影院观看《战狼2》《我和我的祖国》 等电
影，时常满场。“当看到《我和我的祖国》中，神舟十一
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时，我眼泪流下来了。”

谭梓濠的女儿今年4岁，是在“一国两制”下成长
的一代。感恩澳门回归祖国后的巨大变化，谭梓濠夫
妇特别注重对孩子的爱国主义教育。“我要告诉她我
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只是生活在澳门。澳门的和谐稳
定不是与生俱来的， 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祖国在支
撑，所以我们才可以享受到现在的生活。我会将我的
成长故事，将我所看到的告诉她，希望我的女儿也学
会感恩”。 羊城晚报记者 林丹 吴国颂 郑达

李卉茵
受访者供图

何泳仪 受访者供图

澳门大学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茛澳门大学校园
里 同 学 们 结 伴 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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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澳门门青青年年李李
煜煜霖霖打打造造了了一一款款
法法律律服服务务AAPPPP

郑郑达达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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