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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石梦卓、实
习生汪雅丽报道：6月 22日至 23
日，“龙腾湾区 潮游东莞”2024年
粤港澳大湾区（东莞）龙舟邀请赛
暨龙舟嘉年华在东莞市麻涌镇华
阳湖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来自大湾
区以及世界各地的59支龙舟强队
在此集结，竞逐“大湾区龙王”宝
座，共同上演全国最长龙舟月——

“东莞龙舟月”年度收官大戏。
23日上午，各项赛事迎来最

终比拼，海内外59支龙舟队伍竞
渡。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佛山市
九江双蒸龙舟队获得大湾区公开
混合组（22 人龙舟）200 米直道
赛、500 米直道赛双冠军。东莞
麻涌漳澎获得大湾区村居男子组
（龙王杯）200 米直道赛冠军，佛
山顺德乐从新隆获得大湾区村居
男子组（龙王杯）500 米直道赛冠
军并获总成绩冠军，捧得“大湾区
龙王”牌匾，麻涌麻四龙舟队获得
东莞男子传统龙比赛第一名。当
天，还举行了泼水狂欢活动、龙舟
拔河比赛等精彩的龙舟活动。

今年的粤港澳大湾区（东莞）
龙舟邀请赛采用 8 赛道进行比
赛，属全国首次。比赛现场，龙舟
竞渡，江面沸腾如烈火，鼓声震
天，桨影翻飞。健儿们如龙出海，
奋力划桨，激起层层浪花。

粤港澳大湾区公开混合组集
结了32支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广

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等大
湾区城市的传统强队。他们均

“身经百战”，竞技水平和团队精
神都出类拔萃。经过一番激战，
最终顺德乐从新隆龙舟队成功问
鼎“大湾区龙王”。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参赛的
香港黑武士失明人龙舟队全员为
视障人士，他们克服生理和心理
的障碍，与各大湾区龙舟强队同
场竞技，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鼓励
和掌声。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创
会主席陈柏亨说，很荣幸能来参
加这次比赛，主办方也为他们提
供了更多方便，虽然队员有视力
障碍，但依然坚持挑战自己、挑战
不可能。

此次比赛更是国际范儿十
足，国际公开混合组汇聚了来自
全球各地的龙舟爱好者，包括“腾
龙御风”国际生队、俄罗斯乌拉国
际龙舟队、英国踏浪国际龙舟队、
白俄罗斯铁匠 MoveForward 国
际龙舟队等多支劲旅。

此外，现场还创新推出龙舟
装扮巡游、欢乐泼水、音乐节、潮流
集市、水乡美食等潮流时尚的体验
玩法，并推出了一系列龙舟体验线
路，让游客可以深度感受传统龙舟
制作技艺、红漆描花传统木屐制
作技艺，还可以品尝东莞传统美
食，观赏水乡特色的艺术表演等，
主打龙舟可“游”也可“玩”。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通
讯员广大宣、实习生刘雅萱报
道：6月 23日，广州大学（以下简
称“广大”）举办2024年本科招生
新闻媒体通气会。学校招生工作
负责人介绍，广大今年将面向全
国 2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
生，本科招生计划数维持在7580
人，其中广东 6632 人。今年新
增国际法、智能建造 2 个专业，
主要扩招考生就读需求强烈的
专业及聚焦未来新产业的新工
科专业，同时扩大专业覆盖面，
在广东地方专项、省外计划等招
生板块中扩大专业投放数量，合
理调整专业投放名额。

今年，广大招生总规模不
变，调整了专业设置和招生人
数。总人数维持在 7580 人，其
中广东招生计划 6632 人；招生
专业78个，理工类专业43个、人
文社科类专业25个、艺体类专业
10 个。理工类专业的比例继续
提高，占招生专业数的55.13%。

优势专业、产业关联度高的

专业招生指标增加346个。扩招
考生就读需求强烈的专业及聚
焦未来新产业的新工科专业，主
要为智能制造工程、数学与应用
数学、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
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等新工科
专业以及生物科学、化学、地理
科学、英语、汉语言文学、思想政
治教育等师范专业。

2024 年，广大两个新增专
业为国际法、智能建造，招生计
划共计 110人。其中，国际法专
业，通过系统学习国际法的基本
理论和国际法的实践应用，致力
于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合理的知
识结构与宽广的国际视野，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
通晓国际规则的高素质法治人
才；智能建造专业致力于培养具
有良好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素
养，工程实践能力突出、创新能
力强，以智能规划与设计、智能
装备与施工、智能运维与管理等
为发展方向的复合型工程技术
创新人才。

羊城晚报讯 记者薛仁政、实
习生龙名扬、通讯员韩羽柔报道：
近年来，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
作面临一些新形势。为了更好地
保障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健康发
展，相关部门对《人体器官移植条
例》进行了修订，修订为《人体器
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并于今年5
月起施行。

6 月 22 日，由广东省卫生健
康委、广东省红十字会指导，南方
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承办的“《人体
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宣讲会”在
广东河源举办，旨在深入解读国
家相关政策，推动人体器官捐献
和移植工作的健康发展，并加强
社会各界对器官捐献事业的认识
和支持。

2010年，我国开始试点公民
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2013年正
式启动《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
配管理规定（试行）》。记者了解
到，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登记人数已超过670万人，累计完
成公民逝世后遗体器官捐献5万
余例，捐献器官超过15.3万个。

尽管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在发
展，但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和人民群众对移植
服务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存
在，2023 年，我国每百万人口器
官捐献率仅为4.6。

“新修订的《人体器官捐献和
移植条例》在器官捐献、器官获取
分配、器官捐献管理和违法行为
处罚方面做出了补充与修改。”广
东省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调研

员朱玉锋介绍，新的条例进一步
强化对器官捐献的宣传引导，鼓
励器官捐献，完善器官获取和分
配制度，对器官捐献实施全链条
管理，加强器官移植技术应用管
理，保障医疗质量。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器官
移植科负责人刘永光介绍，器官
捐献和移植工作在国内仍然是个

“新鲜事物”，需要逐步推出符合
中国社会规范的标准。此次条例
进一步明确捐献的地区、捐献的
关系、捐献人亲属的权利，加强了
伦理审核，为器官捐献和移植事
业提供了更加明确、规范的路径。

此前报道显示，截至2023年
年底，广东已累计完成器官捐献
6899 例、角膜捐献 5846 例、遗体
捐献 2166 例，全省有 59 万名爱
心人士主动登记成为人体器官
（遗体、组织）捐献志愿者，器官捐
献数量连续14年居全国首位。

尽管广东省器官捐献数量连
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器官短
缺的问题依然严峻。记者在宣讲
会上获悉，广东或将成立器官捐
献管理中心，专门负责器官捐献
工作。

“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关系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关系生命伦理和
社会公平，是国家医学发展和社会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南方医科
大学珠江医院院长郭洪波在致辞
中表示，新条例的普及和推广有
助于完善协调合作机制，规范工
作流程环节，合力推动全省器官
捐献与移植工作稳健有序发展。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通
讯员邹丹、张洁报道：6 月 23
日，中山大学在广州校区南校
园举行2024年本科招生校园开
放日，中大 2024 年最新版录取
通知书设计完成。2024年是孙
中山亲手创立中大 100 周年。
值此中大世纪华诞之际，中大
2024 年本科通知书以“世纪中
大，山高水长”为主题，在录取
通知书的设计中凸显科技感、
未来感和国际化，展现中山大
学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和广阔
未来。

通知书礼盒名为“百年树
人”礼盒，以中大红为整体色
调，采用激凸烫红金工艺，盒身
印有南校园中区大草坪、中大
世纪华诞标识以及标志性的大
榕树，体现了“百年树人、欣欣
向荣”的寓意。

“世纪之门”徽章通体为金
色，用数字“100”的形态汇聚光

影。“1”的形象源自南校园中轴
线上的孙中山先生铜像，而第
一个“0”的灵感源自怀士堂大
门。门中镶嵌的校徽石英片由
物理学院师生和校友团队共同
研制，可以通过光源（如手机手
电筒）投射孙中山先生亲手题
写的中山大学校训的全息图

案，呈现出中大百年初心。第
二个“0”的形象是充满未来感
的旋转门和阶梯式设计。方孔
中镶嵌的是中大校友捐赠的制
作芯片的原材料硅晶圆，含有
对于各位新生的期望，如一枚
硅晶圆，在中大的光刻和雕琢
下，成为国之栋梁。

羊城晚报讯 记者马灿、通讯
员陈维报道：机器轰鸣、焊光闪
烁、车辆穿梭……在广州市增城
开发区下沉式污水处理厂项目，
从施工现场到生产车间一片繁忙
景象。6月 23日，羊城晚报记者
在现场看到，130 多台（套）机械
设备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近
800名施工人员熟练地操作着各
类生产设备。

该项目位于增城区永宁街长
岗村创誉路与永和河交界西南角，
总建筑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施
工方有关负责人介绍，项目首创广
东“两厂合建，两线并行”的功能布

局，创新“地下建厂、地上建园”的
全地埋布置形式，实现“邻利”“集
约”“公园”化的绿色生态理念，预
计明年6月底前竣工。

作为广东省水环境综合整治
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18.87
亿元，承担着解决增城区内增芯、
超视界、越海、维信诺等国内高端
产业集群投产的配套排水需求，
项目建成后污水处理规模达到每
天15万立方米，将有效解决永和
污水处理系统满负荷运行压力和
开发区工业污废水处理问题，助
力广州东翼产业集聚带经济高质
量发展。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通讯
员李成瑶、杜清、刘一心报道：6月
23日，广东工业大学公布2024年
本科招生计划。今年，广工总计
划招生10150人，首次在青海省
投放招生计划，招生地区（省、自
治区、直辖市）增至26个。其中，
广东省内计划8800人，省外计划
1203名，不分省计划147名。

新增4个招生专业

广工今年新增智能感知工
程、新能源汽车工程、化学、网络

空间安全等 4 个招生专业。这
些新增专业聚焦新技术、新产
业，突出学科交叉融合。瞄准广
东产业“高精尖缺”，深度匹配国
家和地方所需而设立。

其中，智能感知工程培养
能够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智
能导航等相关领域从事研发、
设 计 、管 理 等 工 作 的 专 业 人
才；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由车
辆工程专业升级而来，联合头
部企业，培养能在新能源汽车
及相关行业从事研究、设计、
制造和管理的应用型、创新型

高素质人才；化学专业立足国
家亟待发展的功能性化学新产
品 研 究 、开 发 与 产 业 化 的 需
求，培养理工兼备、基础扎实、
技术先进的新时代化学人才；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对接知名安
全企业、注重实操，培养网络
安全实战人才，优先面向国家
政法机关输送人才。

广工还新增会计学（中 澳
班）、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中澳
班）、法学（中澳班）、英语（中英
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
英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英

班)、工商管理 ( 中 澳 班)等 7 个
国际班，进一步为学生搭建国
际化交流平台，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和交流能力的专业人才。

3万名左右可进入
热门专业

据广工招生办公室主任吴
烈坚介绍，按照往年报考情况，
省内普通物理类考生，2万名以
内是广工的优质生源，在专业选
择上有绝对优势；3万名左右可
以进入自动化、电气、计算机类、

电子信息类、集成电路、机械等
热门专业；4万-6万名可以选择
材料、化工、环境、土木、建筑、经
管类专业。

另外，省内普通历史类考
生，2万名左右有较大概率被广
工录取。省内艺术类（美术类统
考）考生，3000名左右可以首选
广工。针对本科国际班，物理类
7万名以内、历史类 3万名左右
可大胆报考。报考揭阳校区，物
理类 6 万名左右、历史类 2.5 万
名左右、美术类5000名左右，录
取机会较大。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麦保尔、马娅夫妇用30余年收集收藏
近12万侨批，无偿捐献给国家

自古以来，家书承载着浓浓的骨肉亲情。“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寄给国内侨眷书信与汇款的合
称，真实记录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被国学大师饶宗颐称誉为“侨史敦煌”，已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

广东一对党员伉俪，用30余年时间收集收藏侨批近12万件，先后4次将侨批原件5万余件、电
子档案4万余件无偿捐赠给国家，为侨批文化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不仅如此，他们还十分热爱公
益事业，累计捐赠超7000万元。

他们是麦保尔、马娅夫妇。丈夫麦保尔先生是广州人，曾在汕头工作。妻子马娅女士是中国国
际美博会创始人。无论是收集侨批还是投身公益，他们从未想过回报，只因怀揣纯粹的“爱国心”。

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侨批文物馆）馆长林庆熙表示，麦保尔夫妇将收集到的侨批分类、编
号、录制光盘，形成了潮汕侨批首个数字化资料库，让部分散佚于民间的侨批档案得以汇集并保存
至今。他们一家的善举，能够帮助后人了解老一辈华侨的创业史、奋斗史，深刻体会华侨深厚的家
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批”在潮汕话里是“信”的
意思，也带有汇款的意义。侨批
兴起于19世纪上半叶。当年四
处漂泊的游子，在海外辛勤劳作
后，将积攒的血汗钱委托回国的
亲友捎带回家，以尽赡养长辈妻
儿的义务。在那个金融邮政机
构尚未正式建立或极不完善的
年代，“银信合一”的特殊寄汇方
式——侨批应运而生。据统计，
1931 年后，有 40%至 50%的潮
汕家庭是靠侨批过活的，因此潮
汕有“食侨批”“食番批”的说法。

1992年，汕头女婿麦保尔从
广州调任至汕头电信系统工作。
当时侨批还被当作邮品中的“实
寄封”（指实际经过通信寄递后的
信函）来看待，并未得到特别关
注。麦保尔却敏锐地发现，侨批
和寻常“实寄封”有明显的差别，
于是开始通过自己合作的邮商、

网络等资源，大量收集侨批。
“我们从小就有收藏邮票的

爱好，知道侨批非常珍贵。”据马
娅回忆，当时，夫妻二人竭尽所
能，发动近百人走村串户到潮
汕、福建等地收集侨批。

“因为承载亲情，有的家庭
将侨批作为家传信物珍藏，也有
的家庭翻箱倒柜找出来的‘散
批’，但每一件侨批都是‘孤品’，
都被我们视若珍宝。”马娅说。

麦保尔夫妇收集侨批的过
程是艰辛的，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与金钱。他们倾其所有，甚至将
自家房产出售，只为能收集到一
套完整的侨批。2005 年，麦保
尔夫妇收藏的侨批已超9万件；
2008 年，又增加了 2万多件；至
2020年，麦保尔、马娅收集的侨
批数量近12万件。

“侨批记录着华人华侨的奋

斗史，饱含着海外游子对家国的
深情。我们从收集侨批的第一
天起，就是抱着抢救文物的心
态，打算捐赠出去，从没想过要
出售。”马娅说，夫妻二人希望
借助这些捐赠出去的侨批，让
更多人了解那段华人华侨的奋
斗史，了解华人华侨的家国情
怀、责任和担当。

近12万件侨批收集回来，如
何保存是一个大难题。岭南地区
气候湿热，纸质的侨批如果保存
不当，字迹就会晕染，纸张甚至会
烂掉，而如果湿度不够，纸张也会
变脆。为此，麦保尔和马娅用自
家房子，参照图书馆、档案馆的做
法，长年开着空调，让屋内保持稳
定的温度、湿度，并将收集到的侨
批恒温恒湿覆膜保存。

得知麦保尔夫妇收集侨批
的善举，身在香港的国学大师饶
宗颐曾多次鼓励他们，这也让麦

保尔夫妇深受感动。在饶老的
鼓励和支持下，麦保尔开始了

“读批”“整批”的漫长“旅程”。
他细读每一封侨批的内容，先按
地域、再按家族、后按时间分类，
精心将每一封侨批归类存放。

“外附港幣捌拾元正，家慈
亲大人安啟”“外並大銀貳元正，
家祖母大人收啟”……这些时间
跨度逾百年的“跨国两地书”，处
处是游子深情，记录着他们“漂
洋过海，过番谋生”的经历，道尽
了他们在外打拼的辛酸苦辣。

每每读到动情处，麦保尔潸然泪
下，更成为他坚持的强大动力。

2004年，汕头市筹建侨批文
物馆，麦保尔主动捐赠了录制4.3
万多件侨批的32张光盘资料，为
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建设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这些光盘是在女儿
麦琳琳的帮助下完成的，为了录
制这些光盘，父女二人废寝忘食，
终于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据
悉，这也是全国第一个“潮汕侨
批”数字化资料库的雏形，为开展
侨批数字化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2020年，麦保尔逝世。时
年7月，遵从丈夫遗愿，马娅将
10000件有关对外金融的藏品

“侨批”无偿捐赠给了岭南金
融博物馆。此次捐赠的侨批，
以潮汕地区为主，往来涉及多
为东南亚等国；时间区间从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70 年代，其
中陈集允陈氏家族的侨批比
较完整，有 560 多封。这批捐
赠的藏品，是岭南金融博物馆
建馆以来接受社会捐赠数量
最多的一批，内容丰富，藏品
时间跨度大，进一步填补了原
藏品类别中部分地区性藏品
的空白。

2020 年 6 月，马娅、麦琳
琳母女将40121封侨批和马娅
女士祖宅的使用权交到了家
乡汕头市政府。 2022 年 10
月，马娅、麦琳琳母女再次向
汕头市档案馆无偿捐赠侨批
原件 8000 件。两次捐赠近 5

万件侨批档案文献，极大丰富
了汕头市档案馆侨批馆藏，使
汕头市侨批文物馆成为目前
国内馆藏侨批实体藏量最大
的档案馆。

“近 12 万件藏品，将陆续
根据麦保尔先生的遗愿全部
无偿捐赠给国家。”在不同场
合，马娅、麦琳琳母女都坚定
地表达了一家人共同的心愿。

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
（侨批文物馆）馆长林庆熙表
示，麦保尔、马娅夫妇捐赠的
侨批，是华侨家庭或家族持续
联系的原始见证，再现了不同
华侨家庭在各个历史时期发
展生息的历程，让侨批文化研
究者有了坚实的资料支撑，帮
助学者更好地开展华侨家族
史的研究，为研究华侨历史以
及华侨华人与东南亚各国经
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翔实的
资料。

据了解，麦保尔一家始终致
力于慈善公益事业，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多次组织捐资、助学，累
计捐赠人民币超7000万元。

马娅将公益事业当成自己
的第二事业，她始终关注困境
儿童，近20年来她资助困境儿
童逾万人。2023 年，马娅携手
汕头市妇联、汕头市义善乐妇
女儿童基金会，发起“助童圆梦

计划”公益活动，开展“爱心父
母大联盟”“凝聚爱心 共护童

‘眸’”视力健康护航两个公益
项目，为汕头患有近视或严重
眼疾的困境家庭儿童提供救助
补贴。2024 年 4月，在广东省
妇联牵头开展的“点亮星星 爱
不孤单”关爱孤独症儿童家
庭行动中，她带头捐
资350万元。

守住了华侨百余年的家国记忆

归类整理，打造潮汕侨批首个数字化资料库雏形

热心公益，他们累计捐赠超7000万元

广大2024年本科招生7580人

新增国际法、智能建造2个专业

▶中大录取通知书外观

广工今年计划招10150人
省内3万名左右物理类考生
报考热门专业的录取概率大

中大新百年首批新生录取通知书出炉

运用全息光学技术 未来感满满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宣讲会在河源召开

广东或将成立专门机构
负责器官捐献工作

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东莞）龙舟邀请赛收官

海内外59支队伍
竞逐“大湾区龙王”

广州增城下沉式污水处理厂预计明年6月竣工

污水处理规模达每日15万立方米

这对夫妇，

11 倾其所有，耗时30年收集侨批

22

33 多次捐赠，他们极大丰富了侨批馆藏

麦保尔、马娅夫妇 受访者供图

侨批饱含着侨胞对故乡和亲人的眷恋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实习生 周柏齐 摄

龙舟队伍竞渡，上演“速度与激情”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摄

▲运用全息技术
投影出的中大校训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潘俊华 摄

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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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