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蜀永从事香港历史研究已
整整40年。1982年，刘蜀永研究生
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工作。此时正逢中英谈判开
始，香港史课题组应运而生，刘蜀
永的研究方向由此转为香港史。

香港在明清时期隶属广州府
新安县， 英国占领香港后， 没有
进行任何修志工作。 国有史， 地
方有志。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的文
化传统， 具有 “存史、 资政、 育
人” 的功能， 岂能缺失？

从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开
始， 刘蜀永怀着历史学者的责任
感积极呼吁修志。 2005年， 已退

休的刘蜀永应岭南大学之邀来港
研究香港史， 并成为推动地方志
编修的领军人物之一。

香港修志采用 “政府支持、
社会参与、 学者主修” 的模式。
由于早期社会共识不足， 加之需
要自负盈亏， 当时香港修志之路
困难重重。

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 团结香港基金2019年成立
了香港地方志中心， 全面启动修
志工作。 经过刘蜀永和团队的不
懈努力， 2020年底， 被誉为 “具
有崇高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的
《香港志》 首册正式面世， 续写

香港的历史记忆。
刘蜀永抚摸着 《香港志》 蓝

色的封面， 感慨万千。 他呼吁推
动香港修志20余载， 做了大量细
致扎实的研究， 并参与首册总述
部分的起草、 修改和大事记的审
稿， 曾经累到病倒。

如今夙愿达成， 他心里满是
喜悦。 “修地方志让我们知道香
港是怎么来的， 香港人是怎么来
的 ， 香港与国家的关系如何密
切。 ”他说。 除了中西文化交汇的
特点，刘蜀永在《香港志》总述部
分提出香港也是南北文化交流中
心，强化了香港与国家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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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
减弱、 疫苗接种的普及、 防控经
验的积累， 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
形势新任务 。 当前 ， 重症高风
险 、 普通人群怎么做好健康防
护？ 如何看待用药需求？ 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专家组成
员王贵强作出专业解答。

1．问： 哪些人属于重症高风
险人群？ 他们该怎么办？

答： 重症高风险人群主要有
三类： 60岁以上特别是80岁以上
的老年人 ， 有基础性疾病的患
者，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 对他

们来说， 最有效的保护就是接种
疫苗。

没打疫苗的人对新冠病毒感
染的风险可能意识不足， 还有人
因为自己有基础性疾病， 不敢接
种 ； 部分老年人担心接种不方
便。 如果感染新冠病毒， 有基础
疾病的老年人容易发展为重症甚
至导致死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最新出台办法， 要求进一步提
高大家对疫苗接种的认识， 加快
推进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

医务人员应科学判定接种禁

忌， 比如既往接种疫苗时发生过
严重过敏反应， 如过敏性休克、
喉头水肿。 急性感染性疾病处于
发热阶段暂缓接种。 正在进行化
疗的肿瘤患者、 出现高血压危象
的患者、 冠心病患者心梗发作、
自身免疫性神经系统疾病处于进
展期等暂缓接种 。 积极接种疫
苗， 也是为自己的健康护航。

2．问： 当前， 个人做好健康
防护还要注意什么？

答： 对于普通人群， 要做到
勤洗手、 外出时戴好口罩、 常通
风、 不聚集。 均衡营养， 适当休

息 ， 合理运动 ， 保持良好的心
态。

慢性基础疾病患者要按照医
嘱坚持用药。 气温骤降等恶劣天
气时， 慢性呼吸疾病患者尽量减
少外出。

如果出现发热、 咽痛、 咳嗽
等不适， 做好健康监测。 如果重
症高风险人群出现持续高烧不
退、 呼吸困难等情况， 要及时到
医院就诊， 避免疾病加重。

3.问： 冬季是呼吸道病毒高
发季节， 要不要储备相应药品？

答： 我国治疗呼吸道感染的

药物有充足储备。 家里可以适当
储备一些解热镇痛的日常药物，
但没有必要去抢购、 囤积。

经过近三年的抗疫， 我国医
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住了考
验。 当前， 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
在减弱。 万一感染了奥密克戎变
异株， 一部分人会出现发热、 咳
嗽、 咽喉痛等症状， 使用一些对
症支持的药物包括中药就可以。
针对重症高风险人群， 如果使用
已获批的治疗新冠肺炎的小分子
药物， 要遵照医生指导。

据新华社

重症高风险、普通人群怎么做好健康防护？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福建省泉州市有一家义卖手工艺品的爱心画廊，它是专为特教学
生设立的就业平台，旨在帮助特教学生群体从学校毕业顺利过渡到社
会就业。图为特教毕业生吴思萍在爱心画廊创作丙烯画。 新华社发

由上海科技馆和同济大学联合打造的 “深海园林” 展在上海自然
博物馆开幕， 共有数十件来自深海的珍稀标本与观众见面。 图为观众
在 “深海园林” 展上参观深潜器。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中国科学院分子
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周
斌， 带领张少华、 赵欢等研究组
成员， 开发了一种独特的遗传操
作技术———邻近细胞遗传学技
术。 研究组利用该技术， 以小鼠
为研究模型， 揭示了生物体内细
胞也会 “搬家”， 并且自身功能
会随着新的 “邻居” 和生活环境
不同而改变。 相关研究成果2日
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科学》。

“这就好比我们熟悉的 ‘孟
母三迁’ 故事， 每搬一次家， 孩
子就会受到周围同伴和环境的不
同影响。 细胞也是如此。” 周斌
说 ， “生物体内的细胞不仅会
‘搬家’， 而且每搬一次家， 细胞
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方面都
会表现出不同特征， 甚至它们的
命运也会因环境而变化。”

肿瘤在发生过程中， 肿瘤细

胞会 “招募” 周围组织中的血管
迁移至肿瘤。 利用邻近细胞遗传
学技术， 研究组直观地展现了不
同阶段肿瘤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
间的动态相互作用； 并通过长时
程追踪， 首次发现肿瘤血管内皮
细胞会迁移到肿瘤外包膜。

“如何在复杂的体内环境中，
精准直观地揭示细胞间相互作用
是各国生命科学家致力于解决的
技术难题。” 周斌说，“10年来，我
们先后培育了50多个小鼠品系才
能在多种组织中实现对相邻细胞
的精准定位和永久示踪。”

业内专家认为， 这一新技术
突破了传统示踪技术的局限， 实
现了邻近细胞的遗传操作， 为发
育生物学、 干细胞生物学、 免疫
学和肿瘤学等众多领域研究提供
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技术支撑， 具
有广阔应用前景。

我国科学家利用创新技术揭示细胞也会“孟母三迁”

爱爱心心画画廊廊为为特特教教学学生生就就业业““插插上上翅翅膀膀””

上上海海自自然然博博物物馆馆举举办办““深深海海园园林林””展展

香港史专家刘蜀永：让历史照进现实
11月底的一个周末， 一个抗日史迹实地考察小组行走在香港的西贡与

北区一带。 领头的老教授白发苍苍，身背相机，脚蹬旅游鞋，走走拍拍，不时
停下来讲解。 20多名中学历史老师紧随其后，聚精会神地听讲和记录。

这位老教授就是推动和参与香港地方志编修工程的香港史专家刘蜀
永， 现任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 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

近日， 他举办了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贡献” 讲座， 线上线
下一百多位中学教师听课。 “研究历史不是埋头故纸堆， 要走出象牙塔，
用正确的历史观影响民众， 推动社会进步， 这是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
刘蜀永说， 香港的历史教育正当其时。

修志———续写香港历史记忆

今年9月， 香港首个抗战纪
念馆———沙头角抗战纪念馆作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开放 。
“展览内容和版面设计都是我把
关的。” 刘蜀永很自豪。

近几年， 他和团队对港九大
队进行专题研究， 联合香港广州
社团总会、 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
等团体， 研究历史文献， 寻找抗
战遗址， 并共同提议成立抗战纪
念馆。

为寻找港九大队当年的军需
品仓库， 刘蜀永一行人行走在新
界的荒山野岭， 最终在西贡区一

带找到了两处岩洞仓库。 当时山
上长满野树杂草， 完全没有路。
得知他们要去寻找遗址， 当地村
民自发前来用砍刀 “劈” 出一条
路。

香港人素有爱国传统， 比如
新界抗英、 港九大队抗日等， 近
代以来留下了不少历史遗址。 刘
蜀永认为， 这些珍贵遗址亟待保
护和开发利用。 香港年轻一代可
以从认识自己的生活环境开始，
了解与内地的紧密联系。

为此， 他和同道共同提出建
立沙头角、 西贡和大屿山三条抗

战文物径的构想。
“这几条线路自然风光美，

在关键节点设碑介绍， 能集历史
回忆与自然保护为一体， 让人们
在登山健行中回望历史。” 刘蜀
永说， 香港人喜欢行山， 在大自
然中接受历史教育， 效果更佳。

与香港结缘40年， 香港已成
为刘蜀永不能割舍的牵挂。 虽已
杖朝之年， 他的日程表总安排得
满满当当。 “总有一种使命感、
紧迫感 ， 想多做一些 ， 回报国
家， 回报香港。” 刘蜀永说。

据新华社

40年的香港史研究， 前23年
在北京， 后17年在香港。 这样独
特的经历让刘蜀永在历史研究上
兼具宏观视野和地方视角。

“内地学者较多依据文献资
料进行研究， 历史视野开阔， 站
位高； 香港学者注重个案研究 ，
更深入细致。” 刘蜀永说。 他与
两位本地历史学者刘智鹏、 丁新
豹组成香港史学界 “二刘一丁”
团队， 取长补短， 推动香港史志
研究更上一层楼， 也促进香港与
内地史学交流更密切。

到了香港 ， 实地考察机会

多， 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社会。
“在历史事件发生地进行调查研
究， 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
甚至可以纠错。” 刘蜀永说。

他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 不
顾年迈奔走在香港的城市乡村，
做田野调查和专题研究， 寻找有
价值的历史遗存并全力守护， 先
后对中英街、 达德学院、 日军在
港战争罪行等进行专题调研。

刘蜀永以一个客家村庄为试
点编修的 《莲麻坑村志》， 不但
成为香港第一本村志， 还被列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中国名村

志系列。
“这个客家村很有特点， 位

于深港边境， 与内地关系密切，
历史内涵丰富， 出了不少爱国的
仁人志士。” 刘蜀永说， 他和团
队走村串户访问村民， “通过族
谱和口述历史， 追溯村内各家族
的历史”。

刘蜀永支持香港有条件的地
方修志。 他说， 不要小看一个村
志， 通过追溯历史文化根脉， 许
多人了解到自己宗族的根在祖国
内地， 感情上会更加亲近。 “这
是寻根之旅。” 刘蜀永说。

寻根———编撰香港第一本村志

育人———推动抗战纪念馆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