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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向全世界宣佈：「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

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量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所謂「碳達峰」是指一個

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最大值，「碳中和」即是一個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夠與其環保措施互相抵銷。

為了實現這個宏大目標，國家政府近年來一直不遺餘力開展綠色環保工作。中國的碳匯測量主要靠人工對森林植被進

行抽樣監測，而隨著最新的碳衛星——「句芒號」升空，碳匯監測正式進入天基遙感時代。

「句芒」的命名，有著獨具華夏色彩的浪漫。《山海經》有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句芒，是傳說中

的春神、木神，掌管草木生長。由中國航太科技集團五院遙感衛星總體部負責研製的「句芒號」衛星，是世界首顆森林碳

匯主動及被動聯合觀測的遙感衛星，配置了多波束鐳射雷達、多角度多光譜相機、超光譜探測儀、多角度偏振成像儀等高

科技裝置，能遙感測量植被高度、植被面積、植被葉綠素螢光和大氣氣溶膠含量，有助於計算森林碳匯能力。

例如在觀測植被方面，多角度多光譜相機可分別從垂直0度、正負19度、正負41度五個方向獲取同一地面景物的多光譜

圖像數據，不僅能看清森林冠頂，還能看清其側面，瞭解森林的疏密分佈、健康、生長等情況。

在追捕葉綠素螢光方面，超光譜探測儀的光譜解析度比傳統提升10倍，實現國際首次0.3納米精細探測，可探測人眼無

法辨識的、太陽光細微的明暗變化，更容易尋得隱匿在某個漸變色角落裡的葉綠素螢光。通過葉綠素螢光的高精度製圖，

可以監測和計算陸地上植被吸收的碳量。

「句芒號」除了收集森林碳匯量外，還可廣泛應用於環保、測繪、氣象、農業、減災等領域，包括評估作物生長、監

測植物病蟲害、支援災害應急等工作。

這顆冉冉升起的「碳匯王者」，將為環保工程建設發揮遙感力量，助力我國早日實現「碳中和」目標。

碳匯王者碳匯王者碳匯王者碳匯王者碳匯王者碳匯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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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化雨，杏壇之光 王歡

王歡，1962年3月出生，是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胡同小學的校長。

王歡自幼希望成為小學老師。1978年，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她作為恢復中考的第一屆考生，不顧家人的

反對，毅然在志願表上填報「北京市第一師範學校」，正式開始她的教育生涯。

王歡曾在北京市東城區北池子小學、東城區和平里第四小學任職教師，從事四年語文教研員，後在東城區分

司廳小學、東城區府學胡同小學、東城區史家胡同小學擔任校長，2015年任北京史家教育集團校長。從語文老師

到小學校長，王歡一直磨練成長，不斷砥礪前進。

「好的教育一定不是在灌輸知識，而是注重對孩子思維方式的培養，培養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讓他一生學而

不厭，挫而不敗。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出現任何問題都是正常的，我們要讓孩子敢於試錯，讓他像竹子一樣一節一

節地磨礪成長。」這是王歡的教育理念。自十八大以來，國家重視教育發展，王歡因此創建了以家國情懷為底

蘊的系統育人模式，並將其命名為「種子計劃」。

「種子計劃」旨在讓莘莘學子將課堂所學與服務社會緊密聯繫起來，使他們從體驗中學習，從勞動中成

長，培養他們成為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人。計劃推行以來，學生們自覺發起關

愛長者、扶貧幫困、傳承文化等活動，展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責任和擔

當。

一顆種子可以綿延萬代、連疆千里；一個孩子可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種子的力

量就是成長的力量、家國的力量、未來的力量。王歡認為，未來小學的理念形態中，最鮮

明的一點就是把孩子的成長與家國命運緊密結合起來，讓孩子從小立志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

夢而努力學習。

鐵血戰士，鋼般意志 冷鵬飛

1969年3月15日，在烏蘇里江主航道西側的珍寶島上，中蘇兩方爆發了一場大規模

戰爭。蘇聯軍方出動了大批坦克裝甲車，企圖憑藉強大的軍事實力將珍寶島據為己有。

危急時刻，中國人民解放軍邊防戰士奮起反擊，冒著嚴寒與敵人殊死對抗，最終擊潰來

犯之敵。這場戰役，就是珍寶島戰役。此次戰役中，中國軍隊湧現出了很多英勇無畏的

戰士，冷鵬飛即為其中之一。

冷鵬飛是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人，1933年出生，1956年入伍。他參軍入伍後，被分

配到東北邊防部隊服役，曾擔任排長、連長、營長。

珍寶島戰役爆發時，冷鵬飛正在解放軍六十七師二一七團一營擔任營長。當時，蘇

軍不惜動用坦克、裝甲車等重型武器，甚至配備了大口徑火炮，而我方威力最大的武器

只有火箭筒。然而，面對此種局面，冷鵬飛沉著冷靜，指揮部隊近距離作戰，並首創用

火箭筒打擊敵軍裝甲目標的作戰方法。在此次戰役中，他相繼擊退了敵人的兩次進攻，

即使自己身負重傷，也仍堅持指揮作戰。

在冷鵬飛的指揮下，我軍擊毀了蘇軍三輛裝甲車、兩輛坦克，失去武器優勢的敵軍

只好逃回對岸，最終冷鵬飛與戰士們成功守住了我國的神聖領土。直到戰鬥結束，冷鵬

飛才在上級的命令下前往醫院進行治療。

珍寶島戰役後，冷鵬飛繼續在部隊服役，也多次晉升，相繼擔任團長、師長等職

務，1986年升任為解放軍23集團軍副軍長，兩年後又晉升為少將軍銜。1993年，冷鵬飛

決定退休，但他換了一種方式繼續為國家、軍隊和人民服務。此後二十多年，他先後擔

任了幾十所中小學的課外輔導員，義務為學校、軍隊舉辦愛國主義座談會，始終心繫袓

國、情繫社會。

鐵血戰士，鋼般意志。冷鵬飛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戰場之外，都在用滿腔的愛國熱

忱為祖國、為社會奉獻力量，都在用他那鋼鐵般的意志踐行著生命最崇高的價值，令我

輩景仰。

蘇州拙政園、北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和蘇州留園並稱為「中國四大名園」，那同學們知道澳門也有「三大名園」嗎？它們分別是唐家花園、娛

園和張園。或許大家對此並不熟悉，因為如今只有娛園的部分建築物得以保留，其他兩座名園都已經成為歷史了。

張園，為張仲球所建，又稱「因樹園」。該園坐落於士多紐拜斯大馬路和雅廉訪大街交界處，背靠文第士街，正門面對二龍喉公園。該園為花園大

宅，除了張氏大屋外，又有魚池、石山、亭台等建築，其興建時間大約在清末，園內的兩幢住宅則最終建成於1932年。

民國初年，清朝墨客汪兆鏞、張學華和吳道鎔等人在此組建詩社「陶社」，觴詠自娛。其中，汪兆鏞有《題張仲球明經因樹園圖》一詩，記載了張

園景色：「卜地二龍泉，結園三畝寬。百年喬木在，昕夕相盤桓。有堂可載酒，有池可垂竿。茂林與修竹，畦菊與畹蘭。濛濛罥綠煙，涼碧生畫寒。疏

樸此真意，何事七寶欄？況復耽禪悅，佛火飄旃檀。懸想衹陀林，亦作如是觀。」詩中描繪了當時文人雅士聚會於園中的場景，從中也可見昔日張園花

木繁多、池湖秀美。遺憾的是，張園並沒有被保存下來。

唐家花園位於美副將大馬路，與庇道學校相鄰，是清末民初澳門富商唐麗泉所建，為避世退居之用。唐氏過世後，家道中落，花園土地被侵占，部

分地方成為望廈聖方濟各堂及嘉諾撒修院，也有部分發展為住宅大廈，而現時的停車場圍牆是花園僅存的少部分遺址。

那麼，唐家花園是否有歷史價值呢？有專家認為，唐家花園面向美副將大馬路的建築立面值得保留，甚至應該被修復。但是，唐家花園採取的是西

關大屋特色的建築風格，考慮到建築的整體性，如果僅保留面向庇道學校的圍牆遺址是毫無意義的。最終，文化局考慮到面向庇道學校的圍牆部分中月

門「閣月」保留得較為完整，經評估後認為其具有特色，故建議保留。而其餘現時遺址暫未被評定為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因而目前仍為戶外停車場。

由於今期篇幅有限，下一期再為大家詳細解說唯一現存的娛園！大家有聽過嗎？知道在哪裡嗎？

澳門三大名園在哪裡？ 黃天俊

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

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

正月十五夜燈 唐‧張祜

譯文：

等到正月十五元宵節的夜晚，家家戶戶都打開大門，來到街上慶祝佳節。京城現在是一片熱鬧的景象，燈火通明猶如白晝一般，笑聲鬧聲不

絕於耳。宮中許多的歌舞藝伎共同起舞，此時人間優美的歌舞樂聲甚至能夠傳到天上。

賞析： 

這是一首描寫元宵節長安盛況的七言絕句。古時候，農曆正月稱「元月」，晚間、夜晚稱作「宵」，所以正月十五便稱作元宵節。正月十五

的夜晚是一年當中的首個月圓之夜，也是一元復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們對此加以慶祝，延續慶賀新春的歡欣氣氛。

「千門開鎖」是指家家戶戶的大門都打開了，百姓出門歡度佳節，表現出此刻萬人空巷的盛大場景；「萬燈明」是指大街上點著很多花燈，

燈火通明，黑夜也如白晝一般；而「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則點出當時眾多宮女連袂起舞，人間的奏樂聲、歡呼聲都能直衝雲霄，

傳至九天。短短四句，作者已將正月十五日這夜京城的熱鬧景象和盛大氛圍描繪得淋漓盡致、栩栩如生。

交響樂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高二    黃欣

我最敬佩的人 利瑪竇中學    初一    廖倚昕

走在熙熙攘攘的小巷中，沿途經過無數熟悉的手信店，為了趕上那一場露天音樂會，我快步穿過人群，無心留意身邊的市井。即便如此，我仍錯過了

音樂會的第一個音符，大三巴前的樓梯也早已座無虛席。我躋身在人山人海之中，聽著管弦樂器無數音符相互相撞的聲音，演奏的樂師被眾多的人群包圍

著。

看著眼前的人群，我不禁想起從前聽過的音樂會，都是在高雅的音樂廳或莊重的劇院進行，而我自己也曾成為過樂團裡眾多的演奏者之一，心情隨著

樂曲激昂交錯的感情起伏而變化，靈魂隨著音樂的發展走入另一個世界。交響樂如同一首氣勢磅礴的史詩，用不同的語言講述著每一個時代獨有的故事，

訴說著作者的身世與經歷。這一次，樂師演奏的交響樂在世界著名遺址下響起，音樂與歷史遺跡融合在一起，似乎又是在演奏著另一首和諧、別具意義的

交響曲，向來自五湖四海的聽眾講述著澳門這座小城的故事。

一瞬間，我甚至不知自己究竟身處市井，還是置身於演奏廳之中。耳邊響起交響樂，身前是莊重的大三巴遺址，身後是如往日般的市井，左右是井然

有序的人群，燈光打在樂師面前的樂譜上。究竟有多久沒有見到這樣人山人海的大三巴？我不禁這樣問自己。平日裏若說到交響樂，在大多數人眼中，或

許是複雜的、嚴肅的，甚至是不被理解的，是一個離日常生活很遙遠的概念。而如今，人們因音樂而聚集在世界著名遺址之下，不知有多少聆聽著這場音

樂會的人和我一樣，靈魂跟隨著音樂回到了2019年――那個還未發生疫情的澳門。在今晚，音樂似乎戳破了人與人之間因為疫情而產生的距離。隨著社會

發展，本土文化的變遷源源不斷，而在變化中永恆的，便是人們對美生生不息的追求。音樂連接著、包容著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即使在疫情之下，在不

斷的世代更迭中，仍然願意，坐在被夜色包裹著的大三巴牌坊前，聆聽一場由古跡與樂團共同演奏的交響曲。那交響樂聲似乎可以傳得很遠，傳向大三巴

牌坊坐著的人們，傳向沿途手信店裏忙著推銷的老闆，傳向市井裏腳步匆匆而無心停歇的趕路人，傳向每一位澳門人的心裏……

你認識中國知名作家魯迅先生嗎？我們的語文科課本裡常見他筆下的佳作，他是我最敬佩的作家。

我為甚麼敬佩他？我欣賞他筆下的文章，佩服他的勤勞剛強的品性。魯迅先生的代表作有《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等。他寫的文章大

多描寫生活中的小人物，以銳利的筆鋒諷刺社會時弊。魯迅先生從小就性格要強，甚麼事都要做得比別人好，他對唸書更刻苦用功，大學時期去日本留

學，本來學醫但後來放棄了醫學，以救治人民思想為己任的他便開始進修文學。他每一天都孜孜不倦地工作，不貪圖玩樂，言行低調，而且他還參加了當

地反帝國主義以及反封建主義的「五四運動」，可見魯迅先生是一位心懷祖國的愛國作家。晚年，他身負重病，朋友皆勸他靜心養病，可是他仍堅持繼續

工作，最終，因病情過於嚴重，魯迅先生病逝於一九三六年。在他的葬禮中有許多的名人到來追悼，其中有不少是他曾幫助的人，由此可見魯迅先生是一

個非常可敬的人。

魯迅先生是我為數不多熟悉的著名作家，他生前的事蹟我了解得還遠遠不夠，他所寫的文章讓我明白當時社會人民的窘態，使我領悟到做人的道理，

更令我學懂勤勞刻苦的治學精神。魯迅先生把一生奉獻給了人民，他成為了中國文化發展上重量級的人物。這就是我認識的魯迅先生，也是我最敬佩的

人——魯迅。

澳門趣事澳門趣事

詩風詞韻

巾幗英雄巾幗英雄 國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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