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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6 月 24
日，依海而生的澳门，公布《澳门特别行政

区 海 洋 功 能 区 划》《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海 域

规划》。

2015 年 12 月，为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

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将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域面积明确为 85 平方

公里。“管理好、利用好、保护好澳门海域，对

澳门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

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澳门特区政府海事

及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域规划》明确提出，

统筹澳门城市建设和海域发展，推动澳门海

域合理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发挥澳门海

域在建设“宜居城市”和“世界旅游休闲中

心”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助

力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

大局。

发展海洋旅游

传承海洋文化

翻开《澳门渔家这一代》，仿佛推开一扇

窗：锚前看日出、万船回内港、渔家平常饭，

一张张图片记载着昔日渔港的繁荣；“我从

南海来，带着鱼虾蟹”“朝朝勤下网，夜夜赶

市场”……平白晓畅的诗句，生动展现澳门

依海而生的勃勃生机。

“我是家里的第四代渔民，40 多年来与

海相伴，也是最后一代打鱼人。”《澳门渔家

这一代》作者、澳门渔民互助会理事长陈明

金在打鱼捕虾之余，写下风里来、雨里往的

渔家故事。2019 年，他告别打鱼捕虾生活。

在休渔季的每个周末，妈阁码头都会迎

来“海上游”旅客，他们绝大多数是澳门居

民。“我虽然生长在澳门，却对澳门的渔业、

渔民知之甚少，很想了解渔民生活和海上发

展。这次公司组织半日‘海上游’，大家报名

踊跃。”澳门一家企业的社工严女士说。这

项由澳门渔民互助会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

务局资助和指导下举办的特色旅游项目，推

出伊始就颇受欢迎。

游船平稳行驶在澳门半岛、氹仔岛之间

的澳门水道，这是西江船只出海的交通要

道，只见大大小小的船舶航行其中。连接澳

门半岛和氹仔岛的 4 座跨海大桥蔚为壮观，

“第一次从桥下经过，换个角度看大桥、看岸

上的澳门，既梦幻又真实美好。”游客们纷纷

拍照。

“织渔网是捕鱼人的基本技能，每次出

海回来，渔网都需要修修补补。‘咸水歌’唱

的是渔民生活，也是渔民在海上为数不多的

娱乐活动。”陈明金经常上船做导游，给游客

介绍沿途经过的海域，讲述出海捕鱼的故

事，也教游客唱“咸水歌”、织渔网。

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域规划》，“发

展海洋旅游”是重要内容。“澳门海岸带拥有

独特的旅游资源，不仅有海蚀地貌、砂质海

岸、红树林保护区等自然景观，陆上的人文

旅游资源也具有海洋特征，如港口、船坞、灯

塔、渔村、宫庙等，这些建筑既是城市记忆的

载体，也是澳门海洋文化的体现。”澳门科技

大学澳门海洋工程与环境研究中心执行副

主任王玮建议，发展海洋旅游，可将澳门自

然和人文景观有机串联，研究规划滨海步

道，开展海上游艇、冲浪、海钓等海上项目。

积极发展“旅游+海洋”，《澳门特别行

政区海域规划》提出，合理设计“澳门海上

游”与陆地旅游资源相衔接的旅游路线，考

虑在具有发展潜力的区域，增设游客上落

点，串联妈阁码头、路环码头，促进海上游发

展成“一线多站”模式。

“如今的澳门游人如织，名气大、美食

多、景观独特，可以进一步发挥澳门旅游既

有优势，在传承航海文化开拓精神、提升海

洋休闲文化价值、深入挖掘海洋文化历史建

筑的现代化内涵等方面，综合利用数字化技

术和高科技手段，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

魅力。”在澳门科技大学进修的广东海洋大

学副教授张科建议。

“深化粤港澳海洋文化旅游合作发展”

写入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域规划》。根据

规划，将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沿海城市

的涉海合作。如与珠海合作发展海岛观光、

海上运动赛事等多元化海洋旅游项目，鼓励澳

门企业参与海岛旅游项目的投资和管理等。

注重科学研究

加强海域保护

百年沧海桑田，经过多次填海造陆，澳

门陆地面积已拓展至 33.3 平方公里。澳门

的城市发展轨迹，标注着澳门的成长，凸显

澳门的发展离不开海洋，推动高质量发展也

与海洋息息相关。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积极开展海域管

理工作，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逐步健

全完善澳门海域管理体系。“我们必须珍惜

这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海域，必须重视海域

的研究、保护和管理。”曾任国际水利与环境工

程学会主席的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李行伟说。

“因为特殊地理位置形成的海域特点，

澳门海洋资源的利用、海洋产业的发展受到

较大影响。”李行伟说，“也正因如此，深入研

究澳门海域特点、科学治理保护海洋环境成

为澳门城市发展的必答题。”

沿着路环岛的盘山公路，记者来到澳门

海岸带生态环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以下简称“澳门野外观测站”）。“澳门海域

海水较浅，水深处仅 5 米左右，加上泥沙沉

积，浅滩广泛分布，不仅形成海水颜色渐变

的独特景象，更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工作人

员指着蓝黄相间、波浪起伏的海水告诉记

者，通过观测计量一定时期、一定高程海域

上空的氮氧化物、硫氧化物、臭氧等一系列

指标数据，加强澳门海洋环境立体监测，为

澳门海域治理、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提供科

学支撑。

“2021 年 10 月批准设立的澳门野外观

测站，是重要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标志着

澳门融入国家战略和科技创新体系迈出了

实质性的一步。”李行伟表示，澳门要积极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广东、香港开展更

深入的海洋研究开发合作，进一步挖掘海洋

价值，拓展海洋发展空间。

构建澳门海域发展蓝图，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和可持续发展，必须积极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域规划》提

出，按照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中对澳门的

发展定位和要求，围绕“一中心一平台”的目

标定位，以海域为切入点，发挥澳门所长，增

强竞争优势，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推动陆海统筹发展

9 月初，台风“摩羯”来袭，澳门发出今

年首个八号风球，由多部门组成的民防架构

成员时刻保持高度警觉，持续发布最新天气

资讯及民防信息，提醒市民时刻留意并做好

防风防水浸措施。记者观察到，临街门窗都

用胶带打上“米”字防护，还在门口堆砌了沙袋。

“尽管防灾减灾意识在澳门社会各界已

深入人心，但澳门陆域特别是老城区地势较

低，防护标准普遍较低，海洋灾害的发生对

生命财产、生态系统、沿海工程设施建设等

均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王玮说，应对气候

变化下海洋灾害的影响及其治理是澳门海

洋环境与生态安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面临

的长期课题。

《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域规划》提出，提升

海洋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基础设施防灾减

灾能力，进一步完善海洋防灾减灾应急管理

体系，提升海洋灾害风险管理监测预警能力。

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海事及水

务局根据澳门独特复杂的海上环境，如过路

船多、海上工程多等特点，长期保持与内地

和香港的沟通协调、联防联治工作机制，在

发生突发情况时作出迅速、有效的应对，努

力确保海事安全。“以澳门大桥工程为例，为

配合工程吊装工作，海事及水务局共实施逾

40 次的海上航道临时封航管控，于大桥吊

装作业前，珠澳海事部门共同制定交通管制

计划，提前发布航海通告，引导船舶分流。”

该负责人举例说。

“智慧海事系统（澳门版）”引人关注。

记者了解到，系统由广东海事局协助建立，

对往来澳门的船舶进行风险预警、全程追

踪、违规提示，同时强化粤澳智慧海事科技

和资源共享，提升海域智慧管理、海上巡查、

海上交通和船舶船员监管的能力，以及海上

搜救、海上保安等方面的能力，通过管理好、

利用好、保护好澳门海域，助力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

“多年填海造陆，澳门城市发展与空间

不足的矛盾有所缓解，但空间拓展与海岸带

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却日益凸显。”王玮介

绍，填海造陆活动改变了海域岸线的自然属

性，澳门海岸线由原有的蜿蜒曲折趋于规则

平直，自然岸线保有率锐减，影响了附近水

域的水文动力条件，给澳门沿海区域生态系

统造成压力。“推动陆海统筹发展，岸线环境

一体化保护，是未来澳门城市生态建设的重

点方向。”王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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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届 海 峡 两 岸 大 学

生新闻营、2024 海峡两岸青年

活力嘉年华、2024 年海峡两岸

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棒球文

化节、第四届海峡两岸青年文

化月……在刚刚过去的暑期，

两岸青年交流交往的热情持

续高涨。有许多台湾青年第

一次来到大陆，他们感慨，“大

陆的科技创新和发展速度令

人惊叹，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 大 陆 青 年 蛮 和 善 ，是 温 和

的、温暖的”“没有岛内炒作的

负面情绪”……目睹大陆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亲身感受大陆

同胞的热情友善，深入体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台湾青年获得多方面的启发

和收获。两岸青年加强交流

交往，可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融合发展源源不断注入

青春活力和强大动力。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

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

声 ，符 合 两 岸 同 胞 的 共 同 利

益。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越

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已经识破

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和欺

骗伎俩，表达参与两岸交流的

强 烈 愿 望 ，积 极 参 与 两 岸 交

流、支持两岸关系发展。不久

前，金门县民意代表参访团抵

达北京，呼吁加强两岸交流合

作；6 月举办的第十六届海峡

论坛中，7000 多名台湾同胞跨

海而来，首次参加论坛的台胞

超过一半。今年 1 至 6 月，两

岸人员往来 208.3 万人次，同

比增长 99.5%，其中台胞来大

陆 192.8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03.2%。事实证明，两岸各领

域交流合作开展 30 多年，具

有 深 厚 基 础 和 内 在 动 力 ，是

大 势 所 趋 ，两 岸 同 胞 走 近 走

亲 的 共 同 愿 望 ，任 何 势 力 都

阻挡不了。

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

近、越走越亲。大陆方面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始

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推动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积极支持台企同等参评智能制造、绿色制

造项目；台胞台企参与大陆乡村振兴战略取得新进展；在

参评荣誉奖项、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等方面，台湾同胞参与

感、获得感和融入感越来越强……从“31 条措施”“26 条

措施”，到“11 条措施”“农林 22 条措施”，再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等，一系列惠台利民的政策

举措，持续为台湾同胞提供更多同等待遇，助力他们分享

更多大陆发展机遇。

血脉相连，亲望亲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为广

大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参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开辟更广阔空间。大陆将继续致力促进两岸交流合

作、深化各领域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切身福祉和中华

民族整体利益。

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凝结着两岸同胞的

奋斗和汗水，需要两岸同胞同心共创、接续奋斗，也终将

在两岸同胞的接力奋斗中实现。期待更多台湾同胞特别

是青年一代，以各种方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

共创民族复兴、共享盛世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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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巴黎奥运会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访问香港，分享

拼搏故事，畅叙家国情怀；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焕新揭幕，

一件件文物展品向市民讲述艰苦的抗战岁月和抗日英烈的贡

献；“‘我和祖国有个约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暨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主题展演”在港举办……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广大香港市民的爱国爱港情怀在一系列

形式多样、生动鲜活的活动中激荡。

广大香港同胞素有爱国爱港光荣传统。时代浪潮奔涌，

家国情怀永存。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记载着香港被

迫割让的屈辱，更记载着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抗争。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史，记载着香

港同胞作出的独特而重要的贡献。香港同胞始终同祖国风雨

同舟、血脉相连。走向由治及兴新阶段，广大香港同胞不断提

升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把爱国爱港精神转化为

实际行动，一定能在新起点上再创新辉煌。

青年是祖国和香港的未来，让爱国爱港光荣传统薪火相

传，才能为香港长治久安打牢基础。推行初中中国历史科新

课程大纲、中小学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国民教育——

活动规划年历”指导中小学配合重要节日开展国民教育活动

……香港特区政府携手社会各界着力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观念

和爱国精神，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民族

自豪感，让“爱我中华”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回归祖国 27 年来，香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齐奋进。

相信香港同胞继续大力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同“一国两

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香港一定

能够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爱国爱港 同心奋进
孙天孙天霖霖

曾经“行人路过，没有好衣裤”的“烂泥渡

路”，如今是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城核心区的

“银城中路”；曾经锈迹斑斑、老厂房遍布的杨

浦“工业锈带”，如今成为市民游客亲水休憩

的“生活秀带”；被誉为“上海之根”的松江跳

动着科技创新的脉搏，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令人耳目一新……不久前，来自 12 个国家和

地区的 15 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来到上海，感

受这里发展的澎湃动力。

5 天行程，满满当当。由中国侨联指导、

上 海 市 侨 联 主 办 的“追 梦 中 华·扬 帆 浦 江 ”

2024 海外华文媒体上海采访行活动中，海外

华文媒体记者围绕“改革前沿”“上海之根”

“滨江家园”“苏河万象”“侨连五洲·沪上进

博”等专题，探访上海的历史底蕴、科技创新、

社会发展等方面情况，通过一篇篇报道、一幅

幅图片，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你为什么愿意放弃海外名校的终身教

职，回到上海创业？张江打动你的是什么？”

在康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外华文

媒体记者围坐一圈，饶有兴致地向归侨创业

者郭敏博士提问。9 年前，郭敏带领的科研

团队在浦东新区张江镇开启了合成生物学领

域的创新研发，如今，康码（上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1600 余项、专利

600 余件、员工近 400 人。郭敏用亲身经历讲

述上海科创中心的魅力。

张江的科技创新活力、浦东开发开放的

生动实践和巨大成就等，让《西非华声》主编

金浩深有感触：“我要好好观察浦东、观察上

海，通过有分量、接地气的作品，讲述浦东发

展成为现代化新城的故事。”

“5 天行程仿佛是优美乐章，每一章节都

奏响了高科技与自然人文和谐共舞的华彩。”

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副总编胡海一上午拍摄

了 200 多张照片，回酒店后顾不上休息，选

片、编辑、上传至图片库，把反映新时代上海

风貌的图片传递给海外受众。

参观完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馆，采访团

一行搭乘“半马苏河”游船，欣赏苏州河岸线

“生活秀带”。从“岸上看”到“水中游”，墨西

哥《视界拉美》驻上海总代表楼亚莎感慨道：

“了解苏州河的沧桑变迁后，再实地感受苏州

河的底蕴，更感到震撼。我希望通过华文媒

体的报道，让海外华侨华人进一步了解中国

故事。”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

人民。上海用绣花功夫绘制“一江一河”生态

文明画卷，为社会各界人士创建温馨港湾。

在距离黄浦江岸线美景仅 200 多米的徐汇

滨江党群服务中心，采访团了解到，市民食

堂、“灯塔书房”、24 小时开放的便民服务厅

等，3 年来累计为 146 万人次提供便利；在与

陆家嘴隔江相望的白玉兰广场 20 楼，设有

虹口区北外滩街道“侨之家”，这是上海第一

家接入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专线的“侨之家”，

采访团了解到，通过现场办或电话及线上接

单方式，5—10 分钟就可以办理医保卡申领

等 50 多项个人事务。

“上海作为一个窗口，反映着中国的开放

和国际化程度。上海和汉堡在 1986 年结为

友好城市，通过这次采访，我们再一次了解高

质量发展中的上海，我希望能把更多关于上

海的情况介绍给德国乃至欧洲民众。”《德国

侨报》副总编辑俞光馥说。

2024海外华文媒体采访行活动走进上海——

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晓黄晓慧慧

日前，黄茅海跨海通

道项目黄茅海大桥进入建

设收尾阶段。

黄茅海跨海通道是港

珠澳大桥的西延线，建成

后，将与港珠澳大桥、深中

通 道 、南 沙 大 桥 、虎 门 大

桥等共同组成粤港澳大湾

区跨海跨江通道群。图为

黄茅海大桥。

吕华当摄（人民视觉）

黄茅海大桥
建设收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