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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后，香港已连续
20 多 天 没 有 出 现 本 地 确 诊 病
例。然而自7月5日起，情况急
转直下，本地确诊个案迅速增
加，且多宗个案找不到感染源
头。香港舆论认为，反对派全
然不顾特区政府防疫安排，肆
意组织非法聚集，是导致疫情
急速蔓延的重要原因。

新华社近日就此发表评论
文章表示，香港市民应看清反
对派为一己私利而“揽炒”香
港的卑劣行径，切实配合特区
政府的防疫措施，携手渡过当
前的艰难关口。文章摘编如下：

细心观察即可发现，新一
波疫情暴发的时间节点，与反
对派非法纠集的政治活动十分
吻 合 。 香 港 多 名 医 学 专 家 表
示，不排除反对派发起的非法
游行活动就是疫情暴发主因的
可能性。因为在聚集期间，参
与人士若没有全程佩戴口罩，
或是有用手四处触摸东西等行
为，都有可能造成病毒传播。
反对派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而置市民生命安全于不顾，成
为近期香港防疫的最大漏洞。

不仅播毒，反对派还不放
过任何抹黑政府抗疫的机会。
对特区政府引入内地公司提升
病毒检测能力的举措，反对派
竟称让内地公司做检测会令香
港人 DNA数据泄露。其将政治
凌驾于专业之上误导市民，无
疑是想继续“揽炒”香港，把
香港推向毁灭的深渊。

面对汹涌疫情和反对派的
险恶用心，香港社会务必提高
警惕，切实增强防范意识，理
性参考内地的成功抗疫经验，
支持并配合特区政府采取的防
疫措施，团结一心共克时艰。

当前特区政府的防疫措施
正逐渐加码，爱国爱港人士也
积极行动投入抗疫。“全港社区
抗疫连线”近日重新启动各项
支援防疫抗疫工作，包括到各
区展开清洁行动、派发抗疫物
资等，并联系多位精神科医生
和临床心理学专家，帮助市民
缓解情绪问题。

正如相关专家所建议，香
港特区政府还可学习内地的防
疫政策，切实改进现行做法及
思维方式，扩大核酸测试范围，效仿内地疫情期
间小区管理模式，阻断社区传播链，并加强与内
地沟通合作。越是艰难时刻，越需全社会携手同
心，凝聚力量。

像爱惜眼睛般爱护文化遗产

大三巴是澳门的地标，这座哥特式
建筑遗存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拍照、打卡，感受澳门的南欧风情；而在
牌坊的斜后方，一座中式的哪吒庙香火
不断，络绎不绝的信徒前来点香、祈愿。
2 座风格迥异的建筑和谐共存，是澳门
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见证。

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的澳门历
史城区包括 8 个广场前地和 22 座建
筑。穿行历史城区，游客既能在主教
堂、岗顶剧院、议事厅前地领略西式
文化，又能到妈祖阁、关帝庙、郑家
大屋感受中式传统。

“这些广场和建筑，包括西式教堂
和中式庙宇，是澳门多元文化最直观
的体现。作为欧亚文明的交汇点，澳
门长期实践文化多样性，因而拥有得
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优势。”澳门特区政
府文化局局长穆欣欣表示，文化遗产
是不可复制的珍贵社会财富，我们要
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去爱惜它们。

为确保澳门的文化遗产得以发扬
光大，2014 年澳门出台 《文化遗产保
护法》，让整个澳门历史城区的管理有
了法律依据。法律规定，列入文化保
护清单的建筑，不论其所有权归属如
何，其实体管理行为都归政府，并设
立专门基金，在政府部门和教会、庙
宇的管理执委会之间保持沟通和联系。

保护文化遗产也离不开民间的参
与，澳门居民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
2007 年初，得知半岛最高峰东望洋山
下即将兴建的高楼，有可能遮蔽东望
洋灯塔部分海岸景观，澳门民间人士
组成“护塔联线”。为响应民间的保育
诉求，行政长官于 2008 年春签署批
示，制定东望洋灯塔周边区域兴建楼
宇容许的最高海拔高度。

让民众触摸有鲜活感的历史

7 月的澳门，气温高达 30 多摄氏
度，但东望洋灯塔下入场的游客排成
人龙。登上东望洋塔，在塔顶360度远
眺小城风光，现场一片欢乐。这便是

“东望洋灯塔攻顶游”活动。为了让更
多人了解澳门历史城区，澳门特区政
府文化局精选了平常较少对外开放的
世界文化遗产场所，开展“我和何东
图书馆约个下午茶”“最美风景大三巴”

“郑家大屋寻宝记”“探秘议事亭藏书楼
的魔法阵”等多项主题体验活动。

“文化遗产和我们共生共存，是我
们的日常，我们每天都穿梭其间，我
们触摸的是有鲜活感的历史。这个是

澳门文化特别珍贵之处。”穆欣欣说，
近年来，澳门政府大力推动文物建筑
活化再利用，文物活化工程的目的，
在于使历史建筑重新成为一个可以和
民众共享的公共空间，让它们融入日
常生活，而不是把文物孤立起来。

的确，在澳门，历史城区不只是
历史，更是现实；不仅是景点，更存
在于居民的真实生活。这些文化遗产
大多没有被高墙大院阻隔，而是与人
群、街道融为一体，而且大多免费对
公众开放。例如大三巴牌坊经常举办
拉丁大巡游、托盘比赛等大型活动，
玫瑰圣母堂是全城举行音乐会场次最
多的教堂。

从 2005 年成功申遗至今，澳门历
史城区在保育中发展，为澳门带来了
世界级的知名度。据统计，澳门旅客
人数已从 2005 年的 1870 万人次，达到
2019年的3940多万人次。

培养孩子的世遗保护意识

面对两张几乎一样的澳门历史老
照片，要想找出其中的不同可真是要
费一番工夫。虽然过程曲折，但是让
参与“找不同”游戏的黄女士和孩子
感觉收获良多。黄女士说，她从小就
经常在历史城区游玩，没想到有那么
多的历史故事自己都不太了解，希望未
来一定要珍惜和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

在此次“庆祝澳门历史城区申遗成
功 15 周年嘉年华”活动中，主办方安排
了拼图、套圈、投篮、插画等诸多活动，
其中很多都是亲子类游戏。参与活动的
澳门居民希望，未来特区政府多举办寓
教于乐的活动，增进孩子的世遗知识，
培养他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过去，每当我经过一些文化遗产
时都会心想，为何政府不拆掉它们，建
设更现代的设施？经过培训，我才明白
无论街道、路牌或是建筑，这些文化遗
产都非常有特色，是澳门闪亮的一张名
片。”曾经参与澳门文化遗产小小导赏
员实践培训计划的苏嘉慧同学表示，培
训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那些和
她年龄相若的小朋友了解澳门城区的
历史故事，让世遗文化发扬光大。

色彩造型很吸睛

台湾人爱把集装箱称为货柜。近年来，台
湾的大城市或乡村田间，南南北北陆续矗立起
一幢幢线条简约利落、色彩缤纷亮丽的货柜
屋，用途从咖啡厅、餐厅、招待所到住家、市
集、民宿不一而足。装潢或欧美风，或日式
风，色彩造型每每吸引众人目光，惊呼：“货柜
屋也能这么漂亮！”

2018 年 9 月，台湾第一家“货柜屋星巴
克”在花莲县吉安乡台开新天堂乐园开幕。29
个废弃的集装箱被统一刷成白色，层层叠叠堆
垒，远看就像巨型乐高积木，风格十分吸睛，
每个周末至少吸引2至3万游客慕名前往，成为
台湾民众“打卡”必去的网红新地标。

在台南，由40个大型货柜打造的货柜公园
里，有美食街、儿童天地、教育中心、文创品
牌，成为周边家庭假日出游的好去处。在高
雄，“集盒”货柜聚落已创下百万游客造访的记
录，人潮带来的钱潮更是可观。

新北市林口区的创森自然农法模组植物工

厂，则将传统货柜变成种植健康蔬菜水果的
“金屋”。结合科技温控栽培，1 个货柜屋可耕
种 6000 株草莓，仅需 1 人每天工作 2 小时，每
月可赚进30万元新台币。

绿色环保成本低

曾打造过“货柜餐厅”与“货柜旅馆”的
台湾建筑师林志峰说，用货柜当建筑材料，是
绿色环保的废弃物再利用。台湾是海岛，货柜
可说是台湾的既有“资源”，施工快速环保，成
本低廉，并且可以组合、堆叠，比单纯的组合
屋有更多变化。

但林志峰同样指出，虽然货柜具有设计、
施工的自由度，可以在海上、山上、城巿任何
地方搭建，并且具有能够快速建立及移动等优
点，但也存在易热、尺寸固定等缺点，无法使
用于大空间，载重受限。

对于台湾出现的“货柜屋”热，林志峰认
为，如果只是出于节约成本或重复利用的考
虑，那自然是好的。但若只是赶流行蹭热度，
则免不了有泛滥之嫌。

美观安全要兼顾

岛内业内人士指出，商家打造网红货柜
屋，除了在美观和设计感在工夫外，同样应着
重考虑安全问题。

台湾成功大学建筑系教师薛丞伦表示，货
柜是因海运而发明，在用于运输方面安全性没
问题。但经过重新改装设计后，新的货柜造型
可能会改变结构和承重能力，如果未经结构技
师计算评估，安全方面易产生问题。况且，有
些货柜屋在建筑、消防方面也没有做相应规
划，一旦遭遇火灾、台风，货柜屋极易发生险
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另外，按照台湾地区“建筑法”的规定，
货柜屋为临时性建筑物，相关使用规范由各县
市政府自行认定。按台北市及新北市的规定，
符合规范的货柜屋经营者最长只能拥有 6 个月
的执照，嘉义县的执照则最长可达 5 年期限。
有专业人士指出，台当局有必要制定一套全台
适用的标准，才能让货柜屋的建设、经营更有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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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茸茸的熊猫握手、与紫禁城天坛合
影、体验“骑行中华”动感单车……日前举
办的 2020台北夏季旅展上，两岸展区为台湾
民众提供了“云游”大陆的多样化体验。这
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海峡两岸旅游交
流协会在台湾参加的第一场旅游展会。

图为台湾小朋友和熊猫人偶合影。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台湾：货柜屋成网红“打卡”地标
本报记者 汪灵犀

说起集装箱的再利用，许多上了年纪的
台湾人往往持负面印象：比如农田附近的工
作间，道路旁的水果摊和槟榔店，小作坊的
生产车间，不然就是供灾民暂时落脚的临时
组合屋，狭小简陋而且环境恶劣。不过，在
环保风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建筑师运用巧
思，将回收集装箱改装成充满现代感的住
宅、餐厅、仓储或办公室，甚至用来发展垂
直农业。集装箱变身绿色“货柜屋”，正在创
造居住及商用经济价值。

▶ 云林县麦寮乡“噢麦乐货柜市集”把集装箱直
立起来，打造成风车造型吸引游人。 （资料图片）

申遗成功15周年

澳门历史城区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广东民乐的悠扬丝竹、
锣鼓锵锵的南狮表演、异域
风情的葡萄牙土风舞……丰
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展现了澳
门的多元文化。这是近日

“庆祝澳门历史城区申遗成功
15周年嘉年华”开幕式在澳
门郑家大屋举办时的场景。

2005年7月15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29届世界遗产
委员会在南非德班举行会议，
一致同意将澳门历史城区作为
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15年来，澳门特区政府
日益重视保护和合理开发历史
城区，澳门市民对世界遗产的
认识和保护意识不断加强，澳
门历史城区不断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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