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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内地和澳门疫情已基本稳定，内地居民赴澳门旅
游签注也于8月底开始逐步恢复。澳门特区政府顺势推
出“扩客源 兴经济 保就业”等多个扩展客源计划，
吸引内地游客来澳门旅游。市场对此反应热烈，广东
省赴澳门团体旅游、个人自由行近期均迎来新一轮咨
询预订热潮，不少内地游客表示，期待感受疫情后重
新出发的精彩澳门。

澳门旅游及相关业界人士表示，这是他们期盼已
久的好消息。希望相关政策能够刺激旅游消费、延长
留澳时间、拉长消费链，同时让澳门更多商家在消费
市场受惠，从而带动经济复苏，稳定居民就业。

向内地游客“派糖”4亿元

截至 9 月 9 日，澳门已连续 164 天无本地病例报
告，连续75天无境外输入病例报告。广东居民赴澳门
旅游签注已于 8 月 26 日恢复办理，内地其余省市则将
于 9 月 23 日起恢复办理赴澳旅游签证。随着旅游市场
逐步有序向内地开放，澳门特区政府开始启动筹备已
久的多项扩展客源计划，包括分阶段通过电商平台向
内地游客发放交通、住宿及消费优惠等，总预算约4亿
元 （澳门元，下同）。

9月1日，特区政府与腾讯、阿里巴巴以及澳门航
空合作推出的“扩客源 兴经济 保就业”计划上线，
至 12 月 31 日共将在微信平台发放 2.9 亿元消费券，内
地游客可通过澳门特区旅游局的微信公众号和境外游
礼包小程序领取，也可在飞猪平台参与机票优惠的抽
奖活动。

“目前入境澳门仍要出示核酸阴性证明、戴口罩等
防疫措施，预计旅客未必短期内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
客量。不过，现时每日出入境旅客人数，已经由疫情
初期几十人增加到突破1万人次，已是好开始。”澳门
北区工商联会理事长马建章表示，为配合政府投放4亿
元的旅游振兴计划，澳门不少商户也推出自己的优惠
活动，以吸引旅客。

久旱甘霖商家欢欣鼓舞

“鼓舞，真的是鼓舞，因为我们旅游业真的压抑了
一段时间，大家都很期待。”澳门青年国际旅游有限公
司副总裁张敬文把赴澳旅游签注开放比作“久旱遇甘
霖”，引颈期盼很久了。

受疫情影响，澳门今年第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下
跌 67.8%，入境人次按年大幅下跌 99%，旅游服务出
口下跌 93.9%。旅客持续大幅减少对澳门经济造成严
重冲击。澳门特区政府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变化，从今
年 4 月起有序推出“百亿抗疫援助经济措施”。其中
预留约 32 亿元的款项，用作吸引旅客来澳，提振澳
门经济。

内地赴澳旅游签注的逐步放开，为澳门经济引

来“活水”。澳门旅游、餐饮、零售等从业人员备
感期待，做好准备迎接来访游客。澳门中小型餐饮
业商会理事长杨永成说：“听到这个消息真的非常
高兴，非常感谢祖国对我们的关怀，终于能舒一口
气。实际上，上半年疫情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旅游
签注逐步开放，是我们一个重新出发的好机会，非
常开心。”

澳门氹仔城区有限公司市场推广负责人陈咏璇表
示，氹仔旧城区的散客及团体客人流量已恢复到一定
水平，令不少零售及餐饮企业受惠。目前有超过 15家
商户送出餐饮折扣、免费礼品等超值优惠，未来还将
举办艺术、文化及消闲项目，让游客尽情体验澳门最
地道风土人情。

发掘新型精品旅游线路

疫情期间，澳门在做好防疫的同时，不断加强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电子支付环境，设计并推出了全新
的旅游路线、电子优惠平台以及特色店计划等，希望
让中外游客在疫情后来到澳门旅游时有全新的体验。

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介绍，澳门在疫情期
间新推出一系列本地游项目精品路线，未来有望继续
保留并向内地游客开放。“澳门以前的旅游行程是比较
传统的，我们这段时间新发掘了很多旅游线路。比如

‘心出发·游澳门’系列本地游活动就包含 25条行程，活
动推出后深受居民欢迎。未来这些路线也会推广给内

地旅客，相信也会受到内地旅客的欢迎。”胡景光说。
特色店计划也是澳门旅游的一项创新。“在澳门历

史城区里寻找一些有特色、有故事的中小企业，通过
多媒体、多渠道的宣传推广，协助特色店提升吸引力
和知名度。”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局局长戴建业希望以这
种方式，扶助有特色的餐饮及零售业，推动澳门中小
企业提高整体服务水平和品牌形象。目前首批获认可
的商号有41家，包括24家餐饮企业和17家零售企业。

特区政府呼吁全社会包括政府、业界及居民，继
续严格遵守卫生当局的防疫指引，做好防疫措施。同
时，业界将继续提供优质服务，保持产品及服务的合
理价格，做好扩客源工作，为兴经济保就业共同作出
最大努力。

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澳门旅游业再出发澳门旅游业再出发
本报记者 汪灵犀

随着内地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逐步恢复，澳门旅游业将迎来复苏。为
迎接游客到来，澳门议事厅前地日前开设“露天茶座”，吸引市民和游客乘
凉小憩。

右图：澳门城市景观一角。 （资料图片）

左上图：入境澳门的内地旅客与澳门旅游吉祥物“麦麦”合影。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左下图：游客在议事亭前地“露天茶座”周边摊位挑选小食。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供图）

宝岛台湾，远古时期与大陆相连。后海面上升、
地质变化，相连的陆地部分淹没，形成台湾海峡，出
现台湾岛。虽隔海但不遥远，台湾海峡最狭处仅 130
公里、最深处不过 80 米。1921 年，在海峡西岸的福
建，怀抱“教育为立国之本”的陈嘉庚选定厦门演武
场——昔日郑成功练兵场，建起了百年学府厦门大
学。“海峡不是一把无情刀，终会变成一座交流桥”。
翻开这百年校地篇章，万千往来中的故事渊源深厚，
万般不易间的情缘更是荡气回肠。

一方石锛，万年光景

厦大校园内芙蓉湖畔，有栋嘉庚风格三层建筑，上
书“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这是我国第一所人类博物
馆。馆中文物8000多件，其中有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
名为“有段石锛”，采集地：“台湾”。

“台湾之有石器时代遗物，余久已闻之，抵台后即
注意于此。”这是厦大首届学子、人类学家林惠祥 1929
年赴台采集文物的记录。此行林惠祥深入台湾高山族
聚集区，带回文物标本一百余件，写成《台湾番族之原
始文化》一书，成为我国首位系统研究台湾高山族的学
者。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在其遗作《中国东南区新石器
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中，林惠祥推断出台湾新石
器文化来自大陆，高山族先民主要是从大陆迁去。

一纸家书，万分热忱

“我们是带了一颗热诚的心、学习的心、为台胞
服务的心。”1947年赴台工作的厦大校友黄子铮给母
校寄信写道。

1945年台湾光复。地缘相近、文化同根，台湾与
厦大率先开启往来。厦大是最早招收台湾学生的高校
之一，1946 至 1949 年间招收台生近百名。台湾学生
对厦大也青睐有加，第一批“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
费生”中，志愿选择厦大的最多。

台湾光复后，厦大毕业生满腔热情赴台参与重
建。1945－1949届厦大毕业生赴台就超 300 人，助力
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的“十大建设”中，有六项由
长汀厦大学子主持或参与主持。作为规划设计专家
的过鲍生全程参与了从基隆至高雄的高速公路建
设 ； 陈 振 华 “ 从 黑 发 到 白 发 ， 一 生 与 台 电 共 成

长”；金世添等被称为电信行业的“厦大八金刚”；
严家睽推演出的计算洪水量公式至今仍被采用；江
举谦、姚一苇、卢衍祺等 90 余位厦大校友先后赴台
从事教育、文艺工作……

一个约定，万山无阻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1980年，海内外
第一个专门从事台湾研究的学术机构——厦大台湾研
究所 （后为厦大台湾研究院） 成立。其开创了多个第
一：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创办第一份专门研究台
湾问题的学术刊物，成立大陆第一个专门研究台湾的
民间学术机构……

“第 一 次 到 宝 岛 台 湾 很 激 动 ， 这 一 步 也 很 艰
难”。1991 年，厦大校友范丽青是首次赴台采访的
两名大陆记者之一。不只是范丽青，张克辉，卢
嘉锡，孙亚夫，多位中台办、国台办领导……许
多厦大人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奔忙。

1995年《厦大与淡江大学学术交流协议书》在台
签署，开创两岸校际交流合作先河。厦大已和台湾33
所院校开展合作，每年逾千名师生互访交流。厦大也
是大陆对台招生最为活跃且招收台生人数最多的高校
之一。

一场重逢，万般深情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厦大 1948 届校友余光中一首 《乡愁》 传遍两
岸。“怎料得到，当时回顾船尾，落到茫茫的水平线
后的，不仅是一屿鼓浪，而是厚载一切的神州……”
如余光中所说，一去竟不知归期。

同是厦大学子的兄弟俩黄典诚、黄典权一分隔就
是 40 年。借在香港参加研讨会，兄弟俩终相逢，抱
头痛哭。只是黄典权一生未回大陆，临终前他将自己
珍藏的台湾古地图转赠厦大。

两岸破冰后，厦大台湾校友、1948 届毕业生周
詠棠多次回到母校，为学校捐献数百万助学金。“台
湾硅谷之父”、校友何宜慈，生前频赴大陆助力北京
中关村、厦门火炬园、厦大交叉学科建设等。

一届届厦大赴台毕业生，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
民族复兴，发光发热。正如余光中所期盼，这一湾浅
浅的海峡，多少悲欢离合，终会抹平。永恒的是来来
往往中汇聚成的人情暖流，继续延绵着这深厚的百年
校地情谊。

下图：厦门大学思明校区鸟瞰图。
（资料图片）

厦门大学的“台湾情缘”
陈 文 陈 梦 黄伟彬

民进党当局自我标榜“防疫模范
生”，近来却被事实频频“打脸”。数
月间，“出境才发现感染”的病例接连
出现，频率之高广受舆论关注，引发
各界忧虑。台湾民众面临疫情风险，
民进党当局却置若罔闻，辩称“感染
源有待厘清”，拒不进行普筛，同时

“以疫谋独”动作不停。
对此，新华社近日发表评论指

出，这种凌驾医学专业的“政治防
疫”将台湾民众置于极大感染风险之
中，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毫无责任
感、只有权欲心。文章摘编如下：

事态发酵以来，台“流行疫情指
挥中心”一面罔顾确诊病例在岛内工
作生活超过数月的事实，硬拗“感染
源有待厘清”，大喇喇推卸责任；一面
坚拒对入境者、有接触高危险群的社
区进行普筛，打压专家和民众要求全
面筛检的呼声。对于认真开展检测的
地方县市，他们却是“积极有为”地
挥起大棒，宣称违反“有症状才采
检”等作业流程应接受“政风调查”。
民进党当局更是忙着“热烈欢迎”美
国卫生部长，上赶着与这个全球公认
防疫不力的国家签订所谓“医疗卫生
合作谅解备忘录”，配合美国遏华战
略，企图“以疫谋独”。

孰是孰非，自在人心。民进党当
局这般倒行逆施，原因很简单。一旦
普筛，台湾防疫表现马上会从“名列
前茅”变成乏善可陈，搞不了“防疫
外交”，还会影响自己的民调。于是，
每一个戳破“防疫神话”的案例都成
了给民进党当局难看的扎心尖刺，所
有基于专业考量的批评或不同主张都
被视为对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攻击，必
须除之而后快。无怪乎岛内舆论直
言，防疫是防病毒、护民众，民进党
当局却搞成防异议、护政绩。路愈走
愈偏执，民进党当局完全只在乎自己
的政治利益，已然毫不顾念广大民众
面对的疫情风险。

生命健康不是儿戏，更不应是政治
粉饰和权谋操弄的牺牲品。两岸舆论高
度关注岛内疫情防控情况，深切担忧台
湾同胞健康福祉。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
切实负起责任，以专业务实态度处理疫
情防控，积极采取措施阻断病毒传播
链，切勿在“政治防疫”的歪路上越走越
远，最终让广大民众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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