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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年末文旅盛宴

12 月是澳门盛事最密集、活动
最多元化的月份。美食、表演、购
物、文化、节庆……澳门特区政府
在社交平台介绍说，12 月是“最佳
游澳门时刻”。

在一系列精彩活动中，最先打
响发令枪的是银河娱乐澳门国际马
拉松。4日一早，众多参赛选手在晨
曦的阳光中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
量，呈现了一场充满竞技精神的盛
大赛事。赛道上，有不少参赛选手
精心打扮“盛装”出席，别具匠心
的“战衣”吸引眼球，为赛道增添
了青春活力的气息。

接下来，便是光影交织，点亮
澳门夜空。4日晚，2021澳门光影节
如约开幕，以“火星想旅行”为主
题，持续至下月2日。在五彩缤纷的
灯饰及光雕艺术装扮下，每当华灯
初上，小城街头便流光溢彩，光影
璀璨，让澳门这座本来就多彩浪漫
的城市，越加迷人。

“翱游澳门无人机表演盛会”也
在夜空拉开表演。300台无人机在夜
空中展示莲花、世界遗产建筑和旅
游吉祥物“麦麦”等澳门特色元
素，寓意活力澳门绽放绚丽色彩，
也让市民游客一饱眼福。

而正在举办的第 24 届葡韵嘉年
华是中葡文化艺术节的压轴活动，
集歌舞、游戏、美食、多国风情于
一身，让市民和游客感受葡语国家
的文化底蕴与精彩活力。现场还设

置了多个特色摊位，展示葡语国家
的音乐、手工艺、特色服饰、地道
小食等，有澳门葡语艺术团体及内
地表演艺术团体带来特色歌舞及音
乐表演，还设有一系列适合不同年
龄层人士参与的游戏，包括爬竹
竿、大脚八、拔河、跳麻包等。

入境旅客明显回升

作为离内地旅客最近的、安全
宜游的出境目的地，得益于疫情防
控得力和政策协调顺畅，经过各方
面的努力，澳门入境旅客量现回升
趋势，旅游市场整体复苏走势明显。

10 月 10 日以来，澳门没有新增
新冠病例，健康宜游。内地低风险
地区人士访澳免隔离，持7日内核酸
检测阴性结果证明，便可经珠澳口
岸返回内地，往来通关便利。澳门
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前 10 个月，澳门入境旅
客逾 608 万人次，同比增加 32.2%，
单日最高入境旅客人次近4万；酒店
及公寓的客房平均入住率为 49.9%，
同比上升25.3%。

来自广东广州的陈小姐在1个月
前就规划好了赴澳门旅游的行程，
特别选择 12 月到澳门，就是想亲身
体验澳门光影节、“翱游澳门无人机
表演盛会”等活动，感觉很开心。
她说，粤澳两地现时通关很方便，
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愿意来澳门游玩。

澳门居民邓小姐则是带着小朋
友来观看无人机表演，她认为新颖
的无人机演出能令小朋友感受到科

技的发展，而且旅游结合科技元素
是当下的产业发展趋势，澳门应该
跟上时代的步伐。

有分析认为，在保持当前稳定
疫情防控形势下，澳门旅游市场在
一系列文旅盛宴的带动下，将保持
良好复苏势头。

不断提升旅游品质

多彩活动带旺赴澳旅游人气，
特区政府也多管齐下支持中小企业
充分发挥特色，吸引客流促进社区
经济复苏。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已
经与多家内地知名电商及线上旅行
社合作，推广澳门旅游资讯及推送
中小企业的商户资讯与优惠，同时
为内地旅客提供机票、住宿等消费
优惠，吸引旅客来澳旅游、刺激消

费，延长留澳时间及拉长消费链。
针对内地旅游市场，特区政府还

特别展开线上线下宣传工作。近期在
内地举办了多项大型盛事活动，包括
在浙江杭州、江苏南京、上海、四川成
都、重庆等城市举办“澳门周”，重点
传递“澳门健康安全宜游”的讯息，积
极推广“旅游+”，并得到国家文化和
旅游部大力支持。

特区政府旅游局表示，下一步
将持续推动优质旅游建设，促进旅
游业进一步复苏。同时支持业界开
发新旅游衍生产品，鼓励社团举办
有利于旅游业的活动，推动社区旅
游经济发展，加大“旅游+”跨界融
合，当中包括“旅游+会展”“旅游+
文创”“旅游+电商”以及“旅游+体
育”等，借着叠加效应，进一步提
升澳门旅游业的竞争力。

《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出版典礼
暨 《粤港澳大湾区志》合作备忘录签署仪
式近日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
澳办主任夏宝龙通过视频方式发表讲话指
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
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画出符
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心圆。新华社就此
发表“新华时评”。文章摘编如下：

作为《香港志》的第二册，《香港参与
国家改革开放志》展现了香港参与国家改
革开放的壮阔历程。回顾历史，香港同胞
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百年征程中，这颗历尽沧桑的东方明珠从
来都不曾缺席。今天，香港特区早已纳入国
家治理体系，我们更应理直气壮地高高举起
爱国爱港旗帜。

“爱国者治港”绝非要搞“清一色”，而是
“五光十色”。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爱国者治港”的舞台很大，这一原则不仅
有明确的标准，而且有丰富的外延。我们要在

“爱国者治港”旗帜下，最大限度拉长包容多
样性的半径，画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香港同胞奔向美好生活
这个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心圆。

打开 《香港志》，我们看到“一国两
制”下的香港走上与祖国共同发展、永不
分离的宽广道路。面对反华势力兴风作
浪，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给予香港
化险为夷的强大底气。

即将到来的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
举，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一次重要选
举。153名候选人将竞逐90个议席。所有议席
都存在竞争，这是香港回归以来从未有过
的。“区区有竞争，个个界别有得选”，竞争激
烈可见一斑。候选人来自多个政团、职业、社
会阶层，身份背景多元，政纲各异，跨越了广
泛的政治光谱，还涌现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
的新面孔特别是青年候选人，受到社会好
评。这一“五光十色”的生动局面，充分彰显
出新选举制度具有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
性、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

香港社会苦“西方式民主”久矣。多年
来，“西方式民主”带给香港的是分化、撕裂
和恶斗，导致社会失序、经济失衡、管治失
效。2019 年香港“黑暴”带来的惨状历历在
目，是我们心中难以释怀的痛。民主不是装
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
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盲目追求“西方
式民主”，却给香港带来灾难，给国家带来隐
患，这样的劣质民主必然被时代抛弃。

为港人谋福祉，为香港创繁荣，为国
家保安定，正成为新选举文化最鲜明的时
代特征。香港的民主发展，要靠广大港人
积极参与去推动；香港的良政善治，要靠
广大港人共担责任去创造。良好的制度不
会自动发挥效果，它的有效运转需要广大
香港市民积极参与。我们坚信，凡是拥护

“一国两制”、希望香港越来越好的香港居
民，一定会以主人翁的姿态，依法行使好
民主权利，郑重投出手中神圣的一票。

香港实行什么样的选举制度是中国内政，制度好不好要看
是否符合香港实际、是否有利于香港长治久安。对此，任何外部
势力都无权干涉。国际上一些人罔顾事实，大肆抹黑香港选举
制度，只能暴露出他们的傲慢和偏见。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对发展符合香港实
际的民主制度充满自信。那些勾结外部势力的反中乱港分子，
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受到应有的惩罚。

拨云见日，扬帆起航。在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保障
下，在伟大祖国的鼎力支持下，相信此次选举一定能顺利进
行，选出效忠国家、服务香港、市民满意的爱国者，为特区
管治架构注入新鲜血液，为香港开创美好明天。

第12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近日
在台北举行，从两岸暨港澳近3万幅少儿
作品中精选160幅展出，让现场观众通过
孩子们的画笔，发现平凡生活的美丽、
畅游装满秘密的树洞、探索大千世界的
奥秘、任意驰骋过去未来。

据介绍，该展 2009 年发起于福建厦

门，每年在两岸多个城市举办，至今已展
出60场次，观展人次近百万，以艺术对话
的方式，促进两岸文化和青少年交流融
合。本届巡展由厦门云扬天际文化艺术机
构主办，已完成福建福州、厦门及北京巡
展；台北展由台湾中华日报社主办。

图为展览现场。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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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旅游市场热闹重现
本报记者 汪灵犀

12 月的澳门，节庆
喜事不断。先将迎来澳门
回 归 祖 国 22 周 年 纪 念
日，紧接着，是中国传统
节日冬至以及西方的浪漫
圣诞，整座小城都弥漫着
欢乐温馨的气氛。随着本
地疫情转趋稳定，澳门特
区政府陆续推出多项精彩
文旅活动，吸引游客感受
澳门魅力，促进消费振兴
经济。澳门美食节、澳门
光影节、“翱游澳门无人
机表演盛会”、澳门国际
马拉松、葡韵嘉年华……
一项项精彩盛事构成一场
文旅活动的年末压轴盛
宴，共同展示着一个健康
宜游、充满活力的澳门。
澳门街头渐渐人流畅旺，
旅游市场重新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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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兹感谢上海海洋大学多年帮助
本县优质大闸蟹养殖产业发展，成
效斐然”“苗栗县大闸蟹养殖良好，
为 两 岸 农 业 交 流 建 立 良 好 典
范”……在近日寄往上海海洋大学
的3封信中，台湾苗栗县长徐耀昌对
上海养殖专家表达了由衷的谢意。

3封感谢信背后，是上海与苗栗
长达10年的“两岸蟹缘”。

2011年8月，在国台办协调下，上
海海洋大学与苗栗县政府签订协议，

开展“中华绒螯蟹养殖科技合作计
划”，开启了大陆农业技术“入台”先
例。次年1月，首批来自上海崇明的蟹
苗跨越海峡在苗栗县“安家”。

10 年后的今天，苗栗大闸蟹养
殖面积稳定在16至20公顷，年产优
质大闸蟹 25 至 30 万只，产值达到
2500 至 3000 万新台币。当地养殖户
还利用大闸蟹发展民宿、旅游等第
三产业。大闸蟹为当地带来的年收
入约1亿元新台币。

大闸蟹成为苗栗“金名片”，上
海海洋大学专家团队功不可没。

2012年3月至5月，上海海洋大

学王武和杨志刚两位教授在苗栗调
研时发现，当地水文地理和生态环
境多样化，蟹种来源分散且品质和
适应性较差，严重阻碍了河蟹的进
一步推广。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上海海洋大
学在崇明建立了供台蟹种基地，由吴
旭干教授培育可以适应苗栗多样性
气候的早熟河蟹品系。杨志刚教授则
负责每年供台蟹种的检测、检疫、报
检和出口等工作。依托崇明海关对基

地大闸蟹检疫和检测工作的支持，崇
明“蟹宝宝”顺利搭机赴台。

苗栗大闸蟹养殖起步之初，上
海海洋大学先后派出王春、杨志刚
等专家带领研究生驻守苗栗，手把
手教蟹农整改池塘、种植水草、投
放苗种、调控水质、投喂饲料、防
控疾病。除了建立生产履历制度，
援台团队每天坚持实地巡视检查，
及时改进技术方案。

2012 年 11 月，刚刚养殖成功的
苗栗大闸蟹“返乡”，作为“台湾选
手”参加了当年的全国河蟹大赛，
并一举拿下“金蟹奖”。此后，苗栗

大闸蟹屡屡在这一被称为“河蟹界
奥斯卡”的大赛中捧杯，声名鹊起。

上海海洋大学援台技术团队负
责人成永旭透露，包括今年的约25万
只在内，过去 10 年间共有 44 批次
355.16万只优质蟹种从上海海洋大学
供台蟹种基地出发前往苗栗。依托基
地对品种选育和培育的持续关注，苗
栗河蟹的品质和规格逐年提升。

如今，这些生在上海、长在苗
栗的大闸蟹在台湾备受欢迎。每年

吃蟹季，市场上苗栗大闸蟹都一
“蟹”难求。“去苗栗吃蟹”，也成为
台湾餐饮时尚。最早跟着上海专家
学养蟹的苗栗县优质大闸蟹产销协
会干事长陈云涌说，大闸蟹让苗栗
养殖户“着实富了一把”。

收到苗栗县的感谢信，上海海
洋大学党委书记王宏舟在回信中写
道：小螃蟹，大协作，“苗栗模式”
已经成为两岸农业合作交流的典
范。期待上海与苗栗携手并进，共
同续写好两岸“蟹”的传奇。

（据新华社上海电 记 者 潘
清 、吴振东）

3封感谢信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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