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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近日圆满结束，这是落实新选举制度的
一次成功实践。新华社就此发表“新华
时评”指出，在“爱国者治港”的社会
共识下，香港社会各界将以新一届立法
会顺利诞生为起点，精诚团结，凝心聚
力促改革谋发展，为香港按下发展“快
进键”，掀开特区长治久安的历史新篇
章。文章摘编如下：

立法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
关，具有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审核
及通过财政预算、税收和公共开支，对
政府工作提出质询等重要职能，在香港
政治体制运作中扮演重要角色。香港回
归以来的管治实践表明，立法会能否顺
畅、有序、高效运作，能否维持良性的行政
立法关系，直接影响到香港各项经济民生
建设、社会福利政策和特区政府施政的成
效，更关系到香港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的能
力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

一个风清气正、担当作为的立法
会，是香港社会长期以来的热切期盼。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专搞破坏、无心建
设”的反中乱港分子，利用原有选举制
度漏洞混入特区管治架构，在立法会肆
意“拉布”“揽炒”，恶意阻挠特区政府
施政，勾结外部势力，破坏特区宪制秩
序，致使立法会长期陷入虚耗空转的无
为混乱状态，严重损害香港社会整体利
益和国家根本利益。劣质民主下的分
化、恶斗、混乱带给香港市民的是社会
失序、经济失衡、管治失效的危机。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制度是繁荣的
保障。新选举制度从根本上打破香港每
逢选举必有动荡的周期魔咒，使选举回
归良性竞争，重塑香港选举文化，让社会
可以扶正祛邪、选贤任能。中央完善香港
选举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香
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切实解决香港居
民急难愁盼的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让发展
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香港居民。

只有能够不断增进民众福祉的民主
才是好民主。此次最终当选进入新一届
立法会的90名议员，都是爱国爱港、优
中选优的各界翘楚。广大香港市民对新
当选议员充满期待，坚信他们必将坚守爱
国爱港立场，以国家利益、香港福祉为依
归，依法履职，担当作为。可以预见，新一
届立法会将从此摆脱“泛政治化”泥沼，行
政立法机关之间的良性互动将得以实现，
特区政治体制运作更加平顺、理性、务实，
特区管治效能有望出现质的飞跃，香港将
迎来前所未有的优质发展环境。

我们有理由相信，秉持“爱国者治港”共同理念的新一届
立法会，将成为带领香港再起飞的重要力量。时不我待、不进
则退，新一届立法会必须展现出新面貌、新气象、新作风，全
力破解困扰香港社会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着眼当下，谋划
长远，切实为港人谋实惠、谋福祉、谋发展。

香港的良政善治，要靠广大港人共担责任去创造；香
港的未来发展，要靠广大港人齐心协力去推动。展望未
来，随着“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有效落实，香港拨乱反
正成果进一步巩固深化，香港发展前途与民族复兴进程日
益紧密相连，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香港各界的同心奋
斗下，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包容、繁荣稳定的“东方之
珠”必将更加熠熠生辉。

承载无数回忆

步入中环街市，500多个袖珍版
红色鸡蛋灯格外惹眼，昔日街市里
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扑面而来。

“现在这种灯不多见了，但是只
要一看到，就会让我立刻想起小时
候跟着大人去街市里买鸡蛋的日
子。”香港市民许女士说，在以前的
街市里，为了辨别鸡蛋的鲜陈优
劣，顾客们经常会取一个簸箕，把
看中的鸡蛋放进去，然后逐一凑近
红灯罩下的灯胆去照。在耀眼的红
色灯光下，曾经顾客们屏气凝神观
察蛋壳纹路的画面也仿佛浮现眼前。

活化后的中环街市里，保留度最
高的原生设计当属用水磨石制成的
主楼梯。如今，楼梯上铺设的石面经
过小心修复，斑驳的历史痕迹得以保
留，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事实上，昔日为了方便装卸货
物而修建的这种宽阔大楼梯，也曾
是不少摄影大师经常流连的取景
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著名摄
影师何藩的镜头中，那些牵着孩子
赶路的母亲、照顾着弟妹的长女、
挑着扁担的苦力工人匆匆上下石梯
的身影，都被定格在了香港城市发
展的光影中。

信步于中环街市中，曾经的 13
个老档口被保留下来，部分用于展
示原有建筑风貌。昔日海鲜档的储
水缸和通水渠、家禽档的砧板与血
槽、菜档的货架、肉档的案板等原
本风貌触手可及，无疑都成为香港
市民感受昔日街市氛围的绝佳门户。

“看到那面颇富历史感的红砖
墙、以前卸货区吊起猪牛羊的铁
钩、称米的米磅，还有‘地面湿滑
敬请小心’那些以前墙上的标语，
都令我好像穿越了时光，回到以前
街市里的烟火气氛中去。”香港市民

王太太是中环街市的老顾客。她
说，记忆中还有和母亲一起来买菜
的情景。如今，中环街市重开后，
她偶尔也会带着小孙子来这里坐
坐，和他说说以前的故事。

见证香港发展

中环街市历史悠久，可以追溯
至 1842 年。当时居于中环一带的华
人在皇后大道中开设广州市场，迎
合港岛区迅速增长的人口对市集的
需求。后来，广州市场改名为中环街
市。随着香港人口不断增长，在19世
纪中期与后期进行了两次重建，至
1939年建成第四代中环街市，也就是
目前完成活化的街市大楼。

作为当年东南亚最大型的肉食
市场，中环街市曾吸引社会各阶层
居民来这里购买日常生活所需，也
使得这幢建筑蕴藏了丰富的“老香
港”集体回忆。

中午时分，头发花白的陈先生
与太太坐在街市的中庭歇脚。“那时
候街市里地面比较湿滑、光线也不
大好，但是走到哪儿都能听到摊档
主用‘唱歌’的方式大声叫卖，广
东方言和福建方言，什么都有。小
贩和街坊是熟络的，每天熙来攘
往，人声鼎沸。”陈先生说。

随着时代变迁，香港的一些街
市不得不面临被拆除的命运，2005
年起中环街市也一度被列为可拆卸
建筑。后经再三考虑，特区政府最
终决定委托香港市区重建局对中环
街市进行活化，并由香港地产商华
懋集团对中环街市进行营运和管理。

“中环街市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
意义，它不仅象征着广东市集文化在
香港的延续，更见证了香港中、上环
区从过去华洋共处的聚居地，发展成
如今的都市商业区。”香港市区重建
局总经理（规划及设计）麦中杰说。

增添文化积淀

活化后的中环街市一改往日脏
乱、湿漉漉的印象，取而代之的是
一个集饮食、购物和展览于一身的
新街市风貌。70 多间美食餐厅、怀
旧店铺和文青小店，为忙碌奔波的
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放松之处。

“我们希望活化后的中环街市不
仅能满足市民日常生活所需，还是一
个展现传统文化与都市风貌的地方。”
华懋集团中环街市项目总监苗汝菁
说，在招租店铺的过程中，集团特意挑
选了一些传统行业或者“老字号”，从
而为这座历史建筑增添文化积淀。

扎根香港 70 多年的金源米业租
用了中环街市里两个保留档口，独
出心裁地展陈着香港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旧米行的特色，小至火柴盒、
记账本，大至米缸和运货的自行车。

不同于其他店铺，金源米业的
两间小店内不进行商业买卖，只供

市民参观和“打卡”用。“这两间店
铺不仅可以让‘老香港’回味昔日
街市风貌，延续街市的人情味；更
保育了香港本地稻米文化，让更多
年轻人了解本地种米历史，了解父
辈们曾经的艰辛与不易。”金源米业
国际有限公司主席林烱炽说。

在一间名为“十八廿二”的长
衫店中，创办人陈丽乔身着一件杏
色长衫，搭配一双运动鞋，将传统
与时尚集于一身。她说，即使在今
天，长衫所特有的中华传统之美依
旧焕发着巨大魅力。她们这群长衫
爱好者希望在中环街市这样一个古
今交汇的建筑中，向市民展现长衫
的独特韵味，将中华传统服饰推广
开来，让穿长衫成为当下一种潮流。

如今的中环街市里，有来买咖
啡的上班族，有来感受历史气息的

“老香港”，也有站在历史痕迹前
“打卡”的游客……这座老建筑也在
活化之后，焕发出了更大的活力。

（据新华社香港电）

冬日的北京空气凛冽，北京
首钢篮球中心训练馆里，却是一
派热火朝天的景象。12月20日下
午，北京首钢男篮邀请40余名在
京学习、工作的两岸青年代表与
翟晓川、林书豪、方硕、王骁
辉、周仪翔5位球员互动交流，问
答分享、热闹游戏，现场时不时
爆发出欢乐的笑声、掌声、欢呼
声。两岸青年以球会友，共同度
过了一个加深了解、增进情谊的
难忘下午。

能够与自己喜爱的篮球运动
员一起进行游戏，并向他们提问
取经，两岸青年代表们都感到兴
奋。现场提问环节，台湾青年蒋
成圃率先举起了手：“书豪，我经
常关注你，知道你一向热心公
益，这次重新加盟 CBA，在公益方面有
什么新的计划吗？”林书豪随即认真回答
道，前一个 CBA 赛季自己发起过“3 份
心”慈善活动，根据赛事不同阶段，他
每投中一记3分球便捐赠相应额度善款，
总计捐出善款 28.3 万元，本赛季这一慈
善活动还将继续，并计划扩大规模，邀
请更多朋友参加。

随后，在场的两岸青年纷纷举手，
加入“抢麦大战”，不放过每一个提问机
会。“你们在体能方面是怎么平衡比赛和
训练消耗的？”“仪翔，你最喜欢的大陆
城市是哪里？”“方硕，对于非常热爱篮
球的在校生今后职业发展，你有什么建
议？”“书豪，感染过新冠肺炎对你的体
能有没有影响？”球员们一一坦诚作答。

运球接力投篮的游戏环节，两岸青
年代表与自己的偶像或成为队友、或成
为对手，这一刻，篮球成为现场唯一的
主题，笑脸变成大家共同的表情。有人
出手即帅气进球，有人心焦怕没表现
好，他们对记者说：“又紧张，又兴奋！”

“这是我们平时训练、生活的地方，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北京首钢男篮队长
翟晓川对现场两岸青年代表说，虽然目
前队伍正在紧张备战CBA联赛，但十分
欢迎爱篮球、有梦想的两岸青年造访交
流，也希望今后有更多台湾青年运动员
到 CBA 打球，在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
追逐梦想，也为联赛增添活力。

“重返 CBA 打球，就像回家一样亲
切。”对于目前中国的篮球氛围，林书豪

直言，近年来，CBA职业联赛的发展相
对较快，但也不可避免会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目前暂时还不能回到以前许
多球迷来现场看比赛的氛围，大家都会
耐心坚持下去。“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黄皮肤球员展现出天赋、技巧，自己也
很开心。”林书豪说，自己已经32岁了，
在这个年纪，不光要专注于自己的比
赛，同样希望看到中国篮球越来越好。

谈及举办此次活动的意义，北京首钢
篮球俱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
次活动，更好地带动两岸青年了解CBA联
赛和职业俱乐部运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
与情谊，同时积极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的新机遇和新形态，在
体育交流中实现两岸青年的共同成长。

北京 2022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将于明年 2 月 4 日至 20 日举
行。为向澳门市民及游客宣传冬
奥会讯息，澳门体育局近日在东
亚运动会体育馆前地举行“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欢乐跑”，吸引 900
多名澳门中小学生及青少年运动
员参加。主办方期望通过“欢乐
跑”活动，能让澳门市民及旅客
感受北京冬奥会的气氛，弘扬奥
林匹克体育精神。

◀ 选手们从起跑线出发。
▼ 正在挥汗奔跑的青少年。

（香港中通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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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黄金地段中环闹市的一隅，被列为三级

历史建筑的中环街市掩映在林立的写字楼之中。顾

名思义，香港的街市指的是以买卖生活用品和生鲜

食品为主的街区市场，中环街市因历史久、规模大

一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之一。

停用了18年之后，中环街市经过全面修复，

重新开市。这个承载无数“老香港”回忆的地标建

筑摇身一变，不再卖菜卖肉，而成为一张保育和推

广中华传统文化与香港都市风貌的生动名片。

两岸青年在京以球会友
本报记者 汪灵犀文/图

▲ 北京首钢男篮球员与两岸青年代表在互动交流后合影。▲ 北京首钢男篮球员与两岸青年代表在互动交流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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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环街市外景。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