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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虎年新奋斗”

“老虎兼具威猛、刚毅等多种特征，被人们赋
予了吉祥、生机等美好的寓意。”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擅长画虎的香港画家叶金城表示，新的一
年希望大家像老虎那样健壮威猛。

“老虎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代表吉祥与平安的
瑞兽。新时代，平安、吉祥对于社会更具意义。”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发出新春
祝福，祝愿香港市民安康、百业畅旺，“香港虎越
万重山”！

澳门城市大学精心录制了时长一分半钟的视
频，为广大网友送上新春祝福。校长刘骏说，祝
福各位在新的一年，福虎贺岁嘉瑞祥，吉星高照
福满堂。副校长孔繁清说，祝大家虎年有虎气，
人人有喜气，个个有福气，天天都有好运气。

“祝大家龙‘晶’虎猛、身体健康！让我们一

起凝聚爱的力量，开启虎年新奋斗！”香港特区立
法会议员霍启刚携夫人郭晶晶线上拜年，为网友
们送上美好祝愿。

“祝大家在新年身体健康、虎虎生威，祝家乡
发展得越来越好，祝祖国繁荣富强。”祖籍广东江
门的香港艺人刘德华通过“江门日报”微信公众
号送出新春祝福。

愿疫情早日消退

“新的一年，祈愿疫情早日远去，香港与内地
以至世界各地有序恢复正常人员往来。”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祝福市民身体健康，平
安如意，安居乐业；经济蓬勃，百业兴旺，虎虎
生威；香港的发展如虎添翼，再踏新征程！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日前发表新春贺词
向市民拜年，他说，未来，澳门仍然必须时刻保
持高度警惕，筑牢疫情防控体系，绝不可有丝毫

麻 痹 大 意 。 要
毫 不 松 懈 地 统
筹 做 好 经 济 复
苏 与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 加 快 经
济 适 度 多 元 ，
优 化 社 会 民 生
建 设 ， 深 化 公
共 行 政 改 革 ，
推 进 横 琴 深 合
区建设。

香港特区政
府政务司司长李
家超发表春节祝
福 ：“ 新 的 一
年，祈愿疫情早
日受控，香港与
内 地 实 现 有 序

‘通关’，让两地

恢复正常往来。特区政府将全力抗疫，希望市民
遵守防疫规定，共同努力战胜病毒，并创造有利

‘通关’的条件。”
“展望来年，我与社会各界一样，企盼疫情早

日受控。”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
正宇说，他和财库局的同事来年会继续倾力促进
香港市场发展、保持金融稳定及减缓疫情对经济
带来的冲击，巩固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为国家作更大贡献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1997年，我刚
好18岁，香港回归祖国，是我最好的成人礼。”在
拜年视频中，霍启刚说，新的一年，希望我们每
天都在向未来前进，每天都能看到香港越来越
好，祖国越来越强大。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国
家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中央更重视
香港的特殊优势和独特作用，在国家一系列发展
战略规划中香港都有角色，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的“接口”在不断增多，让我们对未来有十足
的底气和信心。未来，香港各界要同心合力、乘
势而上，全力抓住机遇，以“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的拼劲和坚毅，全力推动实现香港良政善治。

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委员、香港青年会主席
陈凯荣说，香港回归祖国 25年来，尽管世界急速
变化，但香港优势依然明显。新的一年，香港青
年更应掌握自身与香港的优势，以更自信、更正
面、更进取的态度，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
遇，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让我们一
起向未来！”来自澳门的马琬雯是中央财经大学
冬奥志愿团队中的一员。忙碌于北京冬奥会的志
愿服务，无法回家的她为亲友录制了自己的拜年
视频。她说，作为来自澳门的学生，通过参加冬
奥会志愿服务，深深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内心充
满自豪。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港澳同胞以新春祝福表达美好心愿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新一年，香港定能有更

大担当和更大作为，‘东方之

珠’定能更胜往昔。”“新的

一年，澳门要站高望远，凝

心聚力，砥砺奋发，乘国家

发展大势，扬澳门独特优

势”……虎年春节期间，众

多港澳同胞通过媒体或社交

平台送出新春祝福，表达对

港澳发展进步、国家繁荣富

强的信心与期待。

春节期间，浙江省杭州市开设往来香港、澳门的航线，浙江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杭州边检站的民警们坚守岗位，做好出入境查验工作，为
旅客创造安全、便利、舒适的通关环境，提供温馨服务。图为民警在引
导旅客进入查验通道。 林梦诗摄 （人民视觉）

图为春节期间，舞龙队伍在澳门
岗顶前地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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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隔不断，佳节倍思亲。春节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节日，也是海峡两岸同胞与家人团圆欢聚
的日子。在虎年春节，三位台湾同胞的春节寄语
穿越海峡，互贺新春，共诉乡愁。

“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事如意，岁岁平安！”
近日，87 岁的台湾律师高秉涵以“台湾老兵”的
身份发表视频，向大陆乡亲拜年，并对定居在厦
门的 85岁弟弟高秉涛表达思念之情，期盼疫情过
后，早日来厦门与他见面，并同回山东菏泽老家。

高秉涵在台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疫情
的关系，自己已经两年没有回菏泽了，来台后更
是没有在家乡过一个春节。“一直想回家乡过年，
每逢春节更是常常回忆起童年时一家人团圆过年
的画面。”高秉涵说，“想念家乡的亲人、老兵和
老兵家属，因为疫情，只能通过视频的方式向他
们送去春节祝福。”

烧香拜佛祈福，晚辈向长辈拜年，长辈给晚
辈“压岁钱”，除夕夜全家围炉吃团圆饭，高老先
生说他们家仍然按照北方传统习俗过年。“春节习
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时代变迁，但
传统礼俗不可弃，更要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前几天朋友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我爱你，中
国》的合唱视频，我看完热泪盈眶。希望能早日盼
到‘九州同’‘两岸圆’。”这位耄耋老人动情地说。

“虎年到，在这里给大家送来一份春节的祝
福，祝大家虎年开心！”台湾《观察》杂志社社长
纪欣也通过视频向大陆同胞送出新春“云祝福”。
纪欣表示，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也是两岸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中国年让两岸同
胞在祥和喜庆的氛围中，感受血浓于水的骨肉亲
情、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馨温暖。

“海峡两岸，骨肉相连，虽然疫情拉远了彼此
的距离，但我们的心依然紧紧地依靠在一起。这
个春节，通过视频的方式互贺新春，祈愿两岸一

起走向美好未来。”纪欣说。
新的一年，纪欣最期待的是疫情快快缓解，

两岸恢复正常交流，使两岸同胞能进一步相互了
解、增进感情。“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
是我们共同的所思所想，我们要加紧努力，及早
达成目标，心想事成。”

家是中华儿女内心深处最柔软的牵挂，台湾
统派青年王炳忠 1 月 30 日就和父母从台北回台南
老家辞岁祭祖了。成长在传统氛围浓厚的家庭，王
炳忠和家人对传统节日非常重视，尤其是中国年。

“初中时看央视春晚，第一次感受到‘神州万
里同怀抱’，让我跳出台湾狭小的格局，真真切切
看到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庆佳节，那份感动永难磨
灭。”王炳忠说。

“今年疫情仍未消散，很多人还在坚守，很多来

往两岸之间的同胞不能回家。我希望通过自己小
小的视频，分享我们彼此的祝福。也许大家各自在
天南地北过年，但只要过着中国节，同祝中国年，就
会觉得我们彼此间并不遥远。因为我们都是祖国
母亲的中华儿女，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炳忠说。

新春佳节，王炳忠尤其思念远在北京过年的
台湾朋友沈宏叡，早早就寄去了凤梨酥等台湾口
味的糕点，让他也尝尝家乡的味道，也与其他留
在学校过年的同学分享。他说，穿越海峡，两岸
一家。尽管朋友没有回台过年，但在北京过年，
是一样的热闹、一样的温暖、一样的乡情。

“新的一年，希望我们年轻的新世代能够共圆
中国梦，虎虎生威，虎年行大运！”王炳忠在春节
寄语视频里说。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徐瑞青、何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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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2月6日电（记
者何自力、徐瑞青） 台湾民众支付
习惯逐渐改变，使用移动支付 （在
台湾称之为“行动支付”） 付款比
例已越来越高。

根据台湾联合信用卡处理中心
研究资料显示，2020年9月行动支
付占整体信用卡消费笔数与金额分
别为 15.7%与 4.9%；至 2021 年 9 月
时，笔数占比提升至 20.2%，金额
占比提升至 7.8%，较前一年双双
增长。

移动支付可概略区分为“扫码
支付”与“感应支付”，前者包括
以扫码 （QR Code） 为主要支付
方式的第三方支付、电支机构电子
钱包等，后者则包括以 NFC 感应
支付为主的移动装置钱包。

台湾“扫经济”的影响力为何
逐渐扩大？台当局金融监管机构分
析：“扫码支付”建置成本与技术
门槛较低，对于商家而言，有利于

快速导入；同时“扫码支付”业者
可通过App整合回馈折抵、促销活
动等服务，贴近民众生活，容易获
得民众青睐。

以 2021 年前 9 月消费场域分
析，台湾民众较常于餐饮、电商、
便利商店、生鲜食材超市及水电瓦
斯 、 行 政 规 费 上 使 用 “ 扫 码 支
付”；在交通及百货公司则使用

“感应支付”较多。
此外，“感应支付”各月平

均单笔消费金额落在 580 元 （新
台 币 ， 下 同） 以 上 ，“ 扫 码 支
付”平均单笔消费金额较小，最
高为 524 元。

从2021年前9月持卡人性别及
年龄分析，不论男、女性，年龄
20 至 50 岁族群行动支付使用频率
以“扫码支付”居多，占比约七
成；60 岁以上消费者使用“感应
支付”比例则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族
群，使用率达44%。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董建
国） 福建省屏南县甘棠乡小梨洋
村系省级传统古村落，清代戍台
名将甘国宝的出生地。走进小梨
洋 村 ， 但 见 群 山 环 抱 、 碧 水 绕
村 ， 村 中 的 甘 国 宝 故 居 展 示 馆
内，一幅幅图片、文字，一件件
古香古色的老物件，静静地述说
着甘国宝的生平事迹。

去年，来自台湾的上趣开新创
意策划团队签约了这里的闽台乡建
乡创合作项目。团队负责人张欣颐
说，团队已完成小梨洋村总体设计
布局、甘国宝故居展示馆室内设计
方案，正在推进药膳餐厅、百草
园、甘国宝主题产品定位及形象包
装设计等工作。

来到福建6年多来，张欣颐带
领团队为福建 30 多个村落提供规
划设计和文化创意产品。“希望借
助台湾乡村营造方式，提炼出当地
村庄特色，打造具有个性的乡村生
活，让古村变得更加鲜活。”她说。

寻一方乡土，筑一处家园。和
张欣颐一样，不少台湾青年创业者
穿过海峡，来到福建的农村，讲述
福建乡村多样的故事。

位于福建平潭岛上的北港村，
一排排石头房子错落有致地分布
着。2015 年，来自台湾的青年创

业者林智远第一次走进北港村。林
智远带头租下村里的 8 栋石头屋，
打造起“石头会唱歌”艺术聚落。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游客纷至沓
来，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看到了致
富的希望，重新回到家乡。如今，
在林智远的带动下，30 多位台湾
青年在这里创业生活。

近年来，福建以深化闽台交流
合作为契机，鼓励台湾青年建筑师
和文创团队来闽助力乡村振兴。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福建省累计引
进 95 支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
300多名台湾乡建乡创人才，为福
建228个村庄提供规划设计、产业
文创等服务。

台湾建筑设计师谢馥仰曾经在
福建宁德、泉州、漳州等地参与多
个乡建乡创项目。“乡建乡创不单
是硬件施工改造，更离不开村民的
行动。”谢馥仰说，要让在外打拼
的乡贤们看到家乡改变的前景，以
唤起更多认同感，让更多返乡人加
入建设家乡的行列。

在福建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处
长王德福看来，台湾团队深入福建
乡村，沉下心、扎下根，从规划、
设计、营造美丽乡村，到创意、营
销、带动产业发展，为当地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由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主办的“众乐乐：在京港青以乐会友新春音乐
会”近日在京举行。４名分别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捷克的中央音乐
学院学生以乐会友，为观众演奏多首喜庆乐曲，共贺新岁。

（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供图）

本报澳门2月 7日电 （闵喆）
据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最新统计数
据，1 月 31 日至 2 月 6 日 7 天春节
黄金周期间，澳门总入境旅客逾 11
万人次，同比上升 25.4%，酒店平均
入住率为63.8%，同比上升15.2%。

春节期间，澳门旅游局推出连
串贺岁活动，包括金龙醒狮贺岁、
花车巡游和烟花表演，新春文娱

“大餐”接踵而来。旅游局表示，
将通过与航空公司、电商、线上旅
游平台合作，向内地旅客提供机

票、酒店住宿等一系列游澳门消费
优惠，增强澳门疫后的旅游竞争
力。同时加强在社交媒体平台的
宣传及优惠推广，部署春节后多
项吸引旅客来澳门旅游的项目，
规划在多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开
展一系列的路演巡展，继续在内
地 客 源 量 高 的 城 市 举 办 “ 澳 门
周”大型路展及旅游会展推介会，
宣传澳门安全宜游的讯息，重振旅
游信心，吸引更多内地旅客，促
进澳门旅游市场复苏。

春节黄金周澳门入境旅客人次同比增25%

闽 台 乡 建 乡 创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台民众使用移动支付比例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