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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区政府近期推出“澳人食
住游”“旅游+会展、体育、节庆、文
创”等一系列活动，让深受新冠疫情
影响的旅游业初步感受到了复苏暖
意。据澳门旅游局统计，今年一季度
入境澳门旅客人次按年上升8%；内地

“五一”节假日期间，澳门更迎来久违
人潮，入境总旅客达13.7万人次，酒
店平均入住率为59.5%。

“特区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旅游业加
快复苏，持续吸引客流，刺激消费，
盘活旅游经济，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措施正在为澳门整体经济发展注
入动力。”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
长李伟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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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景点这么美

“参加了‘澳人食住游’，才发
现身边的景点竟然这么美！”澳门
人范先生一边给记者展示他拍摄的
龙环葡韵照片，一边夸赞之前被他
忽略的本地美景。

“疫情以前，一到假期去外地
旅游。”范先生告诉记者，去年 4
月，澳门旅游局推出“澳人食住游”
项目，以本地人为服务对象，用优
惠价格吸引居民游历社区，感受澳
门多元文化特色，并将本地人很少
入住的澳门酒店体验引入项目。

项目开展至今，已先后设计推
出休闲、亲子、美食、海上游、文
化 艺 术 等 主 题 的 本 地 游 路 线 35
条，今年还首次尝试推出无限式自
选路线，满意度保持在八成左右的
高水准。“澳人食住游”项目有关
负责人表示，自 1月 24日起截至 5
月28日，共有86064人次报名，其
中 34099 人 次 报 名 参 加 本 地 游 ，
51965 人次住客参与酒店体验，酒
店套票已销售21925间。

“尽管客人不像过去那么多，
但毕竟没有完全停下来，让人对未

来抱有希望。”导游闫小姐说，已
报名参加刚刚推出的“澳人食住
游·学生研学篇”的导游招聘，正
在为这个新项目的各条旅游线路做
讲解内容的准备。

创新技术吸引年轻人

传统景点如何出新出彩，吸引
年轻人，焕发新的旅游商机？澳门
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旅游
局等部门合作，发挥“科技+旅
游”的联动效应，2021 年 11 月首
推“关前荟”活动，在关前街区引
入 AR （增强现实） 技术的科技旅
游新元素，创新“引流—体验—打
卡—消费”的线上线下互动模式，
提升旅客的游览趣味和互动体验。

“只需用手机扫描景点的二维
码，即可参与 AR 游戏，打卡拍照，
线上分享，跟景点互动，不再是单纯
地走走看看，很喜欢这种‘穿越’的
感觉。”一群来自江苏的年轻人在

“关前荟”二期活动现场告诉记者。
“关前荟”今年 3 月 25 日二期

上线，截至5月底，日均参与人次
是去年第一期的近2.5倍。“近年内
地来澳旅客正逐步呈现年轻化的趋

势，科技手段的引进，发掘了青年
消费群体出游及消费的潜力，延长
了游览时间，也刺激了消费。”澳
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
戴建业说。

今年“五一”之前，“悠路
环”活动在兼具渔村风情与葡国韵
味的路环，用 AR 互动吸引游客
360度欣赏路环街景，穿梭大街小
巷“趣觅路牌”，欣赏“土风舞”
等，再次用高科技为旅客带来既怀
旧又尝鲜的游览体验。

截至 5 月 29 日，近 17.7 万人次
浏览“悠路环”活动网站，有近 9 千
人次参与了 AR 互动，参与者通过
活动共领取了9.1万张电子现金券。

“旅游+”带来新体验

“澳门也要有‘剧本杀’啦！”
经常去内地的澳门导游李萌萌兴
奋地说。在内地流行、首次落户
澳门的“剧本杀”会展，7月份在
澳门举办，将为澳门休闲娱乐注
入新元素。

据 澳 门 贸 易 投 资 促 进 局 透
露，6 月至 7 月将在澳门举办“第
13 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

峰论坛”“2022 粤澳名优商品展”
等 15 项会展活动，预计参与人次
逾 10 万。在会展活动举行期间，
组织者将安排参会参展客商走进澳
门街区探店，体验澳门独特文化。

“希望借此发挥‘旅游+会展’作
用，拉动零售、餐饮、酒店等行
业，促进澳门经济复苏。”澳门贸
易投资促进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端午节临近，澳门市面上开始
出现颇具地方风味的特色粽子，澳
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部门还举办颇
具观赏性的龙舟竞渡比赛，吸引百
余支队伍参赛，同时设置具有传统
节日特点的文创产品集市，打造澳
门独有的体育旅游品牌，推动体
育、文化、旅游产业联动发展。

此外，“荷香乐满城——第二
十二届澳门荷花节”将于6月10日
至 19 日在氹仔龙环葡韵举行，澳
门“2022 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嘉年华”将于 6 月 11 日至 12 日
在澳门大炮台花园及澳门博物馆举
办，将为盛夏的澳门全城带来清雅
舒适的荷香氛围，弘扬和推广澳门
珍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为游客带
来更丰富的旅游体验。

（本报澳门6月1日电）

推出新项目 注入新元素

澳门多措并举促进旅游业复苏
本报记者 富子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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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5月31日电（记者刘明洋） 香港再出发大联
盟成立两周年之际，５月31日在香港主办“全球新形势 香港
再出发”研讨会。与会嘉宾深入探讨香港应如何在世界政治
经济新形势下，更好地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开创新篇。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总召集人梁振英致
辞时表示，两年来，香港国安法的出台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的落实，稳住了香港的内部环境。他指出，香港作为高度开
放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应如何顺势而为、趋吉
避凶；如何保持高度开放，同时维护自身安全；如何借助国
家发展的势头，提升在变局中的竞争力和定力，这都是香港
各行各业关心的。希望研讨会能填补这些空白，唤起香港各
界的关注。

会议邀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香港科技大
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雷鼎鸣，分别在线上和线下作主旨发言。

张维为建议香港各专家学者思考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进程，重点发展民生经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建设

“北部都会区”、国际创科中心等。
雷鼎鸣认为，香港一方面背靠国家经济盛世，另一方面

面对西方国家破坏世界秩序形成的乱世，应加强防范金融制
裁。他认为，投资基建可拉动经济以抵消经济下行带来的影
响，更可以兴建房屋协助化解年轻人“上楼”问题。

在专题讨论环节，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宗作为
主持人，与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郑翔玲、团结香港
基金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黄元山、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查毅超
展开进一步探讨。

郑翔玲说，创科中心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
建立香港经济新增长点的关键所在。香港发展创科中心具备
充足的底气和优势，未来首先要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
市在生物科技产业上的优势互补，同时突出香港“外循环”
优势，深耕“桥梁”作用。查毅超介绍了香港科学园的近况以及
香港创科生态圈的发展趋势。黄元山则建议在世界大变局下
香港要继续“食四方饭”，用好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

2020 年 5月，由香港 1500 多位社会各界人士担任共同发
起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在香港成立。该组织旨在团结香港
各界人士，凝聚社会共识，坚守“一国两制”，为香港寻找出
路，共建稳定繁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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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6月 1日电 （记者
喻珮）“六一”儿童节当日，“放飞
梦想”湖北·香港少儿画展在位于武
汉市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幕。荆楚少
儿与香港少儿用画笔展现香港回归
祖国 25 年以来鄂、港两地发展成
果，彰显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魅力。

本次展览共展出两地少儿画作
175 幅，由湖北省图书馆、香港特区
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
书馆主办，将持续半个月。绘画主题
有“鄂港一家亲”“手牵手心连心”的
两地情谊，也有“一起向未来”共筑中
国梦的美好心愿，还有“香港一角”

“武汉一角”等彰显家乡独特魅力。
记者了解到，本次画展自4月初

启动作品征集活动以来，共征集到来

自湖北省 41 家图书馆报送的作品
1625幅，经专家评审，共评选出获奖作
品150幅，并参与此次展览。有25幅
来自香港少儿的绘画作品共同展出。

来自湖北的张羽墨今年 11 岁，
她创作的国画《红梅紫荆迎朝阳》入
选本次画展。她说，武汉的市花是梅
花，香港的区花是紫荆花，把两种花
卉作为创作的主题，象征武汉与香港
的友谊。画作的左下角有她写的“长
江香岛沐春风，红梅紫荆迎朝阳”。

“这次能够参展，特别荣幸！”
张羽墨对记者说，从香港小朋友的
画中，看到了他们对湖北的喜爱，
对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期待今后
能有更多机会与香港小朋友交流，
也欢迎他们来武汉玩，来湖北玩。

庆香港回归25周年

湖北·香港少儿画展在武汉开幕

中国国民党近日召开记者会揭露，民进党当局搞“网军治
台”，去年光“宣导经费”就花了20亿元 （新台币，下同）。绿
营网军之所以得名“1450”，是因为民进党几年前曾被曝光编列
1450万元预算用于豢养网军。岛内舆论惊叹，如今“1450”该
改用何名，才能匹配其飙涨的身价？民进党当局又要制造多少
虚假信息，才会用掉如此海量公帑？

根据国民党公布的资料，民进党当局2021年度编列“宣导
经费”逾 11亿元，加上公营事业“宣导经费”8亿多元，合计
20 亿元。什么是“宣导经费”？据台湾媒体报道，仅 2020 年

“农委会”给“三立”“民视”等绿媒的文宣开支就超过 1.4 亿
元。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农委会”2019年编列1450万元预
算，以超过 4万元的月薪雇佣人员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讯息实
时澄清”工作。当时岛内舆论指出，有多少农业“假讯息”需
要这么多人“实时澄清”？其实所谓“假讯息”就是对民进党不
利的信息；所谓信息费或“宣导费”，就是将台湾民众血汗钱用
于豢养网军的幌子。

民进党养网军花了多少钱，只要看岛内舆论场弥漫的“绿
色恐怖”便知端的。绿营网军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随时带风
向带节奏，散播假消息，施放烟雾弹，为民进党涂脂抹粉文过饰
非，围剿政治立场和观点不同者，挑动两岸仇恨，制造“仇中、反
中”氛围。民进党施政无能而致问题丛生，于是另辟蹊径搞“网军
治台”，“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大小选举中，绿营网军为民进党攻城略地。网军生产假新闻
和煽动性信息，带动“粉丝团”大量转发，与绿色媒体分进合击，极
尽蛊惑人心之能事。有“时代力量”“立委”曾曝光民进党“一条
龙”网军生产链：民进党高层进行舆情分析后，“侧翼网军”负责文
字论述，通过所谓网络意见领袖发文，配合名嘴政客政论节目，另
有“制图部队”负责供图，在社交平台进行扩散。

议题攻防中，绿营网军为民进党颠倒黑白。民进党以疫谋
“独”时，绿营网军疯狂诋毁大陆，霸凌被民进党挡在湖北无法
回台的台胞；岛内疫情失控时，绿营网军从喊“台湾南波湾

（Ｎo.１） ”“防疫模范生”改成“染疫有益论”；台艺人悲叹疫
情失控导致岛内“很多孩子走了”，被绿营网军骂到不得不删文
道歉；台铁太鲁阁号出轨，绿营网军称批评者“只想政治斗
争”“蔡英文这次被迫背了黑锅”；只因岛内高速路摄像头产自
大陆，绿营网军就高喊“台湾被监控”……绿营网军甚至冲出台
湾，“远征”海外，辱骂世卫组织负责人、攻击新加坡总理夫人、介
入洪都拉斯选举、散播美国大选候选人子女丑闻。绿营网军穷凶
极恶，四处为害，令岛内有识之士深叹“网军猛于虎”！

民进党搞“网军治台”，让台湾加速沉沦。所谓的“民主选
举”进一步恶质化，成了谣言和抹黑的温床。岛内支持两岸交
流合作的蓝营民众，动辄遭霸凌围剿，有口难言。理性平和的
声音缺乏生存空间，是非黑白不再泾渭分明，连事实都变得模
糊不清，民粹浊流误导裹挟民众的认知和行为。台湾社会日益

深陷没有公理只问立场的困境，掌控话语权的绿营靠情绪操弄和言语暴力巩固政
治权力，在各种公共议题中横扫对手，在虚妄的语境中自我膨胀、愈发猖狂、为
所欲为。

从“1450万”到“20亿”，在民进党当局“不差钱”的疯狂“投喂”下，绿营网军正
以爆炸性速度繁殖扩张。对此，台湾民众唯有不惧
删号、不惧打压，勇敢发出理性之声，用行动教训民
进党，才能避免台湾互联网彻底沦为“1450”“塔绿
班”等魑魅魍魉横行的“修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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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庆祝香港特区成立 25 周年
活动 《细塑今昔·智建未来》 微型艺术展
在香港开幕。该艺术展共展出 100 件作
品，为香港历年最大型的微型艺术展。

左图：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庆香港回
归25周年的烟花 （模型）。

上图：观塘裕民坊繁华的街道 （模
型） 吸引观众拍照。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香港微型艺术展开幕

新华社厦门 6月 1日电 （记者颜之宏）
“训练很累，但很充实！”距 6 月 2 日举行的
“龙腾虎跃”2022 海峡两岸赛龙舟活动还剩 1
天，来自集美大学海峡龙舟队的台胞华瑞麟
和同伴们已紧张备训了一月有余。

每天训练时间从2小时增加到3小时，强
度提升折射出勇创佳绩的决心。集大龙舟队
此次目标明确——一定要取得“拿得出手”
的好成绩。

2003 年出生的华瑞麟来自台湾桃园，目
前就读于集美大学。今年4月，通过一系列选
拔程序后，华瑞麟成功入选龙舟队。

“开始只是觉得好玩，入队后才发现，划
龙舟是门技术活。”华瑞麟说，最重要的是齐
心，节奏或姿势稍一走偏，就会影响整体行
进速度。让一船人保持节奏高度一致，最关

键是鼓手的擂鼓声，“一致了，速度就起来
了，劈波斩浪感觉真棒！”

来自台湾台中的凃骐澂也是一位“00
后”，就读于集美大学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最近一次划龙舟还是在台湾上学时，
当地组织了一场端午节民俗体验活动，大家
参与热情都很高。”凃骐澂说，端午划龙舟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次能正式地参
加一次龙舟赛，也是亲身参与文化传承的一
种方式。

“龙舟队里，大陆学长都很关照我，划桨
需要什么角度，在哪里起水等等，都是手把
手带我。”目前，凃骐澂状态很好，和其他队
员配合愈加默契。“能拿第一，决不拿第
二！”他信心满满。

“我们将与大陆同胞在接下来的龙舟赛中

携手共创佳绩！”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教
师黄保勋今年4月入选集大龙舟队。尽管教学
科研任务并不轻松，黄保勋还是每天抽出时
间参加训练。

在台湾，端午赛龙舟被作为历史文化印
记完整保留下来。“我们小时候划龙舟会用闽
南话喊口令，搭配整齐划一的动作，比赛时
非常有气势！”2019年10月来大陆工作后，黄
保勋一直没有合适机会参与赛龙舟活动，这
次参赛让他找到了久违的亲切感。

记者了解到，集美大学龙舟队成立于
2015 年，曾多次斩获中华龙舟大赛冠军。

“我们最近 300 米直道赛训练最好成绩是 1 分
24 秒，这不是我们实力的‘天花板’！”对
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教练张益在攀谈中充满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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