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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记者从国务
院港澳办获悉，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5日发布《关于优化内地与港澳人员
往来措施的通知》。通知说，为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

《关于印发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
类乙管”总体方案的通知》 有关精神，
现决定优化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措施，
自2023年1月8日起实施。

关于远端检测，通知要求，自香港
入境人员凭行前 48小时新冠病毒感染核
酸检测阴性结果入境，将检测结果填入
海关健康申明卡。自澳门入境人员，如7
天内无外国或其他境外地区旅居史，无
需凭行前新冠病毒感染核酸检测阴性结
果入境。

关于入境检疫，通知要求，不再对
自香港入境人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对
健康申报正常且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异
常者，可放行进入社会面。健康申报异
常或出现发热等症状人员，由海关进行
抗原检测。结果为阳性者，若属于未合
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或轻型
病例，可采取居家、居所隔离或自我照
护，其他情况提倡尽快前往医疗机构诊
治。结果为阴性者，由海关依惯例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
律法规实施常规检疫。对自澳门入境人
员的检疫措施维持不变。

关于内地与港澳客运航班，通知要
求，恢复在香港、澳门国际机场转机/过
境进入内地服务。取消对香港、澳门来
往内地航班客座率限制，逐步有序增加
航班数量。简化机场入境航班处置流
程，提高机场运行效率。加强重点城市
航班接收能力建设。各航司继续做好机
上防疫，乘客乘机时须佩戴口罩。

在签注办理方面，通知要求，恢复
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香港签注。

在口岸运行方面，通知要求，逐步
有序全面恢复内地与香港、澳门陆路口

岸客运和水路客运，为出入境人员快捷通关提供便利。
关于出入境旅游，通知要求，根据香港、澳门疫情形势和各

方面服务保障能力，有序恢复内地居民赴香港、澳门旅游。

新华社深圳/香港1月5日电（记者李晓玲、刘明洋） 深港口
岸将于 2023 年 1 月 8 日起，分阶段有序恢复内地与香港人员正
常往来。

记者从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了解到，第一阶段恢复运
行的口岸包括深圳湾口岸、福田口岸、文锦渡口岸、蛇口口岸和
机场福永码头。为确保通关初期口岸运行畅顺，蛇口口岸、机场
福永码头通过售票机制管控；陆路口岸则通过预约系统安排每天
出境旅客人数。其中，来深方面，由香港安排预约并进行核验

（内地居民入境深圳无需预约）；赴港方面，由深圳安排预约并进
行核验 （香港居民返港无需预约）。每日预约出境总数为 50000
人，包括深圳湾口岸 10000 人，文锦渡口岸 5000 人，福田口岸
35000人。

在口岸卫生检疫方面，自香港入境人员凭行前48小时新冠病
毒感染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入境，将检测结果填入海关健康申明
卡。海关对健康申报正常且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者，可放行进入
社会面。健康申报异常或出现发热等症状人员，由海关进行抗原
检测。结果为阳性者，若属于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感染
者或轻型病例，可采取居家、居所隔离或自我照护，其他情况提
倡尽快前往医疗机构诊治。结果为阴性者，由海关依惯例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实施常规检疫。
口岸现场的预约码及核酸阴性证明验核，则由出境方负责验

核出境旅客是否为合资格的出境人士。
据了解，深港两地会在实施通关后一星期内 （不迟于2023年

1月 15日） 就第一阶段的整体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在双方形成一
致意见基础上，再研究安排实施第二阶段恢复通关安排。

同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举行记者会公布香港与内地
通关的细节安排。他表示，香港与内地通关的首阶段将从 1 月 8
日起开始实施，每日最多可有6万港人经海、陆、空口岸北上进入
内地。

李家超表示，这包括每日有5万港人可经陆路口岸北上，每日
有1万港人可经海、空及港珠澳大桥进入内地。口岸方面，共有7
个出入境口岸开放，其中3个目前正在运作，另外4个是重新恢复
开放。海、空及港珠澳大桥的4个口岸全部开放，即港澳码头、中
港码头、机场以及港珠澳大桥。按照运力计算，预计每日单向运
力有1万港人可以北上。换言之，只要市民成功购得机票、船票、
车票，就可以直接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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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口岸将有序恢复内地与香港人员正常往来

第六届“台湾青年看武汉 魅力
江城随手拍”主题活动近日在湖北武
汉举办。15名在汉创业台湾青年走进
街头巷尾，用镜头记录不同视角下
的江城武汉，以亲身经历讲述这座
英雄城市的繁华璀璨与烟火温情。

这里市场很大

参与过两届随手拍活动的台青
陈文挺，在武汉经营一家武术文化
公司。“挺幸运的，能把兴趣变成自
己的职业。”他说，自己从 9 岁开始
习武，2002 年来到大陆时还是一名
职业经理人，2007 年下决心辞去工
作，赴河北石家庄拜师研习八卦掌。
2018 年底来到武汉，投身传统武术
教育与培训，迄今累计培训学员近
300 人。“传承中华武术是前辈们的
期许，也是我一生的志向与使命。”

陈文挺说，选择武汉，看重的
是武汉人的热情直爽、重情重义。
去年，他把 10 岁的儿子从台湾接来
武汉上学。他感慨地说，大陆的发
展速度惊人，机会比台湾要多得多。

台青刘子维3年前第一次来到武
汉江汉路，就被这里的热闹人潮惊
呆了。于是，他在江汉路开了第一
家奶茶店，取名为“田籽茶事”。疫
情期间奶茶店暂停营业，刘子维就
尝试在社交平台发布“创业日记”，
记录创业之路的酸甜苦辣。至今，
他已发布“创业日记”短视频240多
条，拥有近 3 万名“粉丝”，视频浏
览量高达100多万。

有了粉丝们的捧场，恢复营业
后的奶茶店生意十分兴隆。在刘子

维的“随手拍”视频画面中，奶茶
店用过的空牛奶盒多到无处安放，

“从一家一天只能卖75元的小奶茶店
到今天受这么多朋友喜欢，真的非
常感谢！”

这里创意十足

活动期间，台湾青年走进武汉
市洪山区，探访元宇宙企业，一个
个充满科技感的虚拟主播、虚拟
IP，令台青们深感元宇宙的魅力。去
年 11 月，武汉提出力争到 2025 年，
建成 2 个以上元宇宙产业基地、3 个
以上元宇宙重点平台，打造 50 个以
上元宇宙典型应用场景和项目，培
育引进 200 个以上元宇宙创新企业，
建成中国元宇宙创新发展先导区与
核心区。

武汉台资企业协会副会长王天
山说，两岸融合发展离不开新科
技，而元宇宙技术是当下两岸青年
关注的共同话题，希望在武汉就业
创业的台青抓住机遇，与大陆青年
一起深入探索元宇宙。他在“随手
拍”视频中表示，武汉是个包罗万
象的城市，兼有南北文化，包容性
很强，只要台青带着创意而来，就
一定能找到发挥空间。

“武汉有很多的博物馆，这让我
印象深刻。”台青李龙宇于 2020 年 8
月来汉创业，专注科普教育领域，
与武汉上百个社区合作开展科普场
馆建设或者科普直播间，致力推动
武汉少儿科教事业发展。“武汉是大
学之城，有很多科教资源，我对这
个行业非常有信心。”

这里有家的感觉

出生于台湾彰化的台青陈奕甫
2021 年 8 月从台湾来到湖北，在武汉
孝感创立了湖北奕展国际石业有限
公司，投身装修设计行业。令他惊喜
的是，在武汉创业的第一年就实现了
盈利。“第一年创业不亏钱，这很牛！”
他说，这得感谢武汉，“武汉的桥特别
多，地铁非常方便，城市非常大，城市
建设还有很多空间。我认为机遇很
多，这里的市场也更有潜力。”

来自高雄的台青张崇斌说，武
汉和他的老家高雄其实有不少相似
之处，比如武汉有一元路、二耀
路、三阳路、四唯路、五福路，高

雄也有从一心路、二圣路一直到十
全路。“随着对居住环境越来越熟
悉，让我有种回到家乡的感觉”。他
在武汉从事金融业多年，事业有成
的同时也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在

“随手拍”视频里，张崇斌还介绍了
武汉的“过早”（吃早点） 文化，

“这个城市的烟火气非常足”。
台青们选择武汉的原因各异，

但有其相通之处。“选择在武汉发
展，其实就已经是抓住机会的佼佼
者。”如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在
启动仪式视频致辞时所说，武汉经
济总量位居全国十强，交通运输便
利，同时是一座宜居的梦想之城，

“在武汉打拼的每一天，都是伴随武
汉发展、实现梦想的每一天。”

武汉台青“随手拍”记录精彩生活——

争做抓住机会的佼佼者
本报记者 王 平

活动中，台湾青年在武汉江汉关博物馆门前手持设备拍摄。 董晓斌摄

神秘的古蜀文明，透过四川成都金沙及广汉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令大众一窥堂奥；与其
中部分器物外形相似、制艺相若的香港出土文
物，则再次证明古蜀文明对岭南文化的影响，揭
示出中华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性”……

2022年 12月底，大型国家级文物展览“金沙
之光——古蜀文明展”在香港文物探知馆隆重揭
幕，一连 3 个月展出逾 70 件来自金沙及三星堆遗
址的珍贵国家文物，包括造工细致的金器、玉石
器、青铜器、陶器、象牙及漆木器等，其中更有
14件首次抵港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

“这些器物之种类多样、精巧绚丽，不仅在学
术上大大补充了有关古蜀文明的缺环，也是令人
赞叹的中国古文化缩影。”在展览现场，成都金沙
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自豪地表示。

他向记者介绍道，2001 年在成都市区西北发
现的金沙遗址，总面积逾5平方公里，出土各类祭
祀器物和生活用具数以万计，在形制和工艺技术
方面都与三星堆文物有传承关系，“这说明金沙遗
址是继三星堆文明之后，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
立的另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曾作为青年考古学生参与三星堆遗址挖掘工
作的朱章义，后来成为金沙遗址的挖掘者和考古
专家。他环顾馆内展品，目光落在几件曾亲手发

掘的器物上，“文物是历史文化最好的载体，希望
香港市民透过文物鉴赏，感知到书本中鲜少记载
的有趣内容。”

在展馆正中央，展示着金沙遗址最重要的出
土文物——“太阳神鸟”金箔饰的复制品，它是
古蜀先民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结晶，也是古蜀
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大批市民从香港各
区慕名而来，一入展馆就直奔此处，大家认真地
欣赏着金饰的每一处细节，边拍照边称赞，“实在
是太精美了！”

除金器外，现场还展出一件质地细密、打磨
光滑的“四节玉琮”，是原始社会时期祭祀用的礼
器；也有不少几何形小型铜器，极具古蜀区域特
色；更有造型栩栩如生的跪坐石人像，历史学家
猜测可能是用来代替活人祭祀的特殊祭品。

在展馆西北侧，一枚 1990 年于香港南丫岛大
湾出土的石牙璋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线刻纹玉璋并
排陈列，二者风格相似，显示黄河流域的夏商文
化可能透过古蜀地对岭南文化产生影响。与丈
夫、父母和祖辈长居于南丫岛的郑小姐专程前来
观展，“听说有我们岛上出土的文物展出，我当然
要来看看！”仔细观察了这组展品后，她连连感
叹，“太像了！除了材质不同，这两枚璋的形状、
特点几乎是一模一样。”

此外，香港大屿山出土的石环及青
铜兵器、屯门发现的石钺等都与成都文
物高度相似，反映中原地区的礼器曾向
成都平原和岭南珠三角地区流播。

“从这些文物的对比中可以发现，
香港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其实是一脉
相承、源远流长的。”香港特区政府发展

局文物保育专员蒋志豪兴奋地说，很开心能与香港
市民一同目睹国家珍贵的文物资源，“相信大家在
观展后，会有更深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据了解，此次展览筹备过程约6个月，内地及
香港有关部门在疫情下克服了种种难题，终于赶
在新年前将“金沙之光”带到了香江之畔。“期待
日后有一天，香港的出土文物也能在内地展出，
传播中华文化、传承民族精神。”蒋志豪笑说。

（本报香港1月5日电）

“金沙之光”绽放香港
本报记者 陈 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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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拍摄“太阳神鸟”金箔饰留念。

兴泉铁路 （江西兴国—福建泉州） 清流至泉州段近日建
成开通。至此，兴泉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海峡西岸铁路
运输能力极大提升，赣南和闽西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步入

“快车道”。该铁路于 2017 年开工建设，全长 464 公里，设计
时速160公里。

许华森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