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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马绍
祥在网络发文：护木保养，安全第一。提醒
工作人员和市民，香港即将进入雨季，要
为全城树木进行“体检”，减少树木倒伏。

在此之前，林郑月娥、陈茂波等历任
发展局局长都曾为树“代言”。

城市发展，楼、桥、路之外，关注树
木的健康成长，才是健康的发展。

爱树成为社会共识

马绍祥的网络文章透露出香港护树的
路径图。首先，发展局辖下的树木管理办
事处 （树管办） 在风雨季前为树木进行检
查，处理有潜在危险的树木，减低树木倒
伏风险。同时，树管办为私人物业业主提
供协助，帮助他们护养私人土地上的树
木，具体的做法是在网上提供树木护理信
息，举办免费专业知识讲座，让业主知晓
他们的责任，掌握正确的护树知识；树管
办还会逐家发信给私人物业业主，提醒他
们在雨季来临前聘请有专业资格的树艺
师，对物业范围内的树木进行风险评估，
修剪、加固或移除有风险的树木。

如果现在您去香港，会在地铁车厢、
报章杂志看到不少树木养护的宣传信息，

“风雨季前树木护理”成为香港社会的共
识。

香港过去一直有多部门一同管理树木
的困扰，虽然各部门从各自角度可实现综
合管理之效，但毕竟各管一段，影响管理
效率。2010年香港特区政府在发展局下设
树木管理办事处 （树管办），统筹涉及树木
管理的各个部门，包括渔农自然护理署、
建筑署、土木工程拓展署、路政署、民政
事务总署、康乐文化事务署、渠务署及水
务署等，并负责制订护树政策、培训专业
人员，向社会推广护树知识。

护树需要科学知识

树木是令城市宜居的重要因素，但维
持整个城市树木的健康成长，不是简单的

“绿化”和不砍树所能实现。选什么树种、
如何养护、如何防治病虫害、如何防止树
木倒伏造成意外等，都需要专业人士设计
操作。

在香港，如果市民发现疑似有问题的
树木或有人砍树，马上可以用手机拍照上
传网络，管理部门会跟进检查。树管办还
为市民准备了纸质的报告表格，上面有配
图的树种及虫害简易诊断方法。这既便于
管理部门及时掌握情况，又增进了市民的
树木知识。

香港市民对树木特别是周边的树木非
常珍惜，看到有人砍树就会动气，近些年
香港社会发生多起因砍树引起的社会争
议。事实是，当树木包括列入 《古树名木
册》 的大树感染褐根病时，为保障市民安
全和防止真菌继续扩散，就要移除病树，
有时还要根据专家的指导挖走带有真菌的
泥土。此外，树木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要
不断选择新的树种，结合灌木、草本植物
替代老树，打造多样性和可持续的绿色空
间，近些年香港不少街道老化的台湾相思
树就已经被本地树种取代。

植树有方、因地制宜是香港林务政策
的立足点。香港常见树种有宫粉羊蹄甲、
黄槐、铁刀木、猪肠木、凤凰木、棕榈
等，每年栽种树木和时令花卉超过1000万
棵。为了更科学地建设城市森林，香港发
展局今年初成立城市林务咨询小组，请专
家对林务政策、树木管理、城市树艺、城
市生态等提供意见。小组成员既有官员也
有专家，有城市生态学家、生态修复学
家、城市林务经理、树艺师、森林病理学
家等。小组下设针对不同议题的专家小

组，比如其中一个议题是以绿化降低城市
温度，这样的课题虽然不能马上见效，但
对城市的未来至关重要。

植树也应持证上岗

当下，香港城市树木面临的最大危胁
是褐根病，树管办视之为“树癌”，几乎所
有被砍伐和移走的大树都是因为患此绝
症。城市林务咨询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会
议就是讨论防治褐根病。褐根病是一种真
菌感染，受感染的树木会在短时间内枯
萎，邻近树木也很容易通过根部接触、泥
土、孢子传播等途径受到感染。树木感染初
期不容易看出，但当叶片稀疏时，根部感染
已相当严重，基本上无法救治。所以一旦发
现病树，要尽快在树冠范围地面挖坑，切断
病树与其他树木的联系，或者移除。

专家提示，香港近年感染褐根病的树
木增多，还可能出现病菌变种的情况，要
做好应对的准备。

香港地窄人稠，又易受台风暴雨侵
扰，打造城市森林不易。但事在人为，香
港从官方到民间都为城市中的树作出努
力。官方在城市建设时就要求将种植空
间、适合的树种等细节纳入，并不断更新

《古树名木册》，不仅入册树木要批准才能
动，树木周边也列为保护区，避免因工程
而伤害树木。管理部门还及时为树木做风
险评估，特别是人流车流密集的地区，排
除枯树病树可能造成的险情。民间团体举
办各种活动引导市民识树、爱树、护树。
树木管理、树艺等专业渐成热点。

香港爱护树木协会曾提出，就像建筑
工人要持证才能工作一样，种树、剪树也
绝不是“杂工”就能干的，也要建立树木
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认证制度。对一个城市
来说，发展是硬道理，树木也是硬道理。
这是香港给我们的启示。

香港 树木也是硬道理
本报记者 陈晓星

绿树是水泥森林中最美的风景。

香港护树不易，每遇台风天气，就有大树倒伏。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
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
柳满皇都。”春日宜人，正是出门旅
行的好季节，游客若是此时来台北
故宫参观，就能与乾隆皇帝一同南
巡体验春游江南的快意。

台北故宫自 4 月 2 日至 6 月 25 日
推出书画大展“行箧随行——乾隆
皇帝南巡行李箱中的书画”特展，
精选当年伴随乾隆南巡的书画作品
共 41 组件，邀请观众一窥乾隆下江
南随身带的书画，遥想皇帝携带书
画旅行的雅致，让观众对旅游有更
多元的想象空间。

本次特展现场精心设置了古画
题跋留言区，观众可以使用卡片将
自己观画的心情、感想挂在古画墙
面上，恰似化身乾隆在心爱的书画
上留下“随笔”。主办方表示，欢迎
热爱旅游及欣赏字画的朋友，来台
北故宫欣赏这个书画特展，开启属
于自己的文物欣赏之旅。

本次乾隆南巡书画特展，将乾
隆皇帝“南巡”和“书画收藏与鉴
赏”巧妙链接，共规划4个单元，与
观众分享乾隆皇帝南巡旅途中的艺
术体验。

第1单元是呈现整个展览的数据
库，让观众做好“行前准备”，以伴
随乾隆皇帝出发南巡。第2单元“乾
隆皇帝的旅游赏鉴”，则是通过干支
纪年表与南巡地图，提供其6次南巡
的时间和空间信息，从而引出乾隆

皇帝“即景印证”与“重复吟咏”
的特殊旅游赏鉴习惯。第3单元“行
李箱中书画作品的来源”，除欣赏随
乾隆行李箱中从宫中携出的珍宝之
外，还会看到沿途官员所进献的书
画和皇帝赏赐出去的礼物。第4单元

“ 离 开 行 李 箱 后 作 品 的 境 遇 与 旅
程”，进一步说明与追踪了这些南巡
书画对于宫廷艺术制作所产生的影
响。通过这个精心策划的书画特
展，观众宛如翻开了乾隆皇帝的旅
行手记，一同与其微服南巡私访。

本次展出的书画包括宋代黄庭
坚的 《书寒山子庞居士诗》 卷、以

“梅妻鹤子”闻名的宋代林逋 《手札
二帖》 等。在众多精彩作品中，元
代黄公望的 《富春山居图》 图卷，
可作为这次书画特展的代表作，该
作品是乾隆一生最亲密合意的重要
旅伴，每遇佳山胜水，他便取出留
咏。值得一提的是，台北故宫为本
次书画特展特别进行修复的明代崔
子忠的 《画苏轼留带图》 轴，此图
描绘的是苏轼与金山寺僧佛印说偈
输了腰上玉带的故事。据传，乾隆
皇帝第3次南巡行经金山寺时，想起
藏在皇宫御书房中的此作品，特别
命人快马送到，与苏轼玉带一同欣
赏，此后，此画成为乾隆南巡行李
箱中的常备物品。

此展不仅展示了乾隆皇帝书画
伴随的别致旅行，也让今人感受到
乾隆对于书画艺术的热情。

乾隆南巡带的那些画
本报记者 王连伟 孙立极

富春山居图 （局部）

黄庭坚书法 （局部）（本文照片均为王连伟摄）

近日，台湾一家网络媒体转载了一篇文
章，称台湾的妈祖庙“明帝国”盖了3间、“清
帝国”盖了 37间，日本时代几乎没有新的，国
民党被赶来台湾之后呈现爆炸性的发展，如今
数以千计。文章由此认为妈祖信仰“其实是国
民党统治的工具”。对此，台湾作家刘心月投书

《中国时报》指出，如果政治偏执狂们连妈祖都
要赶走的话，已经不是“去中国化”、去国民党化了，
而是掏空台湾了，因为妈祖信仰已经进入台湾的庶民生
活，形塑并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与行事准则。文章摘发
如下：

据传妈祖的生日是农历3月23日，妈祖会在生日出
巡，保佑国泰民安、合境平安。台中大甲妈祖绕境进香
活动每年吸引数十万信众追随，已成为东南亚社会重要
的宗教盛事，台湾有“3月肖妈祖”之说。近年来台湾
还从妈祖信仰的宗教活动中发展出特有的文创意涵，用
另一种方式创造妈祖的影响力。

该文作者称妈祖是人为操作的侵台工具神，令人想
到前段时间台中市长林佳龙说国民党把台中公园里的日
本神社拆掉后，改为供奉孔子，目的就是为统治台湾。
但林的说法迅速被打脸，因为林佳龙搞错了顺序，是日
本人先拆了孔庙。为了“去中国化”满口胡言，这和妈
祖是国民党用来统治台湾人的工具一样幼稚。

民俗专家林衡道曾说，如果一定要举出一座台湾最
具代表性的寺庙的话，那应该就是妈祖庙，可见妈祖信
仰在台湾的重要性与普及性。妈祖信仰从福建湄洲传播
开来，千百年来，对东亚海洋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妈祖
信徒虽以两岸为主，但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
甚至美国太平洋沿岸都有妈祖庙，全球信徒估计约有2
亿人。妈祖信仰是世界重要的宗教文化，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 2009 年将妈祖信仰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试问国民党哪来那么大的本事，可以一手掌控妈祖
信仰，还把信众扩大到亿万之谱，甚至连带让东亚诸国
都有妈祖香火？妈祖信仰之所以在台湾如此兴盛，一方
面缘于台湾的海岛特性，对被称为“航海女神”的妈祖有深厚的尊崇与信
仰；其次则是因为妈祖信仰在台湾有深刻的社会基础，信仰结合地缘与氏
族关系，展现出社会的活动力和组织力。

台湾俗语称“旱溪妈祖荫外庄”，意思是说不论是本庄或是外庄信
徒，只要笃信妈祖，都能得到旱溪妈祖的庇佑。这等宽大慈悲的胸怀，政
治动物们确实难以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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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门进行了历史上首次“四校联考”。四校指澳门大学、澳门
理工学院、澳门旅游学院、澳门科技大学。以往，澳门各高校分别举行
入学考试，报考学生要考好几次，考试压力很大。

此次四校联考成为最大规模的考试，报考人数接近4800人，近九成
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报名参加了联考。虽然联考减轻了考生的压力，但
也有考生和家长担忧“一试定生死”。对此，澳门教育主管部门官员表
示，联考是新事物，学生和家长有担心不难理解，但联考并非唯一取录
学生的标准，还有其他的升学机会。推行四校联考缩短了备考时间，令
毕业班同学有更多精力思考个人的生涯规划。期望联考能完善澳门高等
教育的入学机制。

参加四校联考的所有考生都要考中文、葡文、英文、数学，根据所
报专业还要参加四科以外其他科目的考试。考试成绩将于 5月的第一个
星期公布，四校将根据各自课程的入学标准录取学生。录取时除了考试
成绩外，各校会根据自身特色和课程的要求，加入其他参考因素，如考
生的中学成绩、参与国际考试的成绩、特长、获得的奖项以及社会服务
阅历等。四校将于5月下旬公布录取结果。

四 校 联 考

澳门热词

据《澳门日报》报道，澳门旅游局近日成
立“澳门申都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申请成为“美食之都”。委员会成员包括澳门
政府部门、学术机构、餐饮业界协会及组织的
代表。

澳门旅游局介绍，“澳门申都委员会”将
展开讨论和研究各项可行性方案、政策和措
施，促进澳门美食发展的传承、创意和交流，
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和提供宝贵意见，参考
其他地区建设“美食之都”的经验，推动优化

“美食之都”所需的软硬件环境。
据介绍，澳门在 30 平方公里的面积内有

2284家餐厅，提供多元化的饮食选择。很多餐

厅都有自己的特色，从清晨到深夜都有餐饮场
所营业，为顾客提供不间断的服务，这是澳门
餐饮业的优势。

澳门特区政府将持续支持中小企业，包括
传统餐饮老店、特色老店的发展，并会根据社
会经济的发展和营商环境的转变适时调整管理
措施。目前，政府部门正积极缓解中小企业的
用工难题，积极为中小企业推荐合适的求职
者，并增设网上招聘服务，开办提升职业技能
水平的培训课程。

此外，通过“星级旅游服务认可计划”鼓
励中小餐饮企业提升服务，此计划自2014年推
出后，已有201家餐饮企业获得认证。

澳门打造“美食之都”
虹文

港

说
香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近日宣布，其最新研究找到了
恢复抗癌免疫系统的新方法，预计据此生成的新技术5到
10年内可应用于临床治疗。

此项研究结果显示，癌细胞通过肿瘤微环境中的生
物分子 Smad3 抑制人体的先天免疫系统，从而促进癌细
胞生长。缺乏 Smad3 的微环境能明显减慢肿瘤的生长速
度，降低癌细胞的入侵性、转移能力及其所引起的死亡
率。

Smad3是通过直接在基因层面抑制转录因子E4BP4的
生成，从而阻止自然杀伤细胞的发育。因此，当Smad3被
消除后，自然杀伤细胞的生成便恢复正常，进而能抑制
癌症。现在，研究团队正在研究一种新型Smad3抑制剂，
并尝试运用纳米技术改进，使其成为免疫治疗的新技术。

香港抗癌研究有突破

小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