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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猫》演员玩转维港音乐剧《猫》演员玩转维港

久负盛名的音乐剧《猫》
（Cats）于 1 月 6 日至 2 月 11
日在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演
出。这是该剧继 1994 年及
2009 年后，第 3 次到香港演
出。演员在演出之余抽空到
尖沙咀、维多利亚港等地欣
赏美景，玩转香港。

《猫》自 1981 年在伦敦
首次公演以来，已走遍全球
250多个城市，被翻译成 150
种语言。

◀“群猫”趁着演出间
隙玩转香港摩天轮。

▲ 《猫》经典角色遇上
香港网红猫“忌廉哥”。

（图片来自香港中通社）

“2017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好于预期，经济活力、动力
和潜力不断释放，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实现
了平稳健康发展。”对于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国家统计局
局长宁吉喆日前给出高度评价。6.9%的GDP增长率，不仅给全
国人民以鼓舞，更给香港社会注入发展的信心和动力。香港

《大公报》 发表评论文章说，“80万亿”大振人心，而中国发展
列车为香港预留了最佳位置。对于港人而言，抓住机遇，支持
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加强与内地合作拼经济，没有比这更为迫
切和重要的了。文章摘编如下：

踏入 2018年，内外经济形势大好，昨日 （1月 18日） 一天
之内，好消息就像插上了翅膀般接连飞至，令人目不暇给：
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同比增长
6.9%；香港股市创下 32000 多点的历史性新高，失业率则出现
2.9%的近20年新低……

80万亿元这一“天文数字”背后反映的真实变化，更值得
港人关注和高兴。过去，香港经历过不少金融风浪和经济起
伏，也面对过不少机遇和得失。但要说到发展的势头和实质，
则眼前这一次和过去大不相同，其关键就是中国经济已真正进
入了主宰自己、领跑世界、惠及周边的新时期，一个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经济新时代已经来临，并且正以不可阻挡的磅礴气
势向前发展。

面对这一历史洪流，不论是作为特区政府还是工商企业、
升斗市民，该高兴的不仅仅是失业率下降了多少个百分点或今
天股票户口多了多少进账，而且是这一股由13亿人口迸发出来
的、挟着制度优势的巨大力量所创造的商机和带来的机遇，将
会是前所未有和无可限量的。而港人儌天之幸，在这一重大机
遇面前是得天独厚，已经得到预留的最佳位置。如果港人还不
识“上车”，还要在那里为一些枝节而吵闹不休，内耗不已，那
对不起，“80万亿”是不会等人的，中国经济“高铁”不会因少
了香港而减速，但相反，香港坐不上这趟列车，问题可就大了。

因此，眼前港人社会必须从所谓的“政治迷雾”中真正清
醒过来，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祸福利弊之所在，不能再为一些由
反对派挑起的所谓政治议题牵着鼻子走，而必须看到真正问题
之所在。高铁“一地两检”已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再去争
拗什么“权力来源”是浪费时间，还要由特区法院去“审查”
人大有无“违宪”就更是笑话；特区政府“热厨房”，律政司一
将难求，好不容易找到一位郑若骅，不看其承担勇气和工作能
力，却去其家中“挖地三尺”找“僭建”，要其下台，不是昏了
头又是什么？

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发展机遇机不可失，当前，于港人、
于社会而言，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加强与内地合作拼经
济，没有比这更为迫切和重要的了。

“80万亿”大振人心
香港社会切勿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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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遍布台湾大街小巷。在

不少便利店的柜台上，设置有一个
捐款箱，鼓励顾客小额捐款。而透
过小小的便利店和捐款箱，也可以
瞥见台湾慈善事业的一面。

台湾便利店中比较知名的要数
7-ELEVEN了，它的捐款箱有个温
情的名字——“把爱找回来”，很
多民众和游客在此进行过捐赠。
7-ELEVEN日前发布“铜板公益观
察报告”指出，2017年全台5200家
门市零钱捐募款共计 1.7 亿元 （新
台币，下同），同比增长800万元。

这份报告进一步披露了零钱捐
募的“大数据”：高雄市募款金额已
连续 8 年为全台之冠；夜市当中，宜
兰罗东夜市邻近门市的零钱捐募款
金额最高；台中西屯区豪宅“联聚信
义”邻近门市则成为全台豪宅区中
募款金额最高的门市……7-ELEV-
EN 的报告指出，邻近门市捐款以

熟客居多，显示便利店捐款已植入
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中。

这些日益增长的零钱捐募去向
哪里？有些用来照顾失智老人。

台 湾 官 方 统 计 显 示 ， 去 年 2

月，台湾老年人口首次超过幼年人
口，出生率赶不上老化速度，失智
问题增加，乡村尤为严重。83岁的
三地门乡排湾部落玉金婆婆，2016
年确诊罹患重度失智症，每当发
作，总引来异样眼光；70岁的郭奶
奶，罹患失智症 5 年，性格大变，

骂 脏 话 ， 甚 至
打 人 。 她 们 的
家 人 都 希 望 能
有 一 个 宽 容 环
境、友善社区。

对此，7-ELEVEN 与屏东基督
教医院合作，推出“及早救智”计
划，如今已迈进第四个年头。有超
过30万人次失智及失能老人接受过
服务。一些有独特技能的失智老人
在关怀照顾下，还成为排湾部落串
珠等传统技艺的老师。

再过不久就是农历春节。台湾
慈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限于失智
老人。台湾儿童暨家庭扶助基金会
近日也举行“寒冬传爱送福送爱”
主题记者会，呼吁社会慷慨解囊，
帮助贫困家庭，找回“遗失的年
味”。

该基金会执行长何素秋说，他
们扶助的2.7万个家庭中，有15%以
上的家庭是连续两代贫穷，形成

“贫穷世袭”现象。她希望社会能
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有朝一日不
再是贫穷的循环，而是爱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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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便利店里的“慈善角落”
肖开霖 黄少华

台便利店里的“慈善角落”
肖开霖 黄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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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内地高校联招澳门保送生
的首轮考试日前发榜。在参试的 1077
名考生中，共有951人被录取，创历史
新高。

通过保送生选拔和参加“港澳台
侨联考”，是目前澳门高中生赴内地升
学的两个主要渠道，近年来保送生的比
重逐渐增加。今年的考试有来自澳门41
所中学的1077名应届高中生参加，首轮
考试中有 792 名学生被录取。在首轮考
试“失手”的200多名考生通过报名参加

“二次保送”，重新选择志愿及专业，159
人叩开内地高校的大门。

录取学生中报考学校最多的前3个
省市分别为广东、北京和上海，热门报
考专业前 5 位依次为师范教育、临床医
学、经济学、工商管理、新闻传播。已成
功招收 30 名保送生的复旦大学招生办
副主任王阳评价，今年考生事前做了更
充分准备，整体水平较去年高，“笔试成
绩是近年来最好的一次”。

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表示，
国家教育部为鼓励更多澳门学生去内
地升学，去年开始放宽保送政策，包
括增加保送高校数量及保送专业等，
今年共有 79 所内地高校及职业技术学
校提供1113个保送名额。

报考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镜平
学校应届考生何同学表示，自己理科
较好，认为澳门土木工程前景好，现
时澳门有很多工程需要建筑人才，例
如填海工程。他表示，面试内容与往
年相似，对自己应考情况比较满意。

报读中国人民大学城市管理的陈同学因受“天鸽”
风灾影响而决定修读这个专业，希望日后能学以致用。

对于部分考生落选的原因，北京语言大学招生负
责人认为，有些考生对专业本身了解不多。若未准备
好，即使被录取，将来恐怕学习压力也比较大。

陆客锐减冲击消费

夜市的生存，离不开客流和消费。前些
年，大陆赴台旅游人数多，出于对夜市文化的
向往，大家在台期间晚上都喜欢到夜市品尝台
湾小吃、购买伴手礼。但如今，赴台的大陆游
客数量锐减，通过所谓“新南向”增加的旅客
人数上没法弥补缺口，消费力更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夜市从业者坦言，过去每晚都有几辆陆
客观光团的游览车停在夜市附近，现在很难见到
了。因为有陆客的光顾，过去一些夜市的药妆店
全年营业额能达上亿元（新台币，下同），但现在
人没了，钱也跑了。“难道‘观光’要变成‘关光’
吗？”

国民党台中市议员朱暖英表示，她的选区
南屯原本有好几处夜市，现在不是收摊、就是
缩小营业规模。台中最有代表性的逢甲夜市，
虽然仍正常营运，但商圈内有许多店家都已关
门，很多业者都反映开门营业只是苦撑。她呼
吁，蔡英文当局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改善两
岸关系，让陆客可以回流。

多元不足形态老旧

陆客不来影响了台湾夜市的流量和消费规
模，可是台湾本地人为何也不想逛？因为夜市
本身的竞争力也在衰落。台湾中华观光文创市
集交流协会理事长胡子强指出，摊位经营缺乏
特色及夜市形态老旧对夜市倒闭有重要影响。

“多元性不足、摊贩重叠性太高，且设备没有随
之升级。”

以台中这一年来倒闭的几个夜市为例。这
些夜市都冠以“文创”之名，其中几家开幕时

场面盛大、动辄上百摊规模，而且还请当红明星
表演。但是过了蜜月期后人潮衰退，最后都只能
草草结束营业，实在令人唏嘘。例如台中妖怪夜
市2016年5月才开幕，结果不到半年就倒闭。

不少业者认为，打着文创之名，新夜市刚
开业时确实能吸引年轻人来光顾。但它们实际
上却仍是传统形态样貌，东西没特色还卖得
贵。有的夜市知名度大增后开始出现欺客行
为，例如一盒现切水果要 500 元，果汁要 200
元，两盘卤味要价近 2000 元。还有的业主就
是在淘宝网购之后，把东西拿来转卖而已。胡
子强表示，民众上当后自然不会再来，久而久
之这些夜市人流量就会越来越少。

经济不佳荷包缩水

近年来台湾经济不景气，同样影响民众的
消费。有经济人士分析，台湾经济看不到出
路，让民众变得不敢消费，也是夜市低迷的原
因之一。加上“劳基法”修改、军公教年金改
革等因素，一些群体的收入受到影响，自然也
会不愿消费。例如此前军公教团体就发起“周
六不消费”活动，表达对蔡当局的不满。

另有台湾朋友告诉记者，虽然节假日大家
还是有可能一起约着逛夜市，但通常只是每人
买一杯“青蛙撞奶”等饮料就好，最多再买一
份盐酥鸡，很少有大额度的消费。“毕竟现在
经济环境不好，很多公司都减薪，连年终奖都
只发0.5个月工资，实在不敢乱花钱。”

朱暖英表示，当下台湾民众收入普遍不
佳，当然也就不爱出门逛夜市。当局应该改善
台湾的经济，增加民众收入，让台湾人愿意出
门逛街花钱，从而带动夜市的繁荣。否则“观
光”夜市，真的会变成“关光”夜市。

经济不景气 小吃没特色 陆客不捧场

台湾观光夜市渐“关光”
本报记者 柴逸扉

王凯是一名在台湾交换的大陆学生，刚到台
湾时他很喜欢夜市的氛围，几乎天天都走一圈，
可是个把月下来便兴致索然。“这些夜市差不多长
得一样，除了小吃摊就是卖淘宝货。我身边的台
湾朋友有很多现在也不怎么爱逛夜市了。”

王凯的经历折射了部分夜市的生存情况。近
年来，夜市倒闭的消息不断传出，仅台中市在短
短1年多的时间内，就倒闭了6家大型夜市，其中
一家还是号称全台最大的“经贸文创观光夜市”。为
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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