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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盛开·真情廿五

“光韵绯门”以粉色诠释澳门回归的情感，
象征幸福、纯真与成长历程；“极速赛道”将澳
门著名的赛车文化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呈现在观
众面前，并邀请大家参与体验速度与激情的乐
趣；“挞趣无限”以澳门著名的葡式蛋挞为灵
感，设计成一组风格独特的沙发椅，呈现出兼
具功能性与观赏性的艺术体验……

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12 月 7 日起，
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的“2024 幻彩耀濠
江”启幕。活动期间，由海外、内地及港澳的
艺术家和相关团队通过旗舰装置、艺术装置、
灯饰装置、互动装置及光雕表演等形式，精心
打造一场穿越时空的光影盛宴，为澳门市民及
游客送上一系列沉浸式夜间娱乐体验。

由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及澳门口述历史协
会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暨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25 周年——澳门国庆牌楼
回顾展”户外巡展日前举行。“时空记忆·历史
上的澳门国庆牌楼”“家国情怀·那年·那人·那牌
楼”“影像记忆·口述访谈”“趣味互动·教育
区域”，4 个展区通过展示珍贵牌楼相片、牌楼
设计图及匠人访谈，带领观众探寻澳门同胞的
爱国爱澳情怀，感受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成就、
人民生活迈步向前的景象。

在上葡京综合度假村、康公庙前地，“四海
腾龙耀濠江”花灯艺术展近期在这里举办。本
届艺术展特别邀请大湾区三地的优秀艺术家，
展现出花灯横贯古今的独特魅力，带来一场糅
合传统工艺与创新科技的花灯艺术盛宴，让澳
门居民和游客感受喜庆团圆的氛围。

12 月 1 日，2024 澳门国际马拉松举行。超过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运动员和长跑爱好者在
比赛中途经妈阁庙、西湾大桥等多个澳门地标景
点，感受澳门独特美丽的风光和欣欣向荣的发展
面貌；11 月 15 日，为期十多天的第 24 届澳门美食
节在澳门西湾湖广场拉开帷幕。来自海内外的游
客和澳门居民一起，在这里品尝全球美食，感受
澳门“世界美食之都”的魅力……

此外，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澳门回归祖国 25

年来的发展变化，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
推出了“数说澳门回归 25 年”有奖问答游戏。
参与者只要在线答对相应问题，就可以获得电
子红包。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及澳门
回归祖国 25 周年，澳门各界从今年 9 月起，就
举办了多场双庆活动， 表 达 祝 福 之 意 。 9 月
初，“澳 MyLove”双庆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启
动仪式暨青年分享会在澳门举行。活动邀请网
络达人在 12 月 20 日之前，分别以跳操直播、
短视频和短剧等多种形式，在不同新媒体平台
持 续 展 现 澳 门 回 归 祖 国 25 年 来 取 得 的 丰 硕
成果。

9 月 30 日，“盛世回归——宏物微观：澳门
当代杰出艺术家展”在澳门金沙艺廊举行开幕
式，展览呈现了澳门 9 位艺术家过往 25 年所创
作的精美邮品及艺术佳作，以方寸天地展现澳
门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沉淀和回归后日新月异
的变化。展览将持续至 2025 年 1月 5日。

澳门推出系列活动喜迎回归25周年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图为第二十四届澳门美食节现场。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台南孔庙是儒家思想在台湾传
播、弘扬的奠基之地，素有“全台首
学”的美誉，也是中华文化在台湾开
枝散叶、深入人心的标志，近日却遭
受无妄之灾。有亲绿人士借担任台
南市孔庙文化基金会执行长之便，
在孔庙导览解说中公然宣扬“台独”
分裂意识，还妄称孔子“太中国了”。

“绿化”孔庙的奇葩行径，引发
岛内各界口诛笔伐。民进党当局和
绿媒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把妈
祖、保生大帝、关帝爷、神农大帝等
源自大陆的民间信仰统统打成“统
战工具”。难怪台媒会痛批，民进党

“抗中保台”执念已走火入魔，从天
上神佛到地上民众，只要跟大陆扯
上关系，都要打上“统战”的标签加
以“抹红”。

台南孔庙长期备受推崇，台湾
当局、社会各界以往每年都会在此
举行庄重的祭孔仪式。妈祖在岛内
信众超千万，来自大陆分灵的妈祖
宫庙超 3000 座。当年正是台湾的妈

祖宫庙突破当局阻拦，主动到福建
湄洲拜谒并出资参与修缮湄洲祖
庙。由此即可见台湾同胞对中华民
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刻在骨子里
的基因，根本不需要所谓“统战”

“渗透”。
与“绿化”“抹红”形成强烈对比

的是，民进党一再美化日本、荷兰殖
民台湾的历史。1908 年日本殖民当
局完成台湾南北纵贯铁路，目的是
掠夺岛内矿业和农业资源，却被夸
大为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绿营人
士对日据时期拆除明清传统建筑的
做法毫无异议，却对后来日本殖民
建筑的消失如丧考妣，处心积虑要
进行复建。连名列“台湾八景”之一
的安平古堡，也难逃被民进党当局
充当“恋殖”工具的命运。

此前，台文化部门通过审议决
定将安平古堡内的两处古迹合并，
并更名为“热兰遮堡”。这种为殖民
者张目的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反弹，
许多台南文史工作者、在地居民公

开表示反对。民进党当局为此找了
一大堆理由也不能服众，说穿了就
是因为心魔难除。

360 多年前，民族英雄郑成功
率部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为
中华民族立下不朽功勋。安平古堡
以他的福建老家命名，自然成了民
进党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必
欲去之而后快。由此可见，“去中”

“恋殖”“台独”正是民进党的三大
心魔。

以“台独史观”消解中华文化，
以“殖民史观”搞“渐进台独”，妄图
割断台湾同大陆的历史联结，磨灭
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印记，淡化台
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数典忘祖，
莫此为甚！在民进党当局和绿营人
士的有意误导下，有岛内学生竟以
为孙中山是台湾人；某家长与就读
明星高中的孩子聊到“大禹治水”，
没想到孩子全然不知大禹是谁。

倒行逆施的行径注定不会长
久。两岸同胞说中国话、写中国字、

过中国节、拜中国神，传承着中华文
化，尊崇着民族传统价值，这是两岸
中国人的日常，也是两岸中国人的
坚持。如同岛内有识之士所言，中华
文化始终联系着两岸人民的感情和
记忆。这种文化不仅是 5000 年悠久
历史的传承，更是一种深刻的生活
方式和价值观的体现。

无论两岸分隔多长时间，中华
文化始终是两岸之间割不断的联
结。两岸同胞只有做中华文化的守
护者、传承者、弘扬者，才能不断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认同感、荣誉感。中华文化、中华
文明历久弥新，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国家统一是历史必然，是沛然
莫之能御的大势，少数觍颜忘祖的

“台独”分子螳臂当车，不自量
力，必遭失败！

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倒行逆施必遭失败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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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5日电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 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提名和建议，
国务院 2024 年 12 月 5 日决定：任命

陈美宝 （女） 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
罗淑佩 （女） 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
长，免去林世雄的运输及物流局局
长、杨润雄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职务。

本报台北12月 5日电 （记者程
龙） 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
会主任邱勇院士担任团长的大陆高校
师生访问团一行 40 人，5 日中午结束
在台湾的交流参访，搭机返回北京。

应马英九文教基金会邀请，11
月 27 日至 12 月 5 日，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
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北京体育大学
等 7 所大陆高校 40 名师生赴台交流，
受到岛内各界特别是青年学子的热烈
欢迎与热情接待。

在台期间，大陆师生前往台湾大
学、新竹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
阳明交通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长
庚大学等 6 所高校及台北市中山女子
高级中学交流，参访多处历史古迹、
自然景观及体育设施、科技文化场馆
等，广泛结交新朋友，深入体验台湾
风土人情，促进了两岸高校交流、青
年交流、文化交流。

邱勇在 4 日晚马英九文教基金会
送别晚宴上致辞表示，大陆师生切身
感受到两岸同胞的深厚情谊，充分领

略到宝岛台湾的独特魅力。两岸交流
合作不能少、不能断、不能停，只有
筑牢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才能
共创两岸更加美好的未来。

他说，我们要为两岸青年互学互
鉴构建更多平台，让两岸青年走得更
近更亲，不断深化民族认同、文化认
同。我们要传承中华文化基因，阐发中
华文化的时代内涵，厚植两岸同胞的
精神纽带，为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汇聚力量。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两岸教
育深度合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在中华民族走向伟
大复兴的进程中，两岸同胞都不能缺
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席。让我们
心手相连、守望相助，和衷共济、团结
奋斗，共同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

5 日前往机场送行的马英九文教
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表示，大陆师生
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台湾民众真诚热
情的欢迎，他们表示回去要告诉亲友，
台湾民众是这么的善良好客。青年交
流是两岸未来的根基，基金会一定会
坚持下去，继续推动两岸青年交流。

新华社深圳12月 5日电 （记者
王丰） 以“青春力量 幸福家园”为
主题的第二届海峡两岸交流融合月暨
第五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
开幕式 5 日在深圳举行。两岸各界人
士和青少年 3000 余人相聚鹏城，叙
亲情、话融合、谋发展。

第二届海峡两岸交流融合月由国
务院台办海峡两岸交流中心与台湾两
岸和平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活动
从 2024 年 11 月下旬持续到 12 月下
旬，囊括文化、教育、科技、体育、
基层、青年、民间信仰等领域 43 项
系列交流活动，预计将吸引两岸同
胞万余人参加，呈现两岸青年互学
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的美好
愿景。

开幕式上，机器狗舞狮、无人机
彩烟秀、飞碟从天而降投送棒球等项
目，融合科技与体育激情，赢得现场
观众和选手的阵阵掌声。海峡两岸学
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已在深圳连续成功
举办多届，成为一项广受关注的两岸
青少年体育交流赛事。

今年，第五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
联赛总决赛规模进一步扩大，除保留
U12、U15、U18 与大学组外，还新
增女子棒球、软式棒球 2 个组别，吸
引了海峡两岸 43 支队伍共 1060 名选
手参赛，其中台湾地区有 19 支队伍
487名选手参加。

“这个活动很盛大，希望多举办
这种比赛，有机会与深圳选手多互
动。”来自台湾桃园市的棒球运动员
叶同学说。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龙
明彪表示，海峡两岸交流融合月是新
时代搭建的两岸交流融合新平台，希
望两岸青年利用此次活动互学互鉴、
相依相伴、同心同行，充分展现青春
风采，实现人生梦想。

台湾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董事兼
执行长连胜武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
人，要多走动、常来往。希望通过本
次活动，两岸同胞尤其是两岸青年能
够加强交流互动、增进相互了解、深
化彼此友谊，在交流交往交融中越走
越近、越走越亲。

本报台北12月 5日电 （记者程
龙） 由两岸机构共同举办的 2024 海
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 5 日在台北
揭晓结果，“争”字当选。

2024 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
动自 11 月 4 日启动以来，邀请两岸各
界知名人士推荐代表汉字，从中选出
36 个候选年度汉字，于11月18日至12
月4日进行网络票选。由中国国民党前
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
长洪秀柱推荐的“争”字以 1009124 票
当选。活动现场，来自台湾中华书学会
的书法家和参会嘉宾泼墨挥毫，以多
种字体在长卷上共同书写“争”字。

主办方表示，这个“争”字浓缩
了两岸民众对 2024 年时局最直观的
感受，更蕴藏着对未来两岸关系走向
最深刻的启示：如何在“竞争”中求
发展，在“不争”中寻共识，在把握

“争”与“不争”的平衡中谋求两岸
中国人美好的明天。

以“汉字文化搭桥，书写两岸民
意”为宗旨的海峡两岸汉字节，自
2008 年 起 先 后 评 选 出 “ 震 ”“ 生 ”

“涨”“微”“平”“进”“转”“和”
“变”“创”“望”“困”“闷”“难”
“思”“融”等 16 个两岸年度汉字，
受到两岸各界广泛关注。

国务院任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

大陆高校师生访问团一行结束在台行程返京

第二届海峡两岸交流融合月在深圳开幕

“争”字当选 2024 海峡两岸年度汉字

12月20日，澳门将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本报即日起推出“莲花盛开·真情廿五”专栏，多形
式多角度报道澳门回归以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全面展现澳门在政治、经济、民生、社会和文化等
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开 栏 的 话 

本报澳门12月 5日电 （记者富
子梅） 记者从澳门特区交通事务局获
悉，4 日起澳门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带有“交通联合”标识的“澳门通—全
国通”卡，可用于乘搭全国主要城市
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畅行全国。

“这是澳门建设更加便利出行的
数字化城市的又一新举措，不仅标志
着澳门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
增添澳门国际化大都市‘金名片’含
金量。”澳门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席、总经理孙豪表示。

澳门特区交通事务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随着澳门居民到内地工作及旅
游的需求日益增加，澳门迎接全国旅
客数量亦持续上升，内地与澳门的往
来交流日趋密切。为进一步便利居民
往内地及旅客访澳的交通出行，交通
事务局与交通运输部积极协调，加入

“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
据悉，全澳门公共巴士 12 月 4 日

起接受由内地及香港发行、带有“交
通联合”标志的全国通卡拍卡支付车
资。现阶段非澳门发行的全国通卡暂
不享有车资优惠。

澳门推出“澳门通—全国通”卡

    图为“澳门通—全国通”卡样式。
澳门特区交通事务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