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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湖南省永州市的冬季蔬菜迎来
采收旺季。在零陵区香零山蔬菜基地，一垄垄
广东菜心长势喜人、青翠欲滴，当地菜农正忙
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8 个小时后，
这批菜心就将抢“鲜”抵港贩售，为香港市民
送去潇湘味道。

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部，与广东、广西两
地接壤，被称为“潇湘之源”，境内水资源丰
富，是得天独厚的优质“菜园子”。近年来，永
州市依托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大力
发展蔬菜产业，打造多个重要蔬菜种植基地。
种类丰富、新鲜质优的潇湘菜，正不断扩充着
大湾区的“菜篮子”。

丰富港澳市民“菜篮子”

清晨，在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日日兴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蔬菜基地，工人们忙着打包、分装新
采摘的蔬菜，几十辆货车整装待发。“我们一家（公
司）每天就有 60 多车发往香港，日发货量最高可
达800吨。”该公司负责人朱熙良说。

脆嫩爽口的江永香姜、粉糯细腻的祁阳槟榔
芋、有“岭南人参”之称的道县把截萝卜……如
今，越来越多产自永州的蔬菜走进粤港澳大湾区
市场，成为备受当地消费者青睐的“靓货”。据海
关统计，今年 1 月至 11 月，永州市果蔬出口货值
125.64 亿元，其中供港蔬菜货值占全国总值的
69.5%；今年前三季度，香港商超蔬菜订单中，永
州产品占比达四成以上。

今年 11 月，永州市供澳蔬菜直通车首发仪
式在首衡城农产品交易中心举行。一辆满载着
新鲜蔬菜的集装箱冷藏车在顺利通过海关查检
后，缓缓驶离交易中心，开启赴澳门之旅。这
是永州蔬菜首次实现出口澳门。

首批供澳蔬菜供应商、永州新田东升秀峰
富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文表示，永州
蔬菜实现了从基地工厂到澳门市场的无缝对接，
这种高效模式能精准契合澳门生鲜超市对蔬菜
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为开拓澳门市场奠定坚实
基础。“今后公司还将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为
港澳市民提供更多优质蔬菜产品。”刘文说。

高品质赢得良好口碑

在香港，从便民街市到高级超商，大小货
架上随处可见永州蔬菜的身影。香港蔬菜商欧
志荣介绍，永州的新鲜有机蔬菜在香港供不应
求，“因为品质好，很多顾客会专门找过来，指
定要买这款 （蔬菜） ”。

永州蔬菜在大湾区走俏畅销，收获良好口
碑，关键就在于稳定的高品质保障。在充分发挥
自然生态优势的基础上，永州近年来不断深化农
产品品检体系改革，创新实行“农田到市场”全覆
盖、多层级、网格化的质量管控机制，为大湾区居
民的餐桌安全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

据永州市农业农村局介绍，今年以来，永
州市开展供粤港澳蔬菜专项监测 363 批次、合
格率达到 99.2%。每份供应港澳市场的永州蔬菜
都拥有专属的“身份证”，其生长、采摘、加工
等各个环节信息均可全程追溯，做到出口蔬菜
100% 来源可溯、100% 质量可控。

蔬菜讲究一个“鲜”字，产得好更要送得
快。为深化物流通关便利，长沙海关在永州率
先开展出口新鲜果蔬监管模式改革，试行供港
果蔬拼装模式，将出口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取样
环节前置到蔬菜种植环节，并综合日常监测结
果，作为放行评定的依据。

永州海关监管稽核科科长雷洪哲介绍，政
策调整后，永州出口果蔬查验效率提高了 50%，
通关进程缩短 80%，企业物流成本压减 30%。
经拱北海关港珠澳大桥陆路口岸直供快速通关，
永州生鲜果蔬最快 7 个小时就可直达香港市场，
无需换车，做到产销地无缝对接。

大市场带来全新机遇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契机，
永州蔬菜知名度近年来持续提升，广阔的大湾

区市场为当地蔬菜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数据
显示，今年永州蔬菜招商引资新签约项目 20
个，投资额 16.89 亿元，蔬菜类规模以上企业已
达 81家。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新
田县东升农场已建成优质蔬菜供应基地 6500
余亩，产品不仅出口香港、澳门等地，还远
销日本、新加坡等海外市场。东升农场副总
经理刘小红介绍，农场近年来与湖南省农业
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展开合作，打造智慧农业
大棚，实现传统生产模式向智慧化、现代化
转型升级，立体水培种植的生菜，特色育种
的 水 果 番 茄 、 巨 人 南 瓜 等 农 产 品 备 受 市 场
青睐。

零陵区南津渡街道香零山蔬菜基地瞄准大
湾区蔬菜市场，不断推进蔬菜产业转型升级，
积极对接港澳农产品种植、检测标准，并于今
年首次实现了新鲜蔬菜供应香港市场。南津渡
街道主任曾传河表示，香零山蔬菜基地的建设
带动了菜农就业增收，高标准蔬菜大棚、储藏
冷库等基础设施也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将继续
做好“种”和“卖”两篇文章，努力开拓大湾
区蔬菜市场。

目前，永州市已建立起多元化多渠道产销
对接和市场拓展体系，建成大湾区蔬菜类“菜
篮子”认定基地 121 个、认证供港澳蔬菜备案
基地 110 个。越来越多更丰富、更优质、更新
鲜的农产品，正在从潇湘源头的“菜园子”，走
进五湖四海的“菜篮子”。

湖南永州：

潇湘菜走俏粤港澳大湾区
本报记者  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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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贪”之无厌让人目瞪口
呆，政党“斗”之凶狠让人心惊肉跳，
诈团“骗”之猖獗让人深恶痛绝……
台湾 2024 代表字票选结果近日公
布，“贪”高居第一，“斗”和“骗”分列
二、三名。主办方台湾《联合报》直
言，前三名字字惊心，准确概括今年
台湾社会的人心浮动与政坛乱象。

年度代表字显示台湾民众对生
活现状的不安，透露出岛内社会集
体心理的沉重。《联合报》总编辑王
茂臻表示，代表字折射台湾一年来
经历的现象与事件，“贪”字反映民
众对岛内政治与人性操守的感受。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洪孟楷
认为，社会负面情绪累积非一日之
寒，“贪”字当选代表字是给赖清德
当局的一记当头棒喝。民进党当局
必须面对事实，省思台湾社会选出

“贪”字所反映的不满情绪。
这一年，涉贪案件报道充斥岛

内媒体版面。公营企业台盐实业前

董事长陈启昱涉贪被通缉，台南市
前议长郭信良涉嫌受贿及勒索被判
13 年有期徒刑，桃园市前市长郑文
灿被检方依贪污罪起诉……贪赃枉
法案件频出，台湾大学教授赵坤茂
认为，这反映台湾整体政治风气相
当败坏。

一连串光电产业弊案还掀出台
湾各地滥倒废弃物的乱象。岛内媒
体说，民进党口口声声“爱乡土”，近
年却对环境破坏冷漠以对。尤其南
部一些县市发展光电背后，不肖官
员与黑心厂商勾结，一块土地剥三
层皮，形成“上有光电、下有垃圾”的
另类“光电奇迹”。

“斗”字紧随“贪”后，相差不过
数百票。赖清德以四成得票率当选，
加上民进党失去立法机构多数席
次，是典型的“少数执政”。岛内媒体
指出，民进党新当局上台后，“当家
还闹事”，外斗内斗不止。

近期台立法机构内激烈冲突不

断，民进党不坐下来与蓝白两党折冲
协调，而是执着于对抗，让政坛持续
动荡，引发各界批评“不撞南墙不回
头”。时事评论员郭正亮直言，新当局
上台7个多月，把台湾越搞越乱。

台北论坛基金会主任华志豪
说，民进党在推动实质废除死刑、罢
免基隆市长谢国樑等违背民意的政
治算计上着力甚深，造成台湾社会
对立、民怨沸腾。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吴崇涵则认
为，民进党当局目前的策略，是企图
继续维持两岸“斗”的氛围，借此延
续“亲美抗中”路线。

“骗”也是这一年岛内社会生活
中热度很高的关键字。岛内舆论批
评，民进党当局对居高不下的诈骗
案视若无睹、束手无策，任由诈骗集
团张狂横行。

诈骗犯罪已成为岛内社会最痛
恨的“毒瘤”。据台警方统计，仅今年
11 月就受理诈骗案 18204 件，粗估

财产损失近 127 亿元（新台币，下
同）。最近一起震动全台的案件是台
北一对母女因遭投资诈骗而走上轻
生绝路，牵涉金额高达 1200 万元。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
说，这不是单纯的家庭悲剧，而是当
局行政体系失能的缩影。

《联合报》发表评论认为，诈骗
案件如野火烧不尽，当局相关单位
的形式主义与龟速行动，是让庞大
犯罪组织网得以持续公然挑战法律
的主因。

民进党当局推出打诈行动纲
领、成立打诈队、提出“打诈新四
法”，口号喊得响亮，但并未有效遏
制诈骗问题。打诈预算却年年增加，
明年高达 73 亿元，比今年增加 4.8
倍。王茂臻质疑，编列如此高的打诈
预算，却没有看出相应成果，也少见
官员为此道歉或负责。

岁末之际，台湾舆论发出批评，
“贪”“斗”“骗”，字字印证岛内当权
者的失德与不义。新年将至，宝岛能
否除弊兴利，还是继续沉沦于乱象，
端看民进党是否真能落实其“清廉、
勤政、爱乡土”的标榜。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陈君、
谈昦玄）

年度代表字透视台湾岛内乱象

本报香港 12 月 30 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29 日发表网志，总结 2024 年香港经
济状况，并展望 2025 年经济发展。
他说，在中央政府的坚实支持和特区
政府的开拓努力下，香港经济根基
厚、市场韧性强，正在变局中开新格
局、稳步前行。

陈茂波表示，回望 2024 年，香
港经济在持续转变和不确定的外围环
境中稳步前行。随着美国下半年进入
减息周期，内地接连出台振经济、稳
预期和各项惠港挺港的政策措施，香
港资产市场气氛好转，港股成交额显
著增加，新股上市愈加畅旺；金融业
蓬勃发展，家族办公室业务持续增
长 ； 楼 市 渐 趋 平 稳 ， 交 投 也 有 所
上升。

他引述数据表示，2024 年，来
自内地和海外驻港公司总数约 10000
家，初创企业数目近 4700 家，两者
同创新高。高端人才申请来港数字继
续增长，过去近两年特区政府在各项
人才计划下收到约 41 万宗申请，已
批出超过 26 万宗，其中约 17 万人已
来港。这些数字反映特区政府团队过
去积极招商引才和加强对外宣传的成
效渐现。

陈茂波说，过去这一年，在牢筑
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后，香港社会各
界聚焦拼经济、谋发展，实现了稳中
向前的态势。2024 年香港全年经济
增长预计为 2.5%，失业率维持在较
低水平、通胀温和、市民收入录得实
质增加。

展望 2025 年，陈茂波表示将加
速推进三方面工作：更好发挥香港国
际 化 的 独 特 优 势 ， 强 化 “ 内 联 外
通”，进一步提升“超级联系人”“超
级增值人”的角色与功能；加强对本
地创科的系统性投入，因地制宜加快
培育新质生产力，包括用好香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耐心资本”引导和杠
杆市场资金的功能，支持策略产业的
群聚与发展；面对全球政经格局深刻
重构，以更全面的策略，巩固和提升
香港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地
位 ， 致 力 打 造 国 际 高 端 人 才 集 聚
高地。

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
港会继续改革创新、抢抓机遇，加速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主动对接国家
发展战略，助推香港的经济、社会、
民生等各项事业取得更好发展，让香
港 “ 国 际 大 都 会 ” 的 品 牌 焕 发 新
光彩。

本 报 珠 海 12 月 30 日 电 （记 者 
贺林平）“澳车北上”政策是中央支
持澳门发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重要举措之一。自 2023 年 1 月 1 日
首辆澳门单牌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
路口岸驶入广东以来，澳门居民驾车
往来粤澳的热情持续高涨，互联互通
日渐繁荣。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
计，近两年来经该站查验的“澳车北
上”数量已超过 264.5万辆次。

“澳车北上”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典型创新案
例，为粤澳跨境出行方式带来新变
革。以往，澳门居民入出内地主要
依托公共交通工具，部分居民可驾
驶粤澳两地牌车辆往来，但后者申
请须满足投资纳税条件，数量极其
有限。

“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之后，完
成申请的澳门车主在预约通关获准
后，即可驾驶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
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广东，来往内地
更 加 方 便 快 捷 。 截 至 目 前 ， 完 成

“澳车北上”边检备案的驾驶员数量

已超过 5 万人，车辆数量已超过 3.8
万辆。

“澳车北上”进一步加速大湾区
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互联
互通。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
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超过 2700 万
人次，车辆超过 550 万辆次，同比分
别增长 72% 和 71.4%，其中出入境澳
门籍旅客数量超过 500 万人次，是去
年同期的 1.26倍。

为满足澳门居民自驾“北上”通关
需求，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不断优化通
关环境，多次升级改造“一站式”查验
系统，协同地方政府推动“货兼客”通
道改造，在高峰时段提前加开、开足、
开满查验通道，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
率；针对随车通关老人、小孩数量增多
情况，创新使用移动查验模式，为需帮
扶人群提供“免下车查验”服务，并通
过设立专门备案采集室、设置流动采
集点等方式为旅客办理“快捷通道”备
案提供便利，不断提高旅客体验，持续
助力大湾区宜居、宜游、宜业“优质生
活圈”建设。

据新华社萨拉热窝电 （记者殷晓
圣） 来自中国香港的青年代表团近日
访问波黑东萨拉热窝大学汉学系。双
方师生畅叙友情，就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等展开深入交流。

交流现场，东萨拉热窝大学汉
学系师生表演的中文歌曲 《我爱你，
中国》《茉莉花》 以及诗朗诵、吉他
弹唱等节目引来代表团阵阵掌声。
香港青年代表团团员们也热情地演
唱了 《海阔天空》《啊，朋友再见》
等知名歌曲。

“ 中 华 文 化 璨 若 星 河 ， 令 我 着
迷。中文是打开这座宝库的钥匙，我
一定要学好中文。”东萨拉热窝大学
汉学系四年级学生博格达诺维奇说，

她希望毕业后能去中国深造，也希望
更多波黑朋友了解中国文化。

代表团由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香港民建联） 组织。访问波黑期
间，代表团还参观了中企承建的多博
伊医院，这是中东欧国家与中国企业
合作开展的第一个医疗工程“交钥
匙”项目。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临时代办缪大
可表示，中波建交 29 年来两国关系
稳健前行。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
下中波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成果丰
硕，惠及两国人民。希望两国青年积
极投身中波友好事业，做两国友谊的
传承者，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经济根基厚市场韧性强

“澳车北上”助力大湾区互联互通
澳门单牌车入出内地近两年超 264 万辆次

香港青年代表团访问波黑东萨拉热窝大学

近年来，广东省佛山市大力推进“沿路两边、高架桥下”环境整治工
作，进行桥下空间改造利用。一块块桥下荒地被改造成活力场所，成为了
市民群众的休闲娱乐新空间。图为在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南沙大桥的桥下
东海绿岛潮玩SPACE，家长带着孩子游玩。 吕华当摄 （人民视觉）  

近日，正在建设中
的广州南沙全民文化体
育综合体项目展露新
颜。该项目位于广东省
广州市南沙区，包含一
个 6万座甲级特大型综
合体育场、一个 2 万座
甲级特大型综合体育
馆、一个 4000 座甲级大
型游泳跳水馆、运动员
中心及相关配套服务设
施，建成后可以满足国
内顶级综合型赛事和国
际单项赛事的举办条
件，兼顾演出、展览等多
功能需求。图为南沙全
民文化体育综合体项目
施工现场。

刘  伟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