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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旱逢甘霖

作为内地首个重新开放的出境游目的
地，澳门旅游市场在8月底前经历了一段最

“淡”的时光。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数字显
示，受疫情冲击，澳门入境旅客自春节起持
续下跌，第一季度入境旅客人次同比下跌
68.9%，第二季度入境人次更是同比大幅下
跌99.0%。澳门知名景点大三巴牌坊、议事
亭前地、旅游塔、金莲花广场等地，都暂别
从前的熙熙攘攘，突然“安静”了下来。

入境旅客的大幅减少，对以旅游业为
龙头产业的澳门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据澳门
大学发布的“2020年澳门宏观经济预测”，
澳 门 今 年 本 地 生 产 总 值 或 出 现 -55.7%
至-59.1%的大幅下滑，而政府收入将缩减
到713亿至929亿澳门元。推动旅游业尽快
复苏成为澳门大多数人的热切期盼。

所幸很快，经过几个月科学严格防
控，内地和澳门疫情趋于稳定，内地居民
赴澳个人游重新启动。8月12日起，内地
恢复办理珠海市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8
月 26 日起，恢复办理广东省居民赴澳门
旅游签注；9月23日起，恢复办理广东外
其他省份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内地游客
的到来，让澳门旅游市场逐步回暖。赴澳
门旅游签注放开后，飞猪平台上澳门相关
搜索立即猛涨570%，有的内地游客在社交

网站上写道：“加油澳门，我们来撑你了！”
内地游客带来的“活水”，令澳门大

小商家如同久旱逢甘霖。记者从澳门特区
新闻局网站了解到，澳门 10 月入境旅客
环比增加29.6%，10月1日至8日中秋国庆
长假中，访澳总旅客逾15.6万人次，其中
内地游客占 93.1%。整个第三季度，入境
旅客较第二季度增加了14.1倍。

推出新产品

文绮华说，目前赴澳门游客从最低潮
时的每日200人左右陆续恢复至每日2万至
2.5万人，是疫情前的1/5左右，酒店入住
率也从不到10%回升到30%至40%。“当前
澳门经济是‘大病初愈’，需要多些‘营
养’，重启内地居民赴澳个人游对促进澳门
经济复苏是一剂强心针。”澳门特区立法会
议员、经济学会理事长柳智毅如是说。

为了促进旅游市场复苏，特区政府有
关部门和旅游业者近期合作推出了一系列

“畅游澳门嘉年华”活动，包括格兰披治
大赛车、美食节、国际马拉松比赛、世界
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比赛等。体育盛事
和节庆活动的举办，对推动澳门旅游业回
暖、提振经济产生了积极明显效果。“在
格兰披治大赛车举办期间，每天来澳门的
游客达到将近 3 万人，拉动了住宿、餐
饮、零售、航空消费。”澳门特区政府社

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举例说。
“同时，我们通过市场创新，发掘新的

旅游产品，推动旅游业复苏。”文绮华介
绍，今年以来，澳门旅游局和飞猪组织
了多场内容化的活动，包含澳门塔蹦极
直播、旅游达人澳门攻略赛等。

6 月底，文绮华还作为嘉宾登陆飞猪
直播，向广大游客介绍澳门好玩之处，为
澳门旅游加油打气。她还透露，由于直飞
澳门的航班减少，为开拓更多的旅客，澳
门与周边机场做了很多对接工作。澳门航
空除了在飞猪平台上线机票买一送一的活
动，还将推出买机票送上门核酸检测的活
动，让旅客觉得来澳门不麻烦。

除此之外，澳门会展行业的复苏也拉
动了入境旅客提增。近两个月来，澳门国
际贸易投资展览会、澳门国际旅游 （产
业） 博览会等8场会展、论坛活动在澳门
成功举行，充分证明了澳门在防疫常态化
之下组织大型活动的能力。

澳门等你来

截至12月24日，澳门已连续270天没
有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并保持零
社区感染和零医护人员感染。“澳门当前已
进入常态化防疫阶段，是一个安全、宜
游、健康的城市，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内地
游客，推动旅游和经济复苏。”近日，欧阳

瑜在接受中央媒体联合采访时如是表示。
当前，澳门坚守“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原则和宗旨，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
施，公共交通司机、餐饮酒店业员工定期
进行核酸检测筛查，市民旅客进入公共场
所必须佩戴口罩，出示澳康码、测量体温
等。为防止疫情反弹，澳门准备了很多应
急预案，如熔断机制、方舱医院、分区分
级防控等。此外，内地专家团队给澳门提
供了很多指导意见，将内地的防控标准带
到澳门，帮助澳门有效地做好防控工作。

“必须严格做好全面的抗疫防疫措施，包括
各大口岸、交通工具、景观园区及酒店等公
共场所的检测和管理，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保证旅客放心、居民安心。”柳智毅说。

欧阳瑜坦言，要找到疫情防控和经济
复苏的平衡点并不容易。只有在执行严格防
疫措施的前提下，才有条件推动经济和旅游
发展，对此澳门很有信心。澳门特区政府
正在广泛利用各种渠道，包括线上的社交
媒体推介、线下的实地宣传推广活动等，
向内地居民传递旅游信息，宣传澳门疫情
防控的成果，恢复内地游客来澳的信心。

“目前，最要紧的是，要让内地居民知道澳
门是一个安全宜游的地方。”欧阳瑜说。

“现在澳门进入了一年之中最适合旅
游的季节，衷心希望内地的朋友们来到澳
门，体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世界美食之
都的魅力。”文绮华说。

尝 山 西 面 食 、 喝 老 陈 醋 饮
料、看戏曲表演——近日在台北
举行的“三晋文化·宝岛共赏”山
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线上展演活动
上，台湾观众从视觉、味觉、听
觉多角度体验了山西的丰富人文
风味，增进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认同。

本 次 活 动 由 中 华 文 化 联 谊
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山
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台湾中华
翰维文化推广协会共同举办。台
北现场展示了漆器和布艺等山西
特有的手工艺品及特色小吃，还
特别编排了以山西民间手工布偶

“黎侯虎”为主题的戏曲演出。

旅游回暖 澳门街头热闹重现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回顾澳门旅游市场过去近1年
来的表现，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
长文绮华形容“像过山车一样”。

“今年刚开始的时候，市场表现和
往年相仿。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全球，对以旅游业为龙头产业的
澳门影响很大。”文绮华说，幸而
澳门社会各界紧密团结，使得澳门
疫情很早便得到有效控制。“现在
业界形势仍然比较艰难，但自从8
月底恢复内地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
以来，大家已经看到了曙光。”

在澳门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的
共同努力下，访澳旅客数量逐渐回
升，一度冷清的街道市面再次繁忙
起来，不少店面已经正常营业，旅
游产业正走在复苏回暖的路上。

2009年的一天，一群人聚集在
香港观塘玛丽诺书院里一棵树龄70
多年的南洋杉前，一遍又一遍地喊
着“反对砍树”的口号。树艺师李
国文被人围住，根本无法靠近那棵
树，他是当天负责砍树的人。

“树艺师最不想做的事就是砍
树。”李国文说，那棵南洋杉根部
受损严重，流淌出像胶水一样黏稠
的树液，随时会倒塌，危及行人安
全，学校才决定移除。但树艺师更
多时候是给树看病，他们也被称为

“树医生”。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数
据显示，香港注册树艺师有1000多
人，有超过100万棵树需要管理。

为树木“望闻问切”

长期在户外工作，李国文的皮
肤黝黑，但饱满的精神状态丝毫没
有显示出他已经63岁了。李国文曾
是香港市政局的公务员，有着多年
的树木管理工作经验。2007年，他
成为国际树木学会注册树艺师，开
始扎根香港树艺行业。

“树艺师的工作并不轻松，经常
日晒雨淋，树上还有蛇虫鼠蚁。但当
你认真投入就会发现其中的趣味。”
李国文说，给树看病也要会“望闻问
切”，观察树干、树皮、树叶，闻闻
树的气味。有的树叶子卷曲发枯，树
液比正常的少，可能遇到了病虫害。

一名合格的树艺师，至少要认
识两三百种树木。只有足够了解树
木品种，才能知道哪些树木坚韧、
哪些树木柔弱而容易感染真菌。

“树其实跟人一样，也有脾气和
性格。”李国文说，春天是树木最活
泼的季节，到了冬天，很多树木落
叶后变得光秃秃的，更适合修剪。
敲击树干时，年轻健康的树声音浑

厚，老树、病树的声音则软弱无力。

协调人与树的关系

除了给树看病，树艺师还要协调
人和树的关系。有人投诉树木根部挤
爆了水泥路，有树艺师到现场检查后
发现并不是树木的问题。有工程要挖
路，树艺师要施工人员保证不会伤害
到路上的树。公路两边种树，树艺师
建议选择树冠窄、树身高的树，以方
便来往车辆通行。行人路种树，树冠
不能太低，否则行人路过会撞到头。

不过在李国文看来，人和树的
关系应该是亲密的。香港最初并没
有统一的种树标准，不少树木种植
得过于密集，树木竞争生长后，因
为空间不够而变得很细，不健康。

“香港树木管理已经有了改善，但
仍需重视这些问题。”他说。

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过去，香港没有统一的树艺师
注册制度。不少树艺师证书由国外
树木学会颁发，这些学会要求申请
者有树木管理工作经验。拿到证书

后还要积累数年工作经验，才能
“持证上岗”，给树看病。

2010年，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
成立树木管理办事处，专门统筹协
调各个部门的树木管理工作。但树
木管理办事处只能发挥“协调”作
用，没有被赋权规管树木管理工
作。政府各个部门对树木护养的安
排仍有不足之处，在树木管理的分
工上也存在分歧。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了树
艺及园艺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鼓励
学生修读树艺课程，同时为树艺行业
建立一套行业标准，也为将来引入树
木管理人员注册制度做准备。除了香
港树木学会，香港职业训练局、香港
浸会大学等机构和院校也都开办了树
艺相关课程，旨在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参加我课程的学员大概有一半会
加入树艺行业。”如今，李国文的身上
有了更多标签：香港树木学会课程导
师，雇员再培训局树艺课程导师，树
艺及园艺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委员。

“美丽！”这是李国文常用的形
容词。树艺师的幸福，就在于引导
人们发现树的美丽吧。

（据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树医生”李国文：

治愈树，被树治愈
新华社记者 洪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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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何磊静） 由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江
苏省人民政府主办，江
苏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
办公室等承办的第十九
届中国苏州电子信息博
览 会 （ 简 称 “ 电 博
会 ”） 日 前 在 苏 州 举
行，吸引来自电子智能
制造、5G 通信技术等
领域的 280 家两岸企业
参与。

此次电博会以“5G
赋能 智创未来”为主
题，展览面积达1.8万平
方米，包括电子智能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应
用、基础创新等展区，全
面展示5G、大数据、区
块链、车联网等领域的最
新产品和成果。

苏州市政府副秘书
长陈春明介绍，本届电
博会民企、台企总参展
面积占比分别为 59%、
38%。台资企业对本届
电博会表现出浓厚参展
意愿，总参展面积同比
翻番，其中志圣工业、
均豪精密、汉钟精机等
知名台资企业携最新产
品亮相展会。

苏州市台办副主任
沈蓉表示，苏州是大陆
台企投资最活跃、聚集
最密集的地方之一。截
至目前，苏州累计批准
台 资 企 业 超 1.2 万 家 ，
实际使用台资达 332 亿
美元。

电博会期间还将举办系列论坛和
研讨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融合发展”主论坛上，全国台企联
常务副会长、威盛集团副总裁徐涛在
演讲时表示，5G 技术是发展“新基
建”非常关键的一环，有望成为未来
经济提升的加速器，是从制造大国迈
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技术。

苏州市市长李亚平表示，苏州电
子信息产业规模正不断壮大，去年全
市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达 1.01 万亿元，
今年增长约 4.1%，其中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产值占新兴产业比重达16.1%。

电博会作为大陆规模最大、层次
最高的IT专业展会之一，自2002年创
办以来累计有约 6000 家两岸企业、90
万人次参展，为促进电子信息产业技
术创新、成果转化和转型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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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山西民间手工布偶“黎侯虎”。
右图：台北现场传统手工艺品展区。
下图：演员为现场观众带来传统戏曲表演。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