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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着力推进民生领域合作，加
快医疗、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的对接，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随着港澳居民各项市民待遇的
全面落实，在大湾区发展中有了更强的归属感和满满的获
得感。一幅三地居民其乐融融，共享幸福生活的画卷徐徐
展开。

粤港澳合作办学加快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加
快建设；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正式成立，临床医
学首届本科新生入学。广东省高校继续面向港澳扩大招生
规模，鼓励港澳高校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高校进行学生互
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截至目前，广东省共有43
所高校具备招收港澳本科生资格，16所高校具备招收港澳
研究生资格，就读的港澳学生超过1万人。积极推动粤港
澳大中小学教育交流合作，支持粤港澳高校联盟及其下设
专业联盟建设，依托“万人计划”每年资助2500余名港
澳高校师生到广东省访问、实习，广东省与港澳中小学校
缔结姊妹学校突破1100对。

港澳青年在内地就业创业的支持政策更加完善。早在
2018年9月，广深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开通“一地两检”后，
香港青年章诗清便来到广州越秀创业生活。“一直很喜欢广
州这座城市，这里和香港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相近。”去年她
抓住机会，获得2021年青蓝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名，“大
湾区是一个广阔的舞台，更是一个宜居宜业的好地方。”

为吸引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广东省
全面取消港澳居民在内地就业许可审批。截至目前，在粤
纳入就业登记管理的港澳居民超过8.51万人。

港澳居民在内地养老和参加社会保险也更加便利。“横
琴医院候诊时间比在澳门就诊更短，不超过半小时，且预
约、挂号、缴费全程电子化，使用社保卡，十分方便。”在横琴
生活和工作的澳门人张健美到横琴医院就诊时说。

随着横琴“澳门新街坊”综合民生项目有序推进，港
澳居民在横琴不仅可以购买当地社保，享受和本地居民同
等的报销待遇；还能借由跨区域执业的港澳医疗机构，继
续求诊自己熟悉的医生。

“横琴现有公立医疗机构4家，另有23家社会办医疗
机构，并已有2家澳门医疗机构在横琴落地，全区各类医
疗卫生技术人员475名，其中港澳医师66名。”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代理副局长冯方丹表示，下一步将
通过立法，让澳门医疗人员通过简单备案在横琴执业。

目前，港澳籍灵活就业人员可凭居住证在广东参加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湾区社保通”网上服务专区于
2021年12月正式上线运行，港澳居民在粤参保实现“就
近办”“随时办”“掌上办”“跨境办”。截至 2021 年底，

港澳居民在广东省参保 27.92 万人次，比 2020 年底增长
37.7%。目前在粤由港澳服务者兴办的养老服务机构共7家，
收住港澳地区老年人900余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积极落
实“长者医疗券”和“在粤患者复诊特别援助计划”，为疫情
期间滞留在粤的3.1万香港居民提供持续服务。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在大湾区生活工
作的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大湾区的
民生成绩单更加亮眼：获评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
区，入选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名单。健康深圳建设取得新
进展，新增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2 个、省高水平医院 2 家、
三甲医院7家。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获批建
设，入选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取
得显著成效，实现全域消除黑臭水体，单位GDP能耗降
至全国平均水平的1/3，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在世界夜景卫星图上，从广州到深圳再延伸至香港、
澳门，璀璨的灯光已连成一片。民生融通，人文交流，粤
港澳大湾区正焕发出更强大活力。

据新华社武汉电（记
者喻珮）傍晚时分的武汉
黄鹤楼景区流光溢彩、轻
歌曼舞。“舞动精彩·情暖
两岸——广场舞交流活
动”日前通过视频连线方
式在湖北武汉和台湾苗栗
同步举行，200余名两地
民间广场舞者、舞蹈专
家、社区民众及武汉台胞
代表参加活动。

“云”上广场舞交流
活动在歌舞 《这里是湖
北》中拉开序幕。两地多
支民间广场舞队轮番上台
献演。苗栗会场演出了

《苗栗山水好风光》《泥水
妹》及手势舞等；武汉会
场上演了 《中国大武汉》

《洪湖岸边是我家》 和
《外婆的澎湖湾》。最后，
两地共舞《我们都是一家
人》《相亲相爱》。

湖北省台办主任程良
胜说，近两年，湖北与苗
栗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举办了 10 多场涉及
文化、经贸、基层等领域
的交流活动。广场舞是两
岸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
动，期待两地乡亲在舞技
交流中舞出精彩、舞出健
康、舞出快乐。

武汉市与苗栗县之间
的城市交流已有 16 年，
交流领域不断拓展，经贸
合作日益紧密。苗栗县县
长徐耀昌在视频连线中
说：“虽然这次广场舞交
流是通过视讯方式传达，
但大家热情依旧。两岸本
是血脉相连、同根同源，
期盼两地持续强化城市交
流的力道，共促两岸和平
稳定发展。”

本次活动由湖北省海
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主办，
武汉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
会承办。活动还邀请多名
在武汉的台胞讲述汉台文
化交流故事，并穿插城市
形象展示、方言歌曲学
唱、特色美食竞猜等互动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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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加快形成优质生活圈
本报记者 洪秋婷

澳门退休公务员黎伯去年搬到

珠海横琴，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生活，

“沿着花海长廊晨跑，心情很舒畅。”

为了便利两地居民生活，小横

琴社区开设了横琴综合服务中心，

并直接引入澳门社工机构、专业人

员、服务项目和理念，为社区居民提

供创业、就业、旅游、养老等专业化

服务。眼下，社区里像黎伯这样从澳

门搬来的常住居民已超过2200人。

一根竹竿，三代人的传承，“升”起
传承70多年的竹升面。在拥挤繁忙的澳
门内港码头，一条名叫仁慕巷的巷陌中
隐藏着“六记粥面”。滚水沸腾，烟火缭
绕，师傅正将俗称“玉液银丝”的竹升
面抖落下锅。

竹升面是广东的传统小吃，“玉液”指
的是色泽黄灿的面团，以鸡蛋鸭蛋和碱混
合和面，中途绝不加一滴水，“银丝”则是
面条细幼嫩滑的形状。制作这一美食时，
人们以竹竿一落一升的姿态为其命名，又
含有“步步高升”的好兆头。

如同澳门许多小店一样，六记粥面
也是楼下店铺、楼上制作间的模式。逼
仄的楼梯拐角处，挂满了12个同样大小
的奖牌——上面书写着“米芝莲 （米其
林） 美食指南推介”，年份从 2011 年到
2022 年。在这座融汇了世界各地美食的
城市里，六记脱颖而出并将这份殊荣保
持了12年。

六记粥面的第三代传承人李文龙
说，蝉联 12 年米其林是对六记的肯定，
但六记更在乎的，是来自食客的认可。

一晃一颠，李文龙坐在三丈长的大
竹竿一段，现场演绎制面。在一上一下
游刃有余的弹跳中，竹竿不断碾压面
团，面粉粒子相互黏合紧扣。看似轻松
实则是一项体力活，李文龙要和面团这
样“跷跷板”近一个钟头，经过万次的
反复碾压，方能印出通透薄软的面皮。

李文龙介绍说，为什么要采取“竹
升”这样费力的方式，是因为竹升能够
将碱粉面化开，同时加压密度，使面更
爽滑弹韧有口感。

竹升面的下面过程也有讲究。师傅将
面放在漏勺里快速用长筷子打散面团，紧
接着迅速将面捞起过冷河，最后又放回滚
水中回焯。在这三道冷热交替的关卡中，
造就了竹升面进一步的爽脆弹牙。佐之以
似腥实鲜的虾子和特制豉油，芬馥浓郁的
味道成为许多人的心头好。

1945年，“六记粥面”创始人李六在
澳门沙梨头一带开设“六记”大排档，
后面传给了儿子李明佳，如今到了孙辈

李文龙的手中。
一间70 多年的铺头，怎样可以延续

下去？李文龙表示，唯一的方法就是让
古老的食物迎合现代人的口味，并且不
断推陈出新。口碑食品米通鲮鱼球就是
六记的发明，在鲮鱼“鱼滑”中加入虾
米、腊肉、陈皮，揉成球状，然后沾上
碎米粉入锅油炸，沾上特制的蚬仔酱，
外脆内嫩。

六记的另一个招牌菜——水蟹粥得
益于其邻近码头这一得天独厚的“地
利”。李文龙说，澳门地处咸淡水交界之
处，其中生存的鱼虾蟹特别鲜美。将水
蟹现宰杀后下锅，精华全部溶于粥里，
鲜红的蟹壳配上雪白的米粥、嫩绿的葱
花，色泽诱人、粥绵蟹香。

如今，“六记粥面”不仅是许多澳门
人的心头好，也是内地游客推荐的澳门

“必吃榜”。
“澳门回归祖国后，很多内地同胞过

来尝试我们的食品，广东的同胞更容易
接受竹升面，回归祖国之后我们的生意
好了八成。”李文龙回忆说，疫情之前六
记门口经常排起长龙，到凌晨一两点钟
依然是人声鼎沸。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表示，竹升面技
艺易学难精，需较大体力，其传承亟待扶
持。现今仅有数家面馆仍在制作竹升面，
趋于式微。2020 年，文化局将竹升面制作
技艺列为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

李文龙表示，疫情之后，生意受了
很大影响。但作为一个竹升面师傅，要
更加做好竹升面，将其传承下去。

“我爷爷以前做这一行都是为家庭，
为生活，到我这一代，不只是为生计，
就是想保住我爸爸、我爷爷七十几年的
名声，不想到我这一代就失传了。”李文
龙说。

在澳门科技大学就读的两名内地学
生专程从氹仔赶来吃面，他们按照美食
网站的推荐一一点餐。“我是第二次来吃
了，还蛮喜欢这种口感的。”一名姓陈的
学生说。

黄昏时分，这家澳门人心目中的
“深夜食堂”刚刚开门，老饕们早已占据
了这座小店的位置。一份爽口弹牙的竹
升面，一碗鲜甜稠密的水蟹粥，足以温
暖肠胃，慰藉一天。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李寒芳、刘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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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广东珠海横琴的澳门青年创业谷。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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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于6
月至10月开展“花悦满城”计划，分阶段在全港各区共51个主要公园及
地点进行园景美化工作，包括设置色彩缤纷的花海、花墙、主题园圃、
迷宫花园等。

▲ 香港中西区海滨长廊（中环段）设置的“魅力都会”垂直花墙。
▼ 香港市民在观赏中西区海滨长廊（中环段）设置的“姹紫嫣红耀

香港”花海。
（香港中通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