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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澳门落实《澳门特别行政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五年规划（2021-2025
年）》（以下简称“二五”规划）和《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关键一年。

这一年，澳门特区政府稳健施政，保持
了社会大局稳定。特区政府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稳步推进澳门维护国家
安全法修改，深化落实“爱国者治澳”原
则；采取一系列措施稳经济、保就业、惠民
生，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随着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澳门正加
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厚植家国情怀

修改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是澳门特区落
实“爱国者治澳”原则，深入贯彻落实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法律实践。

2022 年 8月 22日至 10月 5日，特区政府
就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进行了为期45天的公
开咨询，并从收集到的 5937 份意见和建议
中，整理出111049条意见。按意见的立场分
类，同意意见占 93.37%，不同意意见仅为
0.40%。相关修改法案于 12 月 15 日经特区立
法会一般性讨论及表决通过。

“这次修法，为特区政府落实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防范和抵
御外部干涉，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
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澳门大学政治经济
学与公共政策教授盛力说，通过社会各界的
广泛积极参与，进一步凝聚了社会共识。

这一年，特区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增强
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新出版的宪法和基本法
辅助教材走进中小学课堂，通过文字、照片等
浅显易懂的形式，加强学生对宪法和基本法的
认识和理解，增强其懂法守法的自觉性。

2022年4月到5月，为期一个月的“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展”，累计吸引逾 5.8万人次到
场参观，同步开展的网络版展览浏览量逾
38 万次，均创历史新高。

根据特区“二五”规划，特区政府还持
续组织各职级公务人员参与有关维护国家安
全法的培训，让公务员对国家安全有更全面

的认知和更深入的理解。
社会民间团体则不断深化创新国情教育

在特区的推广形式：开展国情知识竞赛，历
史图片展和传统文化交流等走进社区、走进
校园，组织澳门学子赴内地游学交流等。

在持续开展宪法、澳门基本法、维护国
家安全法律的宣传教育的同时，特区政府采
取切实措施，发展壮大爱国爱澳力量，弘扬
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充分发挥爱国爱澳社团
的桥梁作用，广泛凝聚共建澳门的社会共
识，巩固爱国爱澳社会政治基础。

“这些活动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提
升了澳门同胞尤其是青少年对国情知识的认知
和了解，不断增强年轻一代对国家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澳门国情教育协会会长王海涛说。

“2022 年澳门的主要社团，包括大学、
中小学都自发组织收看收听二十大报告。还
结合澳门的实际和‘一国两制’实践，举行
了各种类型的座谈学习会。”澳门大学法学院
教授骆伟建说，这生动体现了澳门特区强大
牢固的爱国爱澳社会基础和政治氛围。

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本届政府首要
的施政任务，即使在疫情下也从未间断地积
极推进。”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在回顾
2022年工作时说。

2022年，在促进综合旅游休闲业复苏的
同时，澳门通过“旅游+”发展模式，加快
建设集美食、度假、观光、购物、娱乐、文
化、医疗、体育等元素为一体的综合旅游休
闲目的地，不断丰富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内涵。

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
贸和文化体育这四大新兴重点产业呈现持续
增长态势：

——成立药物监督管理局，执行 《中药
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完善大健康产品
制造、中医药制造及科技产品制造的工业准
照审批工作。

——完善债券市场发展基础，“中央证券
托管系统（CSD）”投入运作，自 2022 年 1 月起

为在澳门发行的债券编配及维护国际证券识
别码（ISIN）。出台《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及运
作指引》，为引进各类私募基金发展奠定基础。

——鼓励高等院校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
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加强产学研在线配
对，推出“企业产学研配对资助计划”。

——深化“以展招商”工作，全年促成
近百项活动在澳举行。举办澳门格兰披治大
赛车、澳门国际马拉松、澳门国际帆船赛、
WTT澳门冠军赛等大型体育活动，发挥“体
育+旅游”跨界融合的联动效应。

“坚持适度多元，着力发展不依赖于旅
客、特别是能够通过现代信息科技实现的新
兴产业，是特区应对疫情冲击，化危为机的
必然选择，较好支撑了澳门经济复苏。”澳门
城市大学副校长叶桂平说。

这一年，澳门特区政府稳妥处理了澳门
博彩法律修订和新一轮博彩经营权竞投；面
对疫情冲击，特区政府推出“百亿抗疫援助”、
水电费补贴、电子消费优惠计划、优化带津培
训计划等多项措施，致力纾民困、保就业、稳经
济。同时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鼓励银
行加大信贷投放及为中小企业调整还款计
划，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流转压力。

“澳门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变。”特

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表示，以创新
思维推动经济适度多元是澳门可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特区政府将坚持不懈地采取适度
多元发展策略，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深合区建设

2022 年，澳门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
特别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在中央
的关心支持下，特区政府与广东省共同努
力，围绕“一条主线”和产业发展、民生融
合、规则衔接等重点工作全面推进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各项建设。

“双15%”税收优惠政策及澳门居民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实施；建立“一地两
注、跨境通办”机制，实现内地和澳门投资
者足不出境完成商事 （业） 登记；“粤澳社保
一窗通”投入营运，粤澳职业技能“一试多
证”专项合作正式落地；取消横琴单牌车配
额总量限制；为符合条件的在澳外籍人士赴
深合区提供更加便利的签证政策……琴澳一
体化发展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此外，澳门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同等
享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等
政策落地实施。“湾区社保通”政策落地，澳
门居民可在粤参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等。

“这些便利化措施，将推动粤澳民生融合，
不仅为澳门居民创造了新的生活空间，也为澳
门产业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盛力说。

临近2022年尾，全面放开澳门私家车经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广东政策开始
接受申请。获核发牌证的澳门私家车经预约
后，最早可于2023年元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
公路口岸驶入广东。申请系统开放不到两分
钟，就有1100多名用户注册。

对于澳门青年企业家姚锦程来说，2022
年是在加速中度过。从偶然的机会打开防疫
机器人的销路，到发起琴澳创投圆桌论坛，
再到筹划粤澳和“一带一路”产业孵化器，
他的大湾区创业之路，收获满满。

“作为科创企业的经营者，我们能够清晰
感受到琴澳深度合作区的政策优势。”这是姚锦
程这一年最深刻的体会。他说：“有深合区的发
展红利，澳门和澳门人都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贺一诚在展望2023年发展时表示，特区
政府将牢牢把握国家发展机遇，利用好澳门
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坚定不移地加快促
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积极参与构建国家新
发展格局，务实推进深合区建设，在国家发
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发展。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刘刚、李寒芳、
王爱华）

以“情系祖地 福满两岸”
为主题的龙台客家青少年迎新联
谊晚会，2022 年 12 月 30 日晚在
福建省龙岩市和台湾苗栗共同举
行。晚会采取网络“云”播出

“云”互动的形式呈现给两岸客
家乡亲。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台
湾客家总商会名誉会长吴伯雄
在视频致辞中表示，通过两岸
客家文化的相互学习和交流，
共同担负起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的重任，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培育新生动能。

龙台两地客家文化同根同
源。主办方表示，本次晚会旨在
展示两岸各具特色的客家文化传
统和优秀文化成果，传达浓浓的
爱乡恋土之情，营造两岸客家欢

乐祥和的氛围，进一步传承两岸
客家文化，加强民间文化交流。

整场晚会以客家风情、客家
民俗、客家寻根作为创作主轴，
凸显两岸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和
高度融合。整场晚会分三个篇章
进行，层层递进。情境歌表演

《守望家园》、朗诵与小合唱《老
爷爷在台湾》激发两岸观众的情
感共鸣以及客家游子的血脉认
同；诵读与武术表演《少年中国
说》、少儿舞蹈《芷溪花灯》、汉
剧与木偶书法 《两岸一家亲》、
歌舞 《爱我中华》《相亲相爱》
等节目既凸显龙岩客家祖地特
色，彰显闽西大地丰富多彩的风
土人情，又弘扬客家文化，尊崇
传统文化，展现龙台客家一家亲
的美好情缘。

而台湾分会场的 《本草纲
目》《苗栗山水好风光》《客勤客
俭茶乡情》等节目，也让大陆客
家乡亲感受到了浓浓的台湾客家
风情。

该晚会执行导演谢旺兴表
示，通过这台晚会，让更多的
青少年通过文艺表演的形式来
传承、传播客家文化，拉近了
两岸青少年之间的学习交流。

“芷溪花灯在客家祖地有着
悠久的历史，也是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芷溪花灯》
指导老师曹熠柠表示，希望这个
舞蹈能让海峡两岸的青少年对
客家传统文化产生认同感，让优
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

（据中新网龙岩2022年12
月31日电）

“情系祖地 福满两岸”

福建龙岩举办龙台客家青少年迎新联谊晚会
罗 萍 修 凯 丘圣华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稳中求进稳中求进
——2022年澳门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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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群群南飞越冬的候鸟落脚浙江省龙港市滨海湿地，黑腰滨鹬、黑脸琵鹭、黑尾塍鹬、斑尾塍鹬等国家珍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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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1月1日电（记
者谢妞） 2022 年 12 月 31 日晚，
香港地标维多利亚港变身舞台，
上演集文化艺术、体育、创意动
画与烟火、光影效果等不同元素
于一身的多媒体汇演，与香港市
民共同迎接2023年到来。

活动在香港本地鼓乐团“激
鼓”的表演中拉开帷幕。多次荣
获世界冠军的香港花式跳绳会、
香港钢琴家牛牛 （张胜量） 相继
献上表演。

香港市民王先生表示，每
年来维港看烟花跨年已经成为
全家迎接新年不可缺少的“仪
式”。谈及新年愿望，王先生说
希望全家人身体健康，香港越
来越好。

临近零点，位于湾仔的会展
中心玻璃墙变身时钟，与市民一
同辞旧迎新。“五、四、三、二、一，
新年快乐！”伴随着跨年一秒的到
来，屏幕上显示出“2023”的字
样。踏入新年的一刻，市民们纷
纷与身旁的至亲好友互道祝福，
现场欢呼声此起彼落。

历时十分钟的“幻彩咏香

江”加强版烟火光影汇演随即
上演，港岛十幢沿岸建筑的楼
顶绽放绚丽烟火，配以激光及
舞动射灯效果，火光随音乐起
舞绽放，加上披上色彩缤纷灯
带的天星小轮，伴随音乐同步舞
动整个海港。

香港市民张小姐和朋友一起
到现场观看烟火，她表示自己每

年都会到维港欣赏烟火。她说：
“今天非常开心，看到烟火让我
感觉 2023 年又是全新的开始，
希望烟火可以带给我好运。”

活动主办方香港旅游发展
局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向
社会传递温暖和正能量，展示
香港源源的活力，以更好的面
貌迎接新年。

香港绽放绚丽烟火迎接新年

1月1日，香港维多利亚港上演“幻彩咏香江”加强版烟火
光影汇演，迎接2023年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黄埔情——两岸“同扬文化·喜迎新春”书画联展暨送春联活动举行

庆元旦、贺新年活动
近日在中建二局二公司江
苏南京葛塘G23项目的施
工一线火热举办，城市建
设者与农民工友欢聚一
堂，通过写福字、包饺子
等庆祝方式，共同迎接
2023年的到来。

陈博林摄

本报北京1月1日电（记者张盼）2022
年12月30日，由黄埔军校同学会、北京至高
美术馆与台湾史记文化出版社、台湾振兴
中华民族暨文化经济促进协会共同举办的
黄埔情——两岸“同扬文化·喜迎新春”书
画联展暨送春联活动同时在北京、台北、高
雄举行，并以视频连线方式进行互动交流。

中华海外联谊会、民革中央、海峡两岸
关系协会、全国台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等有关方面负
责人，两岸及港澳知名书画家，台湾退役将

军，以及学者、书画爱好者等近300人参加
了现场活动。大陆知名书画家创作200幅
作品赠送台北、高雄送春联活动现场。两岸
同胞以“同扬文化·喜迎新春”为主题进行
书画创作，写春联、送“福”字，共迎新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郑建
邦在视频致辞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数千年来一直滋养着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自强自立、繁衍壮大，
已深深融进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血液里、
情怀中，必将在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也必将为两岸同胞同尊共护。此次
书画联展活动得到两岸同胞广泛响应和
积极参与，希望两岸同胞继续探索喜闻
乐见的形式，加大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力度。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台湾海
基会前董事长林中森等分别出席台北、
高雄现场开幕式并致辞，大家表示要共
同珍惜和弘扬祖先创造传承下来的中华
文化，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在民族复兴进
程中凝心聚力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