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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九龙寨城、旧启德机场、楼房狭
缝间的飞机剪影……站在九龙城世运公
园的行车天桥底下，抬头望向天花板那
幅手绘壁画——“飞越龙城”，耳边似乎
又响起了飞机低飞掠过九龙寨城那震撼
人心的轰鸣声，让人不由驻足，陷入久
远的回忆……

为优化街道景观，提升社区居民休
闲环境，展现香港文化特色，2017 年起
至今，香港特区政府路政署结合各区的
历史文化，对近 300 条天桥、隧道进行
了主题美化，为它们披上各具特色、独
具匠心的“新装”，犹如“艺裳天桥”。

彰显设计主题

香港天水围有湿地公园和不少天然
绿化带，吸引了不同种类的雀鸟和候鸟
前来觅食，其中不少是濒危物种，与摩
天大楼林立、港人称为“石屎 （混凝
土） 森林”的闹市相比，颇具野趣特
色。而不远处的天水围天华路与天慈路
交界的行车天桥，就是那片闹市中的一
个钢筋水泥角落，原本单调乏味、平平
无奇。

主题为“捉迷藏”的美化项目巧妙
地把湿地、雀鸟觅食等元素画在天桥墙
壁和柱子上。多种珍稀雀鸟的特征，被
设计师们用简单的线条抽象地勾画了出
来。四季轮换、日夜变更的“色彩”，雀
鸟蹁跹的“身影”，让天桥焕然一新，富
有生趣。

穿梭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一幅幅呼
应本区域特色、富有当地风貌的主题壁
画不时映入眼帘，令路人放慢脚步。

路政署是负责保养维修天桥、隧
道、行人路和道路设施的特区政府部
门。为配合天桥和隧道的保养和翻新工
程，路政署选择一些人流较高、位置较
显眼的天桥或隧道进行美化，为墙身添
上图案或色彩。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
的设计主题，设计各具巧妙之处。

“香叶飘飘·鸭脷洲”“林荫漫步·马鞍
山”“向阳而生·葵青”“凤木连绵·铜锣湾”

“狮山风物·九龙塘”“紫荆映翠·屯门”“沧
海桑田·尖沙咀”……近 300 个主题美化
项目，让“石屎森林”活色生香，让人
流连忘返。

融入独特元素

路政署的园境师们是具体实施美化
的“城市美容师”。这在香港是一个历史
较短的专门行业，主要为室外空间提供
景观设计，营造舒适和充满艺术氛围的
室外环境。每一处天桥或隧道的美化设
计过程都颇费心思。园境师阮继增介
绍，首先要寻找到合适的天桥或隧道，
比如较多路人经过、较为显眼的位置；
其次要寻找到适合当区的设计主题；最
后，该处环境还要让市民放心欣赏，不
会影响交通安全。此后就是具体的工程
实施，也面临不少挑战。

园境师伍慧芝说，每次做设计，园
境师都要到现场感受环境，并留意有没
有一些独有的地区元素可以带入设计
里，令设计完成后可以融入当区。

比如，“飞越龙城”选址的时候，园
境师们就发现，世运公园恬静安全，三
条架空行车天桥跨园而过，完成美化后
市民可以在公园细心欣赏。

“飞越龙城”采取了手绘形式，材料选
择也花了不少心思。壁画特别选用了“仿

镜面”的墙纸贴纸物料，天空旁的楼宇图
案选用较厚、有凹凸感的物料，天桥支柱
则全部画上“寨城”这一香港曾独有的建
筑群。由于美化项目露天展示，选用的油
漆和物料也都有严格要求……

一个个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也是
不同单位通力合作的结果。

“天水围项目施工4个月，我们十几次
去施工现场。”伍慧芝说，如何把平面图案
绘在凹凸不平的混凝土坑纹墙身上，是天
水围“捉迷藏”这幅美化作品的设计困难之
一。为此，园境师们多次到现场考察，并与
工程承建商的画家们协调，包括微调图像
大小与位置，最后才达致最佳视觉效果。

随着美化工程的推进，社会评价越
来越高，各界积极性和参与度也不断提
升。美化工程正吸引不少艺术家们加
入，他们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城市记
住，留在市民们的记忆里。

营造舒适环境

抬头看到“飞越龙城”壁画，很多
人停下脚步。邹女士是世运公园环卫
工，也住在附近。“我是看着这幅壁画一

点点做起来的，足足3个月。”她说，这
幅壁画完美诠释了生活在该区市民的回
忆。有了壁画之后，公园环境更好，吸
引了很多人前来拍照。

在园境师眼里，如果项目位置有深
厚的人文历史积淀，他们会希望好好把
握这个难得的设计机遇，将历史场景重
新展现在市民眼前。

很多市民感叹，隧道和天桥本为便
利通行而设，之前鲜有人驻足。但经翻
新美化后，市民可以细品沿途风光，社
区也可变得独特，而且还有助于加强该
区居民的归属感。

伍慧芝很珍惜为天桥隧道“生色”
的机会。她说，环境因新设计变得光鲜
洁净，添加了不少生气。看到自己的工
作成功为大家提供了更愉快、舒适的环
境，深感努力没有白费。

从金钟一直到湾仔北，由香港市花
“洋紫荆”及常见的“木棉花”和“凤凰
木”组成的一幅幅壁画，好似各式各样
盛开的花朵在风中翩翩起舞，令行人经
过天桥时感受到地方营造的独特气氛。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孔维一、苏
万明）

香港特区政府路政署：

优化街道景观 展现文化特色

本报黄山电 （钟欣） 徽
味披萨、徽州主题桌游……
2023大江论坛·皖台青年三创
论坛系列活动近日在安徽省
黄山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
的青年围绕文创产品、高端
康养、农特产品深加工等六
大主题交流创意“金点子”。

“我期待能在黄山获得更
多舌尖灵感，将徽菜独特的
口味与披萨进行融合创新，
未来将黄山作为来大陆发展
的第一站。”来自台湾嘉义的
创业青年冯春严在台湾从事
餐饮行业，这是他第一次来
大陆，除了回浙江祭祖外，
还来安徽考察参观。“台湾同
胞一定要来大陆看看，才会
知道这边的好。”冯春严说，
大陆市场广阔，在文旅、餐
饮等服务业领域非常适合台
湾青年创业，希望能将更多
创意理念带到大陆。

谢雅卉来自台湾高雄，从
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她就在
广东一所高校当老师。在谈到
如何借力黄山文旅资源推动
乡村振兴时，谢雅卉认为，黄
山周边古村落聚落文化、历史
环境与社区文化特色优势明
显，可通过打造“黄山汇漫步
时光地图”串联文化景点。

“黄山有非常多热门旅游
景点，每个景点都有各自的品
牌独特性，通过漫步时光地图
整合文旅资源，形成一种集点
打卡概念，年轻人可能会觉得
更有意思。”谢雅卉说，两岸青
年可以围绕徽文化开展各类
文创设计，并互相学习借鉴。
谢雅卉希望更多两岸青年人
能到乡村去发展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为了保护非遗技艺，“登陆”30年来，台
湾皮具设计师林俊亿走遍大陆各地，掌握了
众多传统非遗技法。在林俊亿设计的包上，
徽文化元素与时尚单品巧妙融合，复古中国
风体现在每一个细节。

林俊亿表示，文创产品要将中华文化内
涵植入其中，持续传承下去。“我们希望将中
华传统文化推广到年轻人中去，让他们除了
看到之外，还能够用得上，结合新媒体传播
传统文化元素，吸引年轻人走上传承和发扬
传统文化的道路。”林俊亿说。

据安徽省台办统计，截至目前，安徽共
有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台湾工业园等各
类涉台园区 19 个，在安徽创业就业的台商、
台青3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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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旁，野花芬芳被烟草的味道侵
染；餐桌上，刺鼻的烟味悄然弥漫……
公共场所吸烟，会给不少人带来困扰
和不便。在澳门，这些由吸烟引发的
烦恼，正随着一套禁烟控烟“组合
拳”而“烟”消云散。

自澳门新控烟法于 2012 年实施以
来，特区政府严格执行各项控烟政策
和措施，保障非吸烟人士权益。澳门
特区政府卫生局日前发布消息称，截
至 9 月 30 日，澳门控烟执法人员今年
共巡查公共场所 22.5 万余间次，平均
每日巡查 800 多间次，共检控违法吸
烟、销售不符合标签规定的烟草制
品、违法销售电子烟等 2317 宗违规个
案，控烟执法力度持续增强。

根据澳门现行相关法律规定，除
机场及娱乐场所符合新标准设置且已
获许可的吸烟室外，澳门公共室内场
所全面禁止吸烟，公交站及出租车停
靠站 10 米范围内吸烟也属违法。违法
吸烟者如被查处，将面临最高 1500 澳
门元的罚款。如果有公共场所设立不
符合标准或未获许可的吸烟室，相关
场所将被检控并勒令关闭，最高可罚
款20万澳门元。

在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
的同时，澳门特区政府还通过举办讲
座、社区大型活动，向业界、团体和
广大市民宣传新控烟法内容，携手社
会各界推广无烟工作。今年“世界无
烟日”活动期间，特区政府卫生局在
全城多地设置了“烟害咨询站”，现场
为市民解答有关吸烟的危害，并为有
计划戒烟的人士提供健康咨询及戒烟
门诊服务。

有着 10 多年烟龄的澳门市民邝先
生表示，自己曾在家人劝说下多次尝
试戒烟，但都未能成功。“此次在咨询
站了解到长期吸烟对健康的影响，会
考虑接受医护人员建议，去戒烟门诊
咨询。”

严格执法、教育宣传、鼓励戒烟……
澳门多管齐下的控烟举措取得显著成
果。2022 年 《澳门人口烟草使用调
查》 结果显示，2011 年至 2022 年期
间，澳门卷烟使用率由 16.6%下降至
10.6%，相对下降幅度为 36.1%，已提
前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在 2025
年 烟 草 使 用 率 较 2010 年 相 对 下 降
30%”的目标。

“近年来，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
正给澳门的控烟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介
绍，最新的 《澳门青少年烟草使用调
查》 结果显示，澳门 13至 15岁学生的
电子烟使用率在过去几年间快速上
升，且已显著高于卷烟使用率。调查
还发现，有16.1%的学生误认为电子烟
对戒烟有帮助，显示学生缺乏电子烟
危害相关知识。

考虑到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对
公共卫生的危害，澳门特区政府去年
已通过修订控烟法例进一步加强对电
子烟的管制，自 2022 年 12 月 5 日起实

施，禁止制造、分销、销售、进口和
出口电子烟，以杜绝新型烟草制品在
澳门的流通。此外，特区政府还联合
学校共同推出了以电子烟危害为主题
的讲座及教材，鼓励青少年远离各类
新型烟草制品。

与此同时，澳门特区政府还与有
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共享控烟经
验。据了解，由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及澳门控烟联
盟等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暨香港澳
门地区烟害防治研讨会”定期举办。
活动邀请控烟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共同
交流、分享控烟经验及成果，并就控
烟政策、控烟措施、控烟目标等展开
研讨。

截至目前，研讨会及相关活动已
成功举办了 11 届，下一届将在澳门举
办。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表示，澳门
将为各地控烟工作者提供一个沟通交
流的平台，并以此为契机不断检视澳
门的控烟举措，充分借鉴其他地区经
验，努力推动澳门无烟环境的建设。

澳门：小城“无烟”才更美
本报记者 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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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两 岸 一
家亲·半屏山系列
交流活动日前在浙
江省温州市洞头区
举办。活动期间，
来 自 海 峡 两 岸 的
30 余名嘉宾来到
半屏山对台交流基
地、望海楼景区和
东海贝雕艺术博物
馆等地进行交流参
访，共寻融合发展
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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