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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夜，香港霓虹闪烁，维多利亚港两岸
灯火辉煌、人头攒动。临近零点，香港会展中心
外墙的巨型时钟开始倒数，绚烂烟花伴着奏鸣曲
绽放夜空，观众们互道祝福，共迎新年到来。

2023年，香港特区政府与业界携手，围绕
“你好，香港”及“香港夜缤纷”等主题推广计划推
出了一系列文旅盛事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来港
观光，全年访港旅客超过3000万人次。

冬日巡礼精彩纷呈

伴着 2024 年的新年钟声，“新年新传奇”跨
年烟花音乐汇演活动在维多利亚港举办，历时
12分钟，是香港近年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

“跨年倒数”烟花音乐汇演。5 艘趸船同时燃放
以四季为调的烟花，横跨中环至铜锣湾一带，
带市民和游客走过春夏秋冬。“手机开广角镜头
都拍不下整个画面，最盛大的烟火给2024年最
圆满的祝福！”北京游客董女士在社交媒体上这
样写道。

去年12月以来，一系列热闹的节庆活动在
香港陆续推出，丰富着游客的冬日旅游体验。
作为“香港缤纷冬日巡礼”的重头戏，“冬日维港
水上烟火”一连3个周末举办，游客在欣赏绚丽
烟花的同时，还可以参加维港之畔的娱乐活
动，享受区域内餐厅、咖啡厅、美食车提供的
特别优惠，尽享美景佳肴。

除了烟火表演，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的冬
季嘉年华活动近日也重归中环海滨。嘉年华带
来了一系列游戏设施和互动装置，并安排街头
表演、美食摊位等，让游客们在香港标志性的
冬日嘉年华与亲朋好友一同重温梦幻之旅，共
享欢乐时光。

据了解，从现在至农历新年期间，香港计
划举办多项盛事活动，包括农历新年烟花和花
车巡游等。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
长杨润雄表示，特区政府将继续与业界合作，
推出更多有香港特色的活动，以富有趣味性、
吸引力和创新性的方案吸引旅客。

夜经济掀起新风潮

搭敞篷巴士，穿梭于中环林立的高楼之
间；逛庙街夜市，品尝各式港味美食小吃；看
文艺演出，感受香港中外文化融合的魅力……
如今，夜游香港受到越来越多旅客的青睐，全港
各大夜间旅游、消费场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为促进夜经济发展，香港特区政府于去年
9 月启动“香港夜缤纷”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已
推出超过 25 个项目，包括即将亮相的年宵市

场、新春国际汇演之夜等，涵盖娱乐、艺术、
文化、消费等主题。另有超过80个商场延长营
业时间并推出优惠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消费。

为响应“香港夜缤纷”活动，香港旅游发展
局与商户合作推出的全新庙街夜市近日正式开
锣，约百米的街道上设置了22个特色美食摊位
及约10个怀旧小食流动摊档，并设置了具有庙
街元素的发光打卡艺术装置、特色路标及投影
装饰等。此外，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油麻地天
后庙也延长开放时间，为市民和游客夜游庙街
添加更多文化色彩。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旅客愿意留
在香港过夜。‘香港夜缤纷’活动开展以来，酒店
入住率已经超过八成，有时接近九成，已经和
疫情前相近。”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表
示，夜经济促进了消费活力，为香港注入了发
展新动能。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前10个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
时估计同比上升17.2%，保持持续增长态势。此
外，2023年三季度香港住宿服务业和膳食服务
业的业务收益指数同比均有大幅上升。

“一程多站”体验升级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推进，香港与
内地旅游业界近年来积极开展合作，推出了一
系列大湾区“一程多站”旅游产品，为广大游客
带来了文旅新体验。

近日，备受瞩目的港珠澳大桥旅游项目开
启试运营。游客可从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参团出发，近距离游览“风帆”造型的九洲桥、

“中国结”造型的青州桥，还有机会偶遇有“海上
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白海豚，全方位感受港珠澳
大桥这项超级工程的震撼。

过去一年，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港澳
客车数量大幅增长。据统计，2023年经大桥口
岸进出境客车超 268 万辆次，与 2019 年相比增
长 2.45 倍，其中港澳单牌车近 140 万辆次，占
比超过50%。有香港旅游业者表示，目前多家旅
行社正积极开发“港珠澳大桥+香港”的旅游套
餐线路，期待吸引更多内地游客经港珠澳大桥游
览香港，感受香港中外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除了“大桥游”，位于香港与深圳交界处的沙
头角中英街景区也迎来新机遇。今年 1月 1日，
香港特区政府第二期“沙头角开放计划”开始实
施，首阶段每天开放700个团队游名额和300个
个人游名额，市民和游客在网上申请获批后可
进入除中英街外的整个沙头角游览。“我们还会
与深圳市政府共同研究香港沙头角和深圳沙头
角发展文化旅游区的可行性，包括研究让两地
旅客更便利进出旅游区的安排。”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李家超说。

香港旅游发展局副总干事叶贞德表示，香
港将继续推动与内地城市“一程多站”式旅游服
务和产品的开发，充分发挥“背靠祖国，面向世
界，立足湾区”的优势，将香港以及粤港澳大湾
区旅游资源、产品推介给更多中外游客。

文旅活动丰富 旅游产品升级

香港旅游“玩”出新花样
本报记者 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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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你好！在北大经历了最难
得的一次跨年！”1 月 1 日凌晨，北京
大学历史学系台湾交换生李育宁在社
交平台分享了与同学在未名湖畔跨年
的感受。当晚气温约零下 6 摄氏度，
照片中的李育宁戴着毛茸茸的帽子和
防寒口罩，露出一双笑弯的眼睛。

对李育宁来说，近半年的交换生
活中，在内蒙古参加冰上龙舟赛是最
新奇的体验：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冰面
上，“里里外外穿了5层”，最终取得了
第四名的好成绩。在台湾读书时，她
曾加入帆船社团，比较两项运动，她
认为龙舟更注重配合和默契，“每位选
手都能从中感受到‘向心力’”。

“到大陆亲身体验，才知道这边
的生活是什么样。”李育宁说，在北京
的求学经历让她成长不少，眼界更开

阔，“毕业后到大陆工作的打算越来越
清晰。”对历史文化古迹着迷，她盼望
新的一年到河南安阳殷墟、甘肃敦煌
莫高窟和辽宁沈阳故宫“打卡”。

2023 年最后一天，北京大学中
文系台湾交换生谢茵来到密云的桃源
仙谷景区。在雪地上穿梭，看沿途秀
美景色，到冰瀑前合影，她向山谷喊
出新年愿望：“希望我认识的人都能开
心顺遂、健康平安。”

“真心觉得幸运，几个月内见到
许多未曾看过的景色，也遇到许多有
趣的事。”在谢茵眼中，大陆是色彩鲜
明的。夏天在圆明园赏荷花，翠绿的
水面点缀着几处红色；秋天校园里是
漫天金黄的银杏；雪霁的冬日则是蓝
色的。

不同于常年温和湿润的宝岛，谢

茵在北京感受到明显的四季更替。不
久前的一场大雪最令她惊喜。雪下得
最大的那天，她清晨6点多起床赶去
故宫博物院，在开放参观的第一时间

“冲”进去，直到暮色袭来才结束游
览，“完全不舍得离开”。交换生时光还
剩 10 多天，农历新春也将来临，谢
茵在回程的行李箱中装了天津麻花、
北京糕点，还有逛胡同时制作的“兔
儿爷”，是送给家人的新年礼物。

谢茵说，这段经历是“跳脱舒适
圈”的体验。无论大陆学生还是在大
陆求学的台湾学生，同龄人身上都洋
溢着蓬勃气息，学业竞争确实激烈，
大家都希望做到最好，开拓未来的更
大可能。

33 岁的柯博晟来自台湾政治大
学，在北京大学当交换生，他常在课

堂上发现从前没学过的历史和不了解
的资讯，认为对于研究和写作都有启
发。在影视剧行业深耕多年，他认
为 ， 如 今 许 多 大 陆 电 视 剧 制 作 精
良，题材有趣，无论是展现时代变
化还是讲述人生故事，都能带给两
岸年轻人思考。

“就像一场游戏，我化身其中的
角色，开启一段特别的‘闯关’。即使
是平常的一天也感到充实。”北京师范
大学的台湾交换生杨弋萱认为，交换
期间不一定要去很多地方旅行，认真
过好日常生活也很重要。她加入学校
的书法社团，向大陆同学请教篆刻；
常常练习乒乓球，成功学会了难度较
高的弧圈球。

在这位心理学专业的女孩眼中，
大陆是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假期赴
浙江支教，杨弋萱带当地乡村学校的
小朋友学习舞蹈。相处短暂，分别却
充满不舍，“孩子们追着问我下次什么
时候再来”。如今，交换生活也进入尾
声，她与大陆朋友约定互寄明信片，
暑假到彼此家乡游玩，期待能够常常
见面。

台湾交换生的新年心愿：

访古迹 祈平安 常相见
朱 贺 刘玥晴

元旦假期，澳
门新年气息浓厚，
美食美景丰富多
彩，吸引各地游客
来澳感受节日气
氛 。图 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游客
在澳门大三巴牌
坊前游览。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本报北京1月 1日电 （记者汪
灵犀） 针对蔡英文新年讲话，国台办
发言人陈斌华 1 月 1 日答记者问表
示，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顽固坚
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一个中
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制造贩卖“两
国论”，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肆
意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粗暴阻挠
限制两岸交流合作，不断推高台海形
势紧张动荡。所谓“蔡英文路线”就是

“台独”路线、对抗路线、害台路线，是
导致台湾兵凶战危、民众利益受损、
危及地区稳定的最大乱源。

有记者问：2024 年 1 月 1 日，蔡
英文发表任内最后一次新年讲话，历
数 8 年来改革成效、经济发展、两岸
关系及强化所谓“国防”等方面“施
政成绩”。两岸关系方面自称“不挑
衅、不屈服”，期盼两岸尽速恢复健康
有序的交流，以“和平、对等、民主、对

话”寻求两岸之间长期稳定的和平共
存之道，等等。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
斌华作上述回应。

他指出，蔡英文嘴上说“维持现
状”、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实则加紧

“以武谋独”“倚外谋独”，推行“去中
国化”，大搞“文化台独”“脱钩断链”，
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给台海和
平稳定带来巨大危害。

陈斌华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
水火不容，与台湾同胞利益福祉背道
而驰。延续“蔡英文路线”，走谋“独”
挑衅的邪路，走两岸对抗的老路，只
会让台湾离和平、繁荣越来越远，离
战争、衰退越来越近。希望广大台湾
同胞认清民进党路线、政策的极端危
害性、破坏性，坚决反对“台独”，在何
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作出正确选择，推
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轨，维护
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国台办：

冀广大台胞认清民进党路线危害性破坏性
国台办：

冀广大台胞认清民进党路线危害性破坏性

本报香港1月 1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民间首个爱国主义教育展
厅 1 日在香港新田正式开幕，旨在
提供一个了解和学习爱国历史的平
台，以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展示香
港的爱国实践，提升社会凝聚力和
香港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感。

该展厅由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
协会和英杰博物馆联合策划，设立
在爱国民族英雄文天祥后人的聚居
地，通过 200 余件珍贵历史文献资
料、照片和实物等展品展示香港百
年来的爱国实践，以期在香港各个
群体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
局局长杨润雄出席开幕仪式并致辞
表示，爱国主义教育展厅回应了国
家对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期盼，对
宣扬爱国情怀发挥了正面作用。香
港特区政府也将设立一所介绍国家
成就和发展的专馆，推动爱国教育。

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会会
长尚海龙表示，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生效实施首日，爱
国主义教育展厅在当日启动，希望以
此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在港发展。

该展厅内第一期展览为期两
年，免费对市民团体开放。

香港民间首个爱国主义教育展厅开幕

本报厦门电（徐林） 以“两岸一
家亲共筑三农梦——厦种强芯筑梦
未来”为主题的海峡两岸种业博览会
近日在厦门举办。

此 次 博 览 会 展 览 面 积 共 150
亩，含露地种植区和大棚种植区，
参加企业 300 余家，集中展示来自
全国各地的4300余个蔬菜品种，结
合田间观摩、现场品鉴和科普互动
等方式，全方位呈现蔬菜品种最新
育种动态、创新成果，搭建蔬菜优

良品种交流、展示、交易平台。
博览会开幕式上签订 9 个合作

项目，涵盖现代化农业产业示范园建
设、种子种苗繁育、校企合作、品种嫁
接、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展会同期
还举办了中国蔬菜种业创新与发展
论坛、种子种苗产业高峰论坛等多场
重量级论坛会议及配套活动。

本届博览会由厦门市翔安区人
民政府、厦门市农业农村局、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联合主办。

海峡两岸种业博览会在厦门举办

新华社福州1月 1日电 （记者
许雪毅） 午夜的魔法棒敲响，大卖
场的蔬果精灵们苏醒了，开始了一
场奇异的探险……2023 年 12 月 31
日晚，台湾猫头鹰儿童实验剧团带
来妙趣横生的亲子剧《蔬果狂想曲》，
为首届闽台（平潭）儿童戏剧嘉年华
画上圆满句号。

首届闽台（平潭）儿童戏剧嘉年
华以“一路‘童’行 欢‘剧’岚岛”为主
题，于 12 月 29 日在平潭国际演艺中
心拉开帷幕。演出内容包括福建人民
艺术剧院带来的原创音乐儿童剧《小
萤火虫跟宝宝一样……》、晋江市掌
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带来的《大
名府》《聪明的笨人》《小刺猬斗毒蛇》
等节目，还有台湾猫头鹰儿童实验剧
团带来的亲子剧《蔬果狂想曲》。

台湾猫头鹰儿童实验剧团团长
苏友萱告诉记者，剧团来自台湾屏
东，近些年来致力于推广优质的儿
童剧。成员约有20位，固定班底是
8位，都是有着多年经历的“故事妈
妈”，除了演员身份之外，还是设计
师、兽医、家庭主妇等。

“本来我们在台湾已有工作安
排，听说有闽台儿童戏剧嘉年华，
我们特意赶过来参加。”苏友萱说，
以前自己在大陆旅游过，这是第一
次带剧团来福建参演。

第一次来平潭，苏友萱为平潭
国际演艺中心的建设和现场观众的
热情点赞。“闽台同文同种，大家都
很重视亲子艺术体验，交流起来很
愉快。”她说。

首届闽台（平潭）儿童戏剧嘉年
华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平潭综
合实验区管委会指导，平潭综合
实 验 区 旅 游 与 文 化 体 育 局 主 办 ，
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平潭综合实
验区旅游文化服务中心承办。主办
方希望积极践行“两岸一家亲”理
念，探索海峡两岸文化融合发展新
路，以儿童戏剧共同发展为纽带，
为两岸艺术团体和少年儿童搭建文
化交流桥梁。

“我们期许有一就有二，闽台儿
童剧交流可以持续下去。”苏友萱
说，两岸都要努力为孩子们创造梦
想，给他们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搭建两岸文化交流桥梁

首届闽台（平潭）儿童戏剧嘉年华登场

1月 1日，“2024香港龙狮节”活动在港举行，中国传统舞龙舞狮队的
技艺展示和体验区的各式舞龙舞狮装备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体验，拍照
打卡。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