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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倡导激励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夫人、义工总领袖李林丽
婵说，她曾经听过一句话：“生活的意义不在获
得，而在给予。”疫情期间，香港义工积极参与防
疫和各种相关工作。疫情过后，他们继续为社区
提供各类型的支持和服务。义工的付出，不仅对
受助者具有特别意义，对整个社会也有深远影响。

在本次颁奖礼上，最年长的获奖者是90岁
的萧亚意。她从前在乡下种田，也不识字，从
未想过会成为义工。直到2018年，她从乡郊搬
到香港东涌，在社工的鼓励下，她开始尝试参
与义务工作，并接受义工训练。如今，做义工
已成为萧亚意生活的一部分，除了社区中心的
义工活动，她还经常自发帮助有需要的人，也
有长者主动联络她寻求协助。

萧亚意说，她希望以身作则启发他人，高
龄长者不一定是被服务人群，义工不限年龄，
活到 100 岁，也可以做义工。对于身体方面的
挑战，萧亚意坦言：“体力有时难以支撑长时间
活动，偶尔会感到辛苦。”但她同样坚信，只要有
合适的平台和项目，高龄长者也可以发挥所
长。身强体健的长者可以协助服务，身体较弱
者可以做一些后勤支援。“做义工很有意义，能帮
助别人，自己也快乐。”她说。

香港义工局2023年委托香港恒生大学市场
学系在当地进行“香港义务工作调查”，发现超过
九成受访者在过去 5 年内曾参与义务工作，有
三成多受访者表示希望未来有机会到粤港澳大
湾区及内地其他地方参与义务工作。受访者每
月平均投入义务工作的时长约为12.84小时，义

务工作的等值经济产出可达 2106 亿港元，占
2022年本地GDP的7.45%。

彭韵僖说，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得到香港
特区政府和社会的嘉许认同，有助于推动更多
人参与义务工作，她盼望本届“香港义工奖”能
进一步推动香港义务工作的发展。

青年踊跃参与

“此次得奖者来自社会各界，大家所展现的
善行善心值得肯定。香港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于
推动和鼓励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参与义务工
作。”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
宏正说。

香港青年协会去年分别派出10名及14名青
年义工前往杭州及上海，参与亚运会马术项目
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义务工作。为期10多
天的旅程中，青年义工们担任展品讲解、翻
译、引路等工作。他们纷纷表示，外出交流的
体验新颖，有助于开拓视野。

来自香港都会大学的包璇怡是杭州亚运会
义工之一，她负责在媒体区服务转播商，协助
翻译和接待等工作。她说，很高兴有机会近距
离接触不同新闻机构的采访工作，在这个过程
中，她学会了与不同人群沟通，结交了来自五
湖四海的朋友。

“能够参与国家级展会，提供义工服务，我
感到非常兴奋。”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进博会义
工蔡迪龙说，与世界各地青年面对面交流、通
过不同展区见识各地特色，都让他大开眼界。
谈到在香港的义工经历时，他说，做义工让自
己了解社会不同群体的需要，培养同理心，在

学业以外实现自我价值。接下来他会鼓励身边
朋友参与义工服务，助人自助。

传递向善力量

1998 年，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开展“义工运
动”，旨在通过鼓励市民参与不同类型的志愿服
务，建立互助互爱、活力充沛的城市，传递向
善力量。经过多年推广，义工文化在香港社会
越发普及，做义工已成为很多香港市民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

香港大大小小的慈善团体或非政府组织都
会招募义工，服务范围很多元，主要包括五大
类：一是动物福利，主要负责清洁笼舍、照顾
动物、活动推广等；二是长者服务，包括家居
维修、网页设计、文字翻译等；三是青年发
展，负责课外活动策划及协助、担任工作坊导
师、提供职业指导等；四是环境保护，包括环
保教育、分类回收、低碳生活方式推广等；五
是社区服务，包括项目策划、功课辅导、影片
剪辑、为弱势群体衣食住行提供支持等。

香港也有多个义工配对平台，为当地数百
家非营利机构、慈善团体招募及配对义工。义
工可根据服务范畴、擅长技能、服务所需时数
等一站式筛选、搜寻义工活动。

香港义工局是非营利慈善机构，经费主要
来自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公益金、香港赛马会慈
善信托基金以及各界捐助。义工局致力于承担枢
纽角色，为香港市民安排义务工作机会，并为需
要义工协助的机构招募合适人选。其下设有香港
义工团，有志于参与义务工作的个人或团体可登
记成为会员，年满6岁便可提出申请。

香港义工：志愿服务让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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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
事务局、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义
工局）合办的第二届“香港义工
奖”日前举行颁奖礼，共颁发超过
2.2万个奖项，较2022年增加近3
倍，充分反映香港社会各界对志
愿服务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香港义工局主席彭韵僖说，
希望借“香港义工奖”得奖者的故
事，鼓励并感染更多市民特别是
青年朋友、50岁或以上人群、首次
接触志愿服务的人士投入义工行
列，共建关爱共融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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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冰城”哈尔滨“热”了
起来，游客中不乏台湾同胞身影。近
日，多名到访哈尔滨的台湾女学生受
访时分享了自己这趟“冰雪奇缘”。

期末考试结束后，北京中医药大
学台生罗芷盈和大陆同学开启了哈尔
滨之旅，从北京乘卧铺火车一路向
北，第二天清晨走出车站，踏入了这
座“放眼望去都是雪”的城市。

“把照片发给台湾朋友后，他们
都说没见过这么白、这么美的雪。”
罗芷盈说，感觉置身于动画里的童
话城。

罗芷盈说，在哈尔滨的 4 天轻
松、愉悦。吃着冰棍从中央大街一

路走到松花江边，她加入当地小朋
友玩“仙女棒”烟花的行列，重拾儿
时快乐。

冰雪大世界是此行重头戏。零下
15 摄氏度的天气里，罗芷盈需要经
常活动筋骨暖身。欣赏冰雕和雪雕、
观看“哈冰秀”演出、坐摩天轮，白日
景象、夕阳余晖和绚丽夜景，她都没
错过。

行程中，罗芷盈接触了不少出租
车司机。得知她来自台湾，有司机师
傅说“台湾凤梨酥很好吃”，并将哈尔
滨的锅包肉推荐给她。“确实被口感酥
脆、酱汁美味的锅包肉征服了。”她品
尝后说。

在路边常看到供游客免费自取的
姜茶，罗芷盈直言，“老铁”们的热心
让她感到温暖，“这座城市散发着善
意，难怪大家都慕名而来。”

为拜访男友家人，台生陈安安也
在这个冬天来到哈尔滨。中央大街欧
式、仿欧式建筑鳞次栉比，萨克斯乐
声悠扬，短短3天，她便着迷于这里
东西交融的文艺气氛。

在男友陪伴下，陈安安感受着东
北人的热情、直爽和实在。她笑言：

“男友在认真带我适应这里，我也确
实喜欢上了他的家乡。”

索菲亚教堂、滨洲铁路桥、欧式建
筑、艺术雕塑、俄餐……台生刘畇萲用

胶片相机记录与父母的“冰城”行。
在寒冷的天气里，和家人一起

品尝铁锅炖，刘畇萲感叹“先人们
总是能找到最适合当地气候的料理
方式”。她对菜品份量之大印象深
刻：“3 个人点双人餐都没吃完，需
要打包带走。”

刘畇萲还通过社交平台分享了在
哈尔滨街头的有趣经历。逛街时，她
被一个摊位上配色鲜艳的帽子吸引，
每顶仅售5元人民币，均为亲切的摊
主奶奶亲手所织。本着“大人不做选
择”的“原则”，刘畇萲将各个款式收入
囊中，一口气买了6顶帽子。

来大陆读研究生的这一年间，刘
畇萲到过成都、青岛、深圳等多个城
市。爱好户外登山的她，日前还去川
西旅游。

刘畇萲说，小时候便在文学作品
中读过有关哈尔滨的故事，如今有了
亲身感受，对其走红并不意外，“这是
一个有底蕴的‘宝藏之城’”。

台湾女学生分享哈尔滨之旅——

感受“老铁”热情 爱上“宝藏之城”
刘玥晴 朱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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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月18日电（记者王
尧、陈然）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 17
日举行联欢晚会，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期望新闻界
在香港新阶段展现媒体新作为，与
特区政府并肩同行，让香港成为更
和谐、更团结、更幸福的共同家园。

李家超说，当今世界政经局势
复杂多变，西方一些政客、媒体为
了自身政治利益，不断针对香港编
造谎言、散播假象、抹黑香港，完
全违背事实。面对这些败德之徒，
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更应该团结起
来、主动起来、专业起来，把香港
的独特优势、国际化营商环境、迷
人的自然风光以及每一个真实的好
故事，向世界传播好，反制那些针
对香港的抹黑、攻击。

李家超说，要在社会广泛传扬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
精神，要把爱国情怀厚植民心，媒
体必然担当重要角色。同时，媒体

也是特区政府与市民的沟通桥梁，
新闻工作者的每篇报道，都有助于
特区政府更好掌握民意、洞察民心。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李大
宏表示，当前，香港正处于由治
及兴新阶段。在奋进新时代的征
程上，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将更进
一步团结香港传媒界，以香港之
所长贡献国家之所需，说好中国
故事和香港故事，助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

晚会现场还举行了“粤港澳大湾
区媒体联盟”启动仪式，香港新闻工
作者联会、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发起
成立联盟，并向三地新闻同行发出

“讲好湾区故事，汇聚建设力量”等4
点倡议。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于1996年
由香港新闻界一批爱国爱港人士发
起成立，是香港目前会员人数最
多、覆盖面最广的新闻业界团体。

李家超：

期望新闻界在新阶段展现新作为

本报澳门 1月 18 日电 （富子
梅、唐佳）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行
政公职局获悉，继面向居民提供民
生电子服务的“一户通”、面向商企
和社团提供商社电子服务的“商社
通”之后，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推出
助力政府内部管理的“公务通”电子
平台，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全流程电
子化，持续提高公共部门行政管理
效能。

“公务通”涵盖人事、公文及内
部管理等功能，减少各部门重复开
发建设和系统管理资源，实现行政
管理工具统一化及规范化。公务人
员登入“公务通”后，可即时查看出
勤纪录、电子粮单、以电子方式申

请年假或缺勤、超时工作、报读培
训课程、提交医生检查证明书、申
请出生及结婚津贴、办理公积金制度

“转换易”服务，以及跟进公文收发、
电子公函制作和公文流转等工作。

此外，退休公务人员及相关家
属也可随时随地使用各项退休基金
会的电子服务，包括公积金账户结
算申请、公积金制度资讯、退休及
抚恤制度定期金受领人线上资讯服
务等。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公务通”通
过统一门户、业务系统与数据资源
平台的建设，对特区政府的资源进
行综合平衡和优化管理，提高资源
使用效率，提升治理能力。

澳门推出“公务通”电子平台
助力数字政府建设

本报香港1月18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18日宣
布，将于3月25日至26日在西九文
化区举办“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
2024”，邀请与会者通过对话和讨
论，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体验香港
中西荟萃的多元文化氛围。

此次高峰论坛是首个由香港西
九文化区举办的大型国际文化峰会，
主题为“跨文化 越时代”，旨在促进
文化知识与前瞻思维的交流和碰撞。

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
主席唐英年表示，国家“十四五”规
划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
化艺术交流中心。此次高峰论坛体
现了西九文化区坚定不移地通过艺
术和文化促进各国和各地区之间建

立对话和伙伴关系的承诺，也向
全世界展示了香港蓬勃的文化艺
术氛围。

论坛开幕典礼暨座谈分享将于
3 月 25 日上午在戏曲中心举行，随
后 4 场专题讨论将分别于 25 日下午
及26日上午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和 M+博物馆举行。逾 1000 名来自
全球各地的与会者将围绕文化区及
博物馆未来发展的相关议题分享见
解。论坛同步安排直播，让全球观
众可在线上参与讨论。

论坛期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M+博物馆及西九文化区管理
局辖下的表演艺术处将与全球各地
20余间顶尖文化艺术机构签署合作
备忘录或合作协议。

新华社香港1月18日电（记者
郭辛） 中国邮政史上首枚数字邮
票——《甲辰年》数字邮票首发仪式
18日在香港数码港举行。

这枚数字邮票是中国邮政首枚
发行于公有区块链的数字加密邮
票，邮票图案以中国邮政 2024 年 1
月 5 日发行的《甲辰年》特种邮票图
案为原型设计。

本次活动共发布 5 款由不同实
物产品与《甲辰年》数字加密邮票组
成的组合套装，限量 10000 份。实物
部分为纸质的《甲辰年》生肖邮票小
全张，以及贺岁邮票金、纳福邮票金、

如意邮票金和祥瑞邮票金等 4 款足
金套装。其中，《甲辰年》生肖邮票小
全张由中国邮政、香港邮政、澳门邮
电共同发行；4 款足金套装采用《甲
辰年》邮票图样，在黄金实物上印刻

《甲辰年》数字邮票唯一区块链合约
地址。同时，该枚数字邮票为集邮爱
好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在区块链上铭
刻个性化信息，如签署收藏者的姓
名、生日或赠送寄语等。

这套数字邮票由中国邮政香港
有限公司和金玖银玖（香港）金融科
技有限公司及北京龙源传统文化交
流促进中心合作发行。

近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台创花博园内 40 余万株蝴蝶兰竞相绽
放，吸引众多市民、客商前来选购。该花博园引进培育台湾“拉菲”“安
娜”“幻影”等50多个优质蝴蝶兰花品种，销往全国各地市场。图为工人在
打理蝴蝶兰。 房德华摄 （人民视觉）

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将于3月举行

《甲辰年》数字邮票在香港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