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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丰富活动

今年以来，香港盛事活动不断。“香港·全球
人才高峰会”“香港流行文化节”“2024全球繁荣
峰会”“国际医疗健康周”……盛事活动“一浪接
一浪”，涵盖文化艺术及创意、体育、会展、金融
经济及创科等不同领域。通过一系列综合性盛
事的举办，香港不仅向世界展示出国际大都会的
独特魅力，而且成功汇聚国际企业、人才和资金，
为整体经济注入多元的发展动力。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共有约1462万
人次旅客访港、同比增加 1倍，香港 GDP首季增
长2.7%，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今年首季总计协助
150 家海外公司在港发展，较去年同期增加
46%。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
各项盛事活动不仅为市民和旅客带来欢乐气氛，
也有助于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城市地位。特区
政府已预留 1 亿港元加强未来 3 年盛事宣传工
作，争取更多盛事在港举办。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公布 2024 年下半年香
港盛事年表，全年盛事加码至超过 210 项，增幅
超过四成，包括42项会议及展览盛事、25项文化
艺术及创意盛事、15 项体育盛事等，为香港“盛
事之都”的旺火再添一把“新柴”。

“这相当于香港每两天就至少有一项盛事举
办。丰富且具吸引力的活动会产生协同效应，让
旅客留港时间更长、消费更多。”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李家超透露，全年盛事预计吸引约170万人次
旅客参与，为香港带来约72亿港元的消费额。

优化游客体验

如何让盛事活动实现“长尾效应”，从“引客
来”到“留客在”？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
游局局长杨润雄认为，一方面要充分发掘香港
本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多元旅游产品，另一
方面要弘扬热情好客的精神，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把香港“最佳旅游目的地”的金字招牌擦得
更加光亮。

“香港旅游业界正在策划更有‘香港味道’的
深度旅游产品，希望游客到香港不仅可以体验美
食、购物，打卡主题公园，更能每时每刻收获惊
喜。”香港旅游业议会名誉顾问黄进达说。

日前，内地新增 8 个城市可为符合条件人
员签发往来港澳“个人旅游签注”，包括山西太
原、内蒙古呼和浩特、黑龙江哈尔滨、西藏拉
萨、甘肃兰州、青海西宁、宁夏银川、新疆乌鲁
木齐。“增加‘个人游’城市可增进内地与香港
居民的交流，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李家超介
绍，为迎接这些新旅客，特区政府已做好一连
串安排，包括派发优惠券，邀请旅游业界代表
和内地媒体到香港，介绍特色和最新旅游产品
资讯等。

记者了解到，香港旅游发展局近期将联合内
地社交平台、香港旅游业界、航空公司等，推出涵
盖机票、住宿、景点、交通、购物、餐饮等的特色旅
游产品和优惠措施，并与业界携手推广香港盛事
活动、文化艺术、郊野自然等多元化体验，以此助
力香港本地经济增长。

激发经济动能

伴随着盛事活动“多点开花”，香港在各领域
取得了多项新进展，发展势头蓬勃向上。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香港今年首季 GDP 同比上升 2.7%。随后，多家
外资投行上调香港今年GDP增长预测。标准普
尔在5月发表对香港经济的最新评估中，维持香
港评级展望为稳定，主要依据是香港经济将持续
稳步复苏、物业市场企稳，未来 3 年左右公共财
政将趋向平衡。

“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部分
来自访港旅游。”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表示，特区政府大力推动“盛事经济”，除了带
来更多人流、增添热闹气氛，也直接为市道带来
实际效益。

香港旅游发展局预计，2024年访港旅客人次
可达 4600 万，同比增加 35%。“按一般估算，每
150万名旅客访港，就可为香港带来约0.1个百分
点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所以 4600 万名旅客对
香港经济有很大提振作用。”李家超说。

为办好盛事活动，香港积极完善各项硬
件和软件配套。香港最大型的体育基建项目
启德体育园将在今年底落成，该项目设有 5 万
座席的主场馆和一座容纳 1 万人的体育馆。
杨润雄表示，特区政府将寻找和安排未来两
年的活动和表演项目，力求充分利用这个大
型设施，“既推动文体旅发展，更为香港带来
经济效益”。

香港：“盛事之都”活力持续迸发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卡通粽子、龙舟竞渡、祝福图案……6月
10日，以端午节庆为主题的无人机表演亮
相香港湾仔海滨，市民和游客纷纷举起手机
拍照，定格精彩瞬间。“人很多，氛围很热闹，
好像空气中都弥漫着兴奋的感觉。”从深圳
来观看表演的姜女士告诉记者。

在尖沙咀星光大道，多个消暑美食档人
潮涌动，国际潮流IP推出全新端午主题打卡
热点……今年端午假期，香港以丰富多彩的
活动迎接各地旅客，旅游市场活力迸发，持
续展现“盛事之都”的魅力。接连不断的盛
事也带动了香港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
业发展，为业界带来人流和新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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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6月 9日电 （记者
孟佳）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
务署策划的首届“中华文化节”之“多
彩华艺”嘉年华 9 日在香港沙田举
行，系列活动吸引约13500人次到场
参与。

嘉年华以舞龙舞狮表演揭开序
幕。多个香港和内地的优秀艺团带
来一连串舞蹈、鼓乐和魔术表演。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
游局局长杨润雄在启动仪式上致
辞时表示，期望通过举办“中华文
化节”，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和多元特色，并借此带动旅游及相
关行业发展。

嘉年华还设有 8 个文化摊位及
工作坊，涵盖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技

艺，包括书法、剪纸、广彩制作、香港
中式长衫制作和粤剧头饰制作，并设
有龙舟及粽子折纸和端午节香包制
作摊位，吸引市民参与。

杨润雄表示，希望嘉年华活动能
拉近文化艺术与大众生活的距离，提
升市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兴趣和共鸣，从而增强市民的文化自
豪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化节”由特区政府文化
体育及旅游局呈献、特区政府康文
署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策划，于 6
月至 9 月期间举办，通过一系列不
同形式的表演艺术项目和延伸活
动，让广大市民和旅客感受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

本报珠海6月10日电（记者贺
林平） 近日，一名澳门居民携带澳门
特区政府卫生局送外诊治介绍函以
及澳门当地医疗机构出具的 CT 影
像源文件，成功转诊至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国际医疗中
心胸外科门诊，并获得了广医一院国
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广州呼吸健康
研究院院长、著名胸外科专家何建行
教授的诊治。

在这次转诊过程中，该患者的澳
门 CT 放射影像检查结果获得了广
医一院横琴医院的跨境互认；结束诊
疗后，他还可凭相关就医资料返回澳
门，享受当地医疗福利待遇。

这背后，是广医一院横琴医院在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指
导下，成功实施了一系列便利澳门居
民在琴澳两地享受医疗服务的新模

式，包括澳门居民跨境转诊机制、医
学影像结果互认等，打破了澳门居民
跨境转诊的数字壁垒，为琴澳医疗融
合发展迈出关键一步。

目前，澳门居民在澳门当地部分
医疗机构进行的 DR、CT、MR 等放
射影像类检查结果，只需在广医一院
横琴医院就诊时带上相应格式的文
件，即可通过广医一院横琴医院国际
医疗中心影像云平台（由国家呼吸医
学中心专家团队联合人工智能对肺
结节进行全方位判断和建议的线上
平台）上传检查影像资料，接诊医生
可直接调阅患者放射影像资料，辅助
诊疗。跨境医学影像结果互认将有
效解决澳门居民过往跨境重复检查
的问题，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减轻
澳门居民就医负担，帮助患者实现早
诊断、早治疗。

新华社广州6月10日电（记者
王浩明）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10日发
布统计数据显示，8 日至 10 日（截至
13时），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的旅客
超过 22.7 万人次，车辆超过 4.2 万辆
次，均创口岸开通以来端午假期历史
新高。

据介绍，截至10日13时，今年端
午假期经珠海公路口岸出入的港澳
单牌车超 2.7万辆次，占口岸小客车
总量的 70.5%，占比创历史新高；口
岸通行的港澳旅客超过16.4万人次，
较 2023 年端午假期增长 153%。其
中，香港居民累计超 12.5 万人次，占
客流总量的 54.7%，成为口岸通行量
最高的群体。

“‘港车北上’和‘澳车北上’政策
的深入实施，加上珠江口西岸持续丰

富的消费场景和不断壮大的高质量
供给，为港澳居民提供了更便捷、更
多元的选择。”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站
长陈发球说。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港珠澳
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旅客达
1130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6%；港澳
单牌车数量超过 265.2 万辆次，月均
增长超过10%。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保障假日期间出入境的旅
客、车辆安全有序顺畅通行，该站不
断完善边检查验环节，有效提升口岸
边检通关效率。同时，与港澳出入境
管理部门密切联系沟通，科学预测出
入境客流信息，提前加开、开足、开满
查验通道，进一步优化出入境旅客通
行体验。

由台盟安徽省总支部委员会组织的两岸同胞联谊活动近日走进安徽省
六安市九仙尊石斛文博园，台胞们现场参观石斛生产线，了解石斛加工制作
技艺，观赏各类色彩艳丽的石斛花，品尝石斛花茶。六安市地处大别山北麓，
其金寨县、霍山县及相邻县区被誉为“西山药库”。

图为台胞在观赏石斛。 储玮玮摄（中新社发）

取两片清香粽叶，翻折成漏斗状，
将油亮的糯米填入其中，再放入吸饱
酱汁的香菇、蛋黄、花生，以及大块卤
肉，包紧后用细绳一捆……仅二三十
秒，一颗个大料足的道地台湾传统肉
粽，便出现在王玉铃的手中。

端午节之际，记者走进新北深坑
老街，只见古香古色的街道两侧，现蒸
现卖的肉粽泛起阵阵香气，买粽子的
长队蜿蜒开去。王玉铃所在的“丽芬
肉粽”始于 1911 年，百余年的传统口
味到她手中已是第四代。

宝岛食粽，有咸甜之分，亦有南北
之争。王玉铃一边忙着包粽子一边介
绍说，台湾的北部粽，米像“油饭”一样
多经油拌炒，肉也先经卤制，包入粽叶
后再蒸熟；南部粽则是生米生肉包制

后水煮。“其实台湾粽和闽南的口味比
较像，毕竟文化都是大陆过来的嘛。”

店门外，从台北专程前来的孙先
生各买了5颗南北肉粽。他说：“端午
节一定要一家人一起吃粽子，口味倒
是次要的，关键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习
俗不能丢。”

在台湾，说到粽子，不得不提到台
北南门市场的老字号商铺。“南园”“上
海合兴糕团店”“立家湖州粽”……各
家店铺前的排队人潮爆满；湖州粽、客
家碱粽、广式裹蒸粽……来自大江南
北的各式粽子，是老饕的解馋必吃，令
人一见垂涎。

“半个多世纪，我们坚持传承道地
江浙口味，家乡口味一直没变。”“南
园”食品店店员钟小姐告诉记者，湖州

粽源自浙江，造型呈长条形，也有“枕
头粽”之称，目前店里销量最好的是

“湖州鲜肉粽”“湖州豆沙粽”等老式粽
子口味。

年近七旬的台北市民张先生是这
家店的老主顾。“小时候端午节吃粽子
都是家里长辈亲手做的，现在年纪越
大，就越怀念这传统的味道，既是粽子
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张先生说。

端午节前一个月，走在台北街头
便已能嗅到端午的气息，步入各大超
商或是街边点心饼铺，会发现各式粽
子早已摆上货架。

细心留意，风格各异的新式粽子
可谓别出心裁：加入鲍鱼、蚝干等高
端食材的“佛跳墙粽”，以榴莲、巧克
力 、咖 啡 冰 激 凌 为 内 馅 的“Q 弹 冰

粽”，用绿豆、薏仁、紫米替换糯米的
“养生粽”……

倘若吃腻了“古早味”，也总有一
款新式粽子适合岛内民众。保留传统
的同时，与时俱进的粽子让传统节日
添了几分新意，也更能抓住年轻人的
味蕾。

台北故宫博物院近日应景推出新
展“院藏清代历史文书珍品——端阳时
节”，展出故宫精选的端午相关文物，以

“夏日传说”“重五故事”“收藏端阳”“天
中同乐”“鲲岛端午”五大主题，揭秘端
午节和屈原的传说起源，带领民众探索
传统岁时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

清代台湾人怎么过端午节？台
湾知府余文仪于乾隆年间主修的《台
湾府志》在《岁时》篇中记述：五月五
日当天，民众于清晨燃稻梗一束、门
楣间插上艾叶菖蒲，“彼此以西瓜、肉
粽相馈遗”。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王承昊、
章利新）

琴 澳 医 疗 融 合 迈 出 关 键 步 伐
跨境转诊合作 影像结果互认

香港举行首届“中华文化节”之“多彩华艺”嘉年华

港珠澳大桥端午假期出入境客流车流创新高

端 午 粽 香 沁 宝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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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近日在辖下多个公共图书馆举办“细味金庸小说”
书籍展览活动，吸引市民阅读金庸的经典武侠小说，感受家国情怀。图为市
民参与金庸小说书籍展览活动。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