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香港新冠肺炎感染病

例激增，已经出现社区感染和死亡

个案，疫情防控任务艰巨。与此同

时，有人散布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

“动态清零”防控策略无效论，鼓噪

实施“与病毒共存”的“躺平”策略。

这种论调罔顾客观事实，漠视市民

生命健康，对疫情防控有百害而无

一利。

“动态清零”是因应疫情的突发

情况动态跟进，对病患及早发现、快

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追求

的最终目标是病例清零，而不是“零

感染”。感染病例的增多恰恰说明

了实施“动态清零”策略的必要性。

两年来，香港累计暴发了 5 波疫情，

前 4 次都在“动态清零”策略下得到

了有效控制。“动态清零”保障了香

港市民的生命健康，也稳定了香港

的营商环境。

本轮香港疫情中，大部分病例

感染奥密克戎病毒。专家指出，奥

密克戎病毒具有较大杀伤力，不宜

形容为“大号的流感”。变异病毒

的传播性、感染率、重症率都比流

感严重。奥密克戎感染病例的死

亡率远高于流感，患者即使在康复

后仍可能出现多种、长期的生理心

理症状。

若实施“与病毒共存”的“躺平”

策 略 ，将 给 香 港 带 来 不 可 承 受 之

重。香港人口密度高，60 岁以上老

人达 203 万人，迄今还有 100 多万名

市民未接种第一针疫苗。一旦选择

“与病毒共存”，病毒必然以更快速

度扩散。数据显示，欧美国家大约

有 20%的民众感染新冠病毒，死亡

人数占人口 0.2%左右。按此比例

推算，如果香港任由疫情恶化，那么

将产生 150 万病例，海量病例将导

致医疗系统直接崩溃。

疫情是对市民科学素养的检验。应对措施越是科

学高效，疫情越是平稳可控，公民才能享受更多的自由

权利。如果动辄以“隐私权”为名拒绝活动踪迹采集，以

“人权”“自由”为名抵制隔离安排，那么疫情扑灭遥遥

无期，损害的是全体香港市民的生命健康，自由权利也

就无从谈起。对于香港管治团队而言，疫情也是一次大

考。在选委会选举、立法会选举中比政纲、比能力、比奉

献的胜选者已经开始履职，重组后的特区政府各部门也

已经就位，现在正是展现为民服务本领的时候。

疫情之下，香港市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祖国永远

是 香 港 的 坚 强 后 盾 。 中 央

已经对香港疫情表达关切，

内 地 检 测 人 员 陆 续 到 港 支

援，国务院港澳办协调广东

省 保 障 对 港 物 资 供 应 。 香

港的当务之急是坚定信心，

更 精 准 实 施“ 动 态 清 零 ”防

控 ，加 大 民 生 项 目 拨 款 ，保

障市民生活和社会秩序，统

筹 好 疫 情 防 控 和 经 济 社 会

发展。

香港防疫决不可

﹃
躺平

﹄

图图①① 22 月月 22 日日，，澳门特区举办澳门特区举办““龙腾舞跃贺新春龙腾舞跃贺新春””活动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观赏吸引了不少市民观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张金加摄摄

图图②② 22 月月 33 日日，，澳门特区举办澳门特区举办““福虎生威转乾坤福虎生威转乾坤””20222022 农历新年花车汇演农历新年花车汇演。。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张金加摄摄

图图③③ 虎年新春虎年新春，，香港利东街节日气氛浓厚香港利东街节日气氛浓厚。。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钢钢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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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一11 港澳台

壬寅新春壬寅新春，，

神 州 大 地 充 盈神 州 大 地 充 盈

着 年 味着 年 味 。。 疫 情疫 情

之下之下，，内地与港内地与港

澳 台 同 胞 交 流澳 台 同 胞 交 流

受到影响受到影响，，但是网络拜年但是网络拜年、、视频视频

问候成为新时尚问候成为新时尚，，流淌着浓浓的流淌着浓浓的

温情和暖流温情和暖流。。

农历小年，96 岁的大陆新闻

学教授方汉奇先生与 98 岁的台

湾新闻学教授李瞻先生，在云端

互致祝福，细数半生友谊。视频

一经发出，立即引爆网端，成为

热搜话题——“穿越海峡的新春祝福”。

两岸一家，三地联动。从学界耆宿到青

年学生，从八旬老兵到明星艺人⋯⋯港澳台

各界人士纷纷在云端遥寄相思、共贺新春。

一声声问候，一句句祝福，冲破疫情，跨

越山海，在这个春节传递着同胞情谊。

一条视频激起的思念

“士毅兄你好，快过年了，祝你和全家新

年快乐，我们有多年不见了，但是一直想念

着你。”视频里，方汉奇先生精神奕奕、情真

意切，向相识数十载、身在台湾的好友李瞻

先生致以新年祝福。

方汉奇对李瞻介绍：“我们每天吃的是

你们家乡寿光的菜。在生活上，在乡土的感

情上，都是密不可分的。”这则由微博网友

“润泽无声”于 1 月 25 日发布的短视频，一经

发出，即被刷屏。

4 天后，李瞻委托女儿李世宁隔海回拜，

并相约百岁聚首。在视频中，李世宁代表父

亲向方汉奇表示感谢，称“家父看了非常感

动”，“后来又陆陆续续看到很多的留言及祝

福，让我们倍感温馨”。

“汉奇兄，我们相识超过七十载，历经战

乱 颠 沛 流 离 ，得 以 再 次 重 逢 ，真 是 何 其 有

幸。如今我俩已过珍寿之年，回想我们在两

岸致力于新闻教育，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

深感欣慰。”李瞻在回复中表示。

这则跨越海峡的学界佳话，迅速破圈，

触动了不少“95 后”“00 后”的心。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学院 2018 级本科生陶心怡在网上

刷到这则视频，立刻转给了亲友。“突然被一

段拜年视频、一个熟悉身影所吸引打动，一

句句真情回忆，一字字真切祝福。虽身处两

岸，但情谊永存，方汉奇先生和李瞻先生的

世纪友谊令人动容。”陶心怡说。

穿越海峡的祝福

“白老师，您好。好久没有见到您了，

我很想念您。”1 月 26 日，昆曲演员俞玖林

发 布 一 则 短 视 频 ，向 台 湾 作 家 白 先 勇 拜

年。二人因青春版曲目《牡丹亭》结缘，至

今已有 18 年情谊。几天后，白先勇隔空回

拜，并提出期望：“希望把昆曲艺术——我

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像你们老师那样传

承下去。”

1 月 27 日，87 岁的台湾老兵高秉涵，在

云端对定居厦门的弟弟高秉涛表达牵挂。

“老兵有个口头禅，就是活着已做游子，死后

不做游魂。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他期盼疫

情早日过去，与弟弟同回山东菏泽老家。

“一生流转”、最终定居天津的 98 岁老人

叶嘉莹，于 1 月 28 日通过视频，向“所有经历

过的各地方的朋友，包括国内的、海外的，特

别是台湾的我教过多年书的所有朋友们”，

致以新春祝福。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

陆在那头。”1 月 30 日，余光中半生挚友、台

湾诗人方明，在“云端”深情朗诵了余光中的

《乡愁》，寄托对大陆友人的思念。

2 月 1 日，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台湾学子

苏雍竣，用闽南话给家人拍了一段“新春家

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今年因为在北京

当冬奥会志愿者，无法回家过年，请原谅”。

2020 年，苏雍竣来到大陆读书，最初因疫情

肆虐，家人颇为担心。“时间久了，他们

就放心了，知道我在大陆生活得确

实 很 好 。 我 希 望 通 过 自 身 的 努

力，让大家看见大陆真实的

样子。”

截至 2 月 9 日，新

浪微博平台“穿越

海峡的新春祝

福 ”话 题 阅

读量超过

1.7亿。正

如网友所

感慨，“海峡难隔鸿雁，岁月不改人心”。

拜年视频引发如此澎湃的感动浪潮，完

全出乎网友“润泽无声”的意料。据了解，

“润泽无声”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

长王润泽。她说，在今年 1 月的北京政协会

议上，一位台商表达了对两岸统一的真情期

待，让她心生感动。

“听到他的发言，我想起结识的台湾学

界的朋友们，他们真诚、热情，对大陆同胞的

情谊令人感动。”王润泽说，她在看望导师方

汉奇时聊起此事，方汉奇提及与李瞻的情谊，

决定录制一段拜年视频，“这种拜年的方式很

亲切也很有趣，没想到引发了大家共鸣”。

人心隔不断，哪怕疫情肆虐，哪怕岁月

流转。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

归属，两岸同胞都是中华文化的传人。海峡

隔不断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挡不

住两岸同胞对家人团聚的热切期望。

联结港澳的亲情

“年”就像一种定时“提醒”，串联起两岸

一家亲，更彰显港澳同胞情。

香港警察刘泽基在微博上为网友送上

祝 福 ：“ 恭 祝 大 家 虎 年 身 体 强 壮 ，百 毒 不

侵 。 事 业 顺 利 ，如 虎 添 翼 。 运 势 强 劲 ，虎

虎生威。”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他

回忆起 1997 年香港回归时，警察们换上新

的帽徽，“当时我有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

离 散 很 久 的 人 ，今 日 终 于 找 到 路 回 家

一 样”。

澳门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裴承贤通过

云端给大湾区的朋友拜年。2005 年，裴承贤

从暨南大学毕业后，回到澳门成为一名教

师。他在过去十多年里，见证着协会的成

长，也将服务做到了内地山区。“澳门青年跟

内地青年有很多互动，我们是一家人。”

澳门女孩马琬雯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

因加入冬奥志愿者团队无法回家过年。在

志愿服务现场，她为在澳门的亲友录制了拜

年视频。“通过参加奥运会志愿服务，我深深

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内心充满自豪。虽然今

年没有办法和家人一起过年，但是我与情同

家人的老师、同学一起，在忙碌充实的生活

中一同迎来新的一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

的春节。”她说。

因工作、学习、生活留在内地过春节的

港澳台青年不在少数，全国青联举办海峡两

岸暨港澳青年“‘年’出中华情”系列活动，各

地青联组织开展新春慰问、联谊联欢等活

动，与港澳台青年共迎新春、同品年味。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雷跃捷教授

说，这场云端拜年、隔空祝福在网上引发的

舆论渐渐平息之后，还会留下长远的心理效

应和巨大的情感涟漪。

““云端云端””传祝福传祝福 亲情越海峡亲情越海峡
刘 洋

本版编辑 曾诗阳 美 编 王子萱

当 好 深 港 合 作 排 头 兵当 好 深 港 合 作 排 头 兵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深圳市罗湖区居住着香港居民约 4 万人，有港资企业

约 6400 家。罗湖区与香港在居民交流融合、基础设施连

接、产业协同互补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合力发展科技制造业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下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下，，深港合作空间深港合作空间

更为广阔更为广阔，，罗湖如何做好深港合作新文章罗湖如何做好深港合作新文章？？

近期近期，，罗湖区推出系列港人港企政策服务罗湖区推出系列港人港企政策服务

体系体系。。罗湖区委常委罗湖区委常委、、副区长夏东介绍副区长夏东介绍，，针对针对

香港特色餐饮香港特色餐饮、、专业服务业专业服务业、、战略新兴产战略新兴产

业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罗湖推出了一罗湖推出了一

揽子精准扶持措施揽子精准扶持措施。。夏东表示夏东表示，，罗湖罗湖

有信心打造成港企投资内地的首选之有信心打造成港企投资内地的首选之

地地，，有底气承接更多香港优质投资项有底气承接更多香港优质投资项

目目，，有能力构筑更高水平开放平台有能力构筑更高水平开放平台。。

罗 湖 与 香 港 有 着 千 丝 万 缕 的 联罗 湖 与 香 港 有 着 千 丝 万 缕 的 联

系系 。。 深 港 陆 路 口 岸 有深 港 陆 路 口 岸 有 77 个个 ，，33 个 在 罗个 在 罗

湖湖。。其中其中，，罗湖口岸是内地第一个连罗湖口岸是内地第一个连

接香港和内地的口岸接香港和内地的口岸，，也是深港客流也是深港客流

量最大的口岸量最大的口岸；；文锦渡口岸是国家指文锦渡口岸是国家指

定的定的““供港活禽畜及水生动物供港活禽畜及水生动物””出境唯出境唯

一口岸一口岸；；莲塘口岸是深港最新的综合莲塘口岸是深港最新的综合

型陆路口岸型陆路口岸。。

““罗湖将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罗湖将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加加

快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快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产业以产业

链链、、创新链创新链、、人才链人才链、、价值链价值链‘‘四链协四链协

同同’，’，与香港合力打造跨境消费中心与香港合力打造跨境消费中心、、

跨境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工业合作区跨境工业合作区。”。”夏东介绍夏东介绍，，罗湖罗湖

将聚焦跨境消费将聚焦跨境消费、、跨境金融跨境金融、、文化旅游等领域文化旅游等领域，，打造消费打造消费

枢纽引领区枢纽引领区；；聚焦研发服务聚焦研发服务、、检验检测检验检测、、科技金融等领域科技金融等领域，，

打造科技服务业合作区打造科技服务业合作区；；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数字经

济济、、生物医药等生物医药等，，打造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区打造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区。。

罗湖正举全区之力罗湖正举全区之力，，依托罗湖口岸依托罗湖口岸、、文锦渡口岸文锦渡口岸、、莲莲

塘口岸及周边片区塘口岸及周边片区，，建设深港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建设深港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全全

力促进深港设施联通力促进深港设施联通、、规则互通规则互通、、民心相通民心相通、、产业融通产业融通，，在在

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独特作用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独特作用。。

打造港企北上“主阵地”

大湾区的融合、深港的融合，首先是人的融合。罗湖

出台《深港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支持港澳专业人才创

业就业发展及配套服务实施方案（试行）》，让香港同胞

“走得过来、住得下来、融得进来”。

针对专业人才，罗湖不仅给予 6 万元一次性生活补

贴，还在子女教育、医疗服务和住房配套等方面给予支

持。对于符合罗湖产业导向的就业者和创业者，经认定

为罗湖“精英人才”的，还将享受安家补贴、人才住房、创

业支持等 20 余项专享服务。罗湖还与国际知名企业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打造“深港青年人才交流计划”，

为香港青年到罗湖工作、实习提供一站式配套解决方案。

作为深圳经济特区最早开放的城区，许多港企从罗

湖开始北上拓展事业版图，逐步发展壮大。

“27 年前，我到内地投资的第一站就是罗湖。”尚创峰

国际医疗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范荣彰感慨道，经过 40 多

年的发展，深圳已成为国际大都市，深港融合发展是大势

所趋。罗湖审时度势，在政策、产业空间等方面采取了许

多新措施，包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这成为他继续在罗

湖投资发展的原因。

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体系吸引港人港企奔赴罗

湖，多个港企项目已与罗湖区达成合作意向，以产业融合

发展助推罗湖打造深港合作“主阵地”。

为港企发展创造新机遇

经过多年累积，罗湖的“香港朋友圈”越来越强大。

香港商界知名人士纷纷表示看好罗湖，希望更多港人港

企能够走进罗湖，深度参与到深港融合发展之中。

宏安集团董事局主席邓清河表示，罗湖区要打造成

为“深港社会协同发展示范区、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集聚

区”，再加上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的新机遇，十分看好罗

湖区发展前景。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禹洲集团董

事局主席林龙安期待，罗湖在深港民生领域规则衔接等

方面先行先试，进一步探索和香港在各方面的发展合作，

打造成未来发展新格局深港合作的“桥头堡”。

东华三院董事局主席、香港国景控股集团执行董事

谭镇国说，罗湖区接连推出一系列扶持港企发展、香港青

年创业就业的政策，力度大、覆盖广，希望各位企业家、青

年朋友走进罗湖、落户罗湖。

“未来，深港融合将更加密切，这对于罗湖来说是机

遇所在。”罗湖区产业发展顾问、深圳大学副校长张学记

表示，能源、信息、健康这三大产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学

科交叉下将诞生新的契机，罗湖可以将信息与健康结合，

探索罗湖特有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