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也把澳门和粤港澳大湾
区、 和整个国家的发展紧紧联
系在一起。 从澳门最高点松山
山顶远眺， 可以清晰地看见港
珠澳大桥横卧伶仃洋， 像丝带
一样串联起珠海、澳门和香港。

拿着出入境所需证件，步
入印有莲花标志的澳门出入境
闸机内，验证通过后，再步入印
有中国边检标志的珠海一侧出
入境闸机内，再次验证通过后，
旅客就完成了从澳门到珠海的
出入境手续。

在港珠澳大桥澳门边检大
楼内，这样的场景平均每天要出
现数万次。 这是港珠澳大桥澳门
口岸与珠海口岸所实行的“合作
查验，一次放行”通关安排。 通车
1 年多，港珠澳大桥日均客流量
约 6.69 万人次， 成为澳门居民
来往香港、内地的重要通道。

港珠澳大桥的顺利运营不
仅便利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
更为澳门加速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澳门，“粤港澳大湾区”
不只是一个高频词， 而是越来
越多居民的择业、居住新计划。

去年还在担心被珠海同行
抢了生意的澳门会展业协会理
事长何海明，今年已经开启了在
珠海横琴十字门中央商务区的
“跨境办公”模式。“大湾区为澳
门会展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腹地，
同时，湾区内其他城市的会展也
可以通过澳门平台‘走出去’。 ”
他说。

10 年前，横琴开发因澳门
而生， 担负着促进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的使命。如今，在横
琴落地的澳门企业超 1900 家，
投资总额超过 855 亿美元；固
定资产投资超 2700 亿元，地区
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 64%。

“创业不一定成功，创业也
不能马上赚钱。 ”贺一诚说，澳
门缺乏创业氛围， 特区政府要
理解年轻人的担忧， 并为他们
解决后顾之忧， 使他们能没有
负担地去大湾区创业， 并成为
带动后来人的“领头羊”。

今年 11 月，澳门街坊会联
合总会广东办事处横琴综合服
务中心揭牌， 这是澳门社团在
内地开设的第一间社会服务中
心。而一年前，澳门街坊会联合
总会中山办事处已正式运营。

澳门社会服务进驻内地，
是越来越多的澳门居民变身
“湾区居民”的最佳注释。 仅在
横琴一地， 澳门居民就购置了
近 6000 套各类物业，一年有近
万人次澳门居民在横琴就医；
在中山三乡， 约有 3 万多名澳
门乡亲在当地生活； 截至今年
9 月， 在广东高校就读的澳门
学生超过 2000 名。

今年年初，《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作为湾区
中心城市之一，人口只有 60 多
万、面积 30 多平方公里的澳门
闪光点十分突出———“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
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中华文
化为主流、 多元文化共存的交
流合作基地”，这些定位都成为
世界认识澳门的新视角。

澳门积极把“一带一路”建

设与“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定位紧密结合起来， 发挥区位
和专业优势，担当联系人角色，
推动多个葡语国家成为“一带
一路”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
受益者。

澳门十月初五街上， 中国
国货公司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
红酒、 巧克力等产自葡语国家
的产品。 这家有半个多世纪历
史的公司曾专门经营内地商
品，提出“爱祖国，用国货”的口
号，深受澳门居民欢迎。 如今，
公司正在努力转型， 抓住新机
遇，肩负起新使命。

“我们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
始就是在做服务澳门的工作，
现在也要把这个精神延续下
去。 ”中国国货公司助理总经理
高基宏说，“以前是在内地物资
支持下服务澳门人的生活，现
在是服务澳门‘一中心， 一平
台、一基地’的发展目标。 ”

特区政府 2018 年 12 月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签
署支持澳门全面参与和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聚焦
金融合作、经贸交流与合作、民
心相通、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等，有利于澳门通过参与“一
带一路” 建设， 提升自身竞争
力，开拓发展新空间。

贺一诚不久后就要宣誓就任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他说，
我们一定要抓住国家和中央给予
的机遇， 充分发挥澳门独特的优
势，“协同奋进、变革创新”，实现
服务好澳门市民、 服务好国家发
展大局的任期目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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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每天清晨，当
大多数澳门市民都还在梦中的
时候，在澳门路环石排湾郊野公
园大熊猫馆，莫詠娴和她的同事
已经忙碌起来，开始为特殊的一
家四口准备一天的生活。

作为澳门市政署园林绿化
厅公园处的一名大熊猫饲养员，
莫詠娴这样的工作节奏已经持
续了将近 10 年。

2015年4月30日， 中央政府
赠送澳门的两只大熊猫“开开”

“心心”来到澳门。2016年6月26
日， 大熊猫双胞胎兄弟俩诞生，
澳门特区政府经过公开征集，为
他们取名“健健”和“康康”。

“‘健健 ’和‘康康 ’刚生下
来， 只有手掌心那么大。 现在，

‘健健’和‘康康’都在 100 公斤
左右，抱都抱不动了。 ”回忆起自
己照顾“开心家族”的经历，莫詠
娴露出会心的微笑。

为了照顾好它们，公园处和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
了交流培训机制。 莫詠娴已经去
了五次成都，学习有关照顾大熊
猫的各种知识， 以及如何观察、
记录与研究大熊猫的各种生理
数据。

每天清晨，莫詠娴和同事们
都会先检查大熊猫的精神状况
是否正常，然后把竹子和一些蔬
菜给它们作为早餐。“健健”和

“康康” 喜欢并排扒着笼子的铁
栏杆， 站着吃饲养员递来的早
餐。 饲养员则不时摸摸兄弟俩的
鼻子，表示亲昵。 爸爸“开开”和
妈妈“心心”则是各自在单间里
吃完早饭。

之后，饲养员们会清理大熊
猫的活动场地，检查空调温度是
否合适， 确保没有安全隐患，并
放上一些食物。 在大熊猫活动的
时候，饲养员们还要记录它们的

生理和心理状况，积累每只大熊
猫的研究资料。

“健健”和“康康”现在正是
贪玩的年纪，兄弟俩在场地里打
闹玩耍， 碰一碰吊在树上的圆
球， 啃一啃包裹树木的竹片，或
者干脆在地上打滚。 爸爸和妈妈
则稳重一些，他们稍微走动一会
儿就开始找到放好的竹子，大快
朵颐起来。

“‘健健’‘康康’刚生下来的
时候， 称体重用称水果的电子
秤。 现在哥哥 107 公斤，弟弟 92
公斤，只能我们叫它们自己走上
地秤去称重了。 ”莫詠娴说。

“健健”和“康康”的体重在 3
年多时间增加了 100 公斤，得益
于足量而丰富的食物。 每天，“健
健”和“康康”能吃掉大概 55 公
斤的竹子。 竹子来自广东， 属于
无污染的有机“广东菜”。 每年春
夏两季， 还可以吃上从四川空运
过来的“川菜”竹笋。 再加上搭配
了谷物和蔬菜的高纤维饼干，过
生日还有专门定制的熊猫蛋糕。

大熊猫上午和下午在活动
区里和参观的市民游客见面，其
他时间则在自己房间里进食或者
休息。 饲养员们在活动间隙会打
扫房间、清洗消毒，检查记录大熊
猫各项生理数据。 到了晚上，还
要给它们准备夜宵。 一天的工作
忙下来， 莫詠娴和同事们辛苦并
快乐着。

莫詠娴说， 大熊猫不但是
澳门和祖国内地交流的桥梁 ，
也大大提升了澳门动物保护的
科研水平和民众的环保意识 。

“能照顾我们中国的国宝大熊
猫，它们又很可爱，是很值得的
事情。每天都有很多澳门市民和
游客参观大熊猫，看着他们脸上
开心快乐的样子，我们也觉得很
有成就感。 ”

一直以来，由于澳门本地金
融市场发展基础较弱，既没有成
熟债券市场，也没有成熟的投资
机构，企业发行债券主要采用香
港发行托管、 在澳门挂牌上市，
或者采用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在澳门政府颁布 《公司债
券发行及交易转让管理指引》
后， 尚无企业成功在澳门债券
市场发行上市公募公司债券这
一 国 际 主 流 交 易 债 券 品 种 。
2019 年以来， 全球多家知名企
业集团在 MOX 申报澳门公募
公司债券。 华发集团凭借雄厚
的综合实力、 多年来在境外市
场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建立的
良好国际资本市场形象以及粤
澳合作、珠澳合作的特殊地位，
最终脱颖而出。

在澳门特区政府、广东省发
改委、省金融局、珠海市委市政
府等政府和部门给予悉心指导
和全力支持下，MOX 与华发集
团通力合作，联合粤港澳三地十
多家金融机构和律师、会计师机

构，借鉴国际市场公募发行标准
以及结合澳门本地的法律要求，
积极与澳门政府管理机构沟通
合作，大胆探索创新、攻艰克难，
历时 7 个月， 完成了从向 MOX
材料申报到澳门金融管理局、经
济财政司审批直至澳门特首签
批全流程，同时构建了澳门公募
公司债券从登记发行、 托管清
算、 上市交易的标准化程序，实
现了一次具有引领意义的澳门
公募公司债券发行的“破冰行
动”， 走出了一条既符合国际债
券发行标准又具有澳门金融特
色创新的成功之路。

华发集团首席资本官李微
欢认为，此次先行先试发行上市
澳门首单公募公司债券，将推动
内地特别是大湾区企业利用澳
门债券市场的低成本国际资金
发展壮大， 投入地区经济建设、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有助于服务
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将有效丰
富澳门金融产品、壮大澳门特色
金融产业。

盛世莲花日日新
幸福濠江处处和
———回归 20 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从回归前的社会动荡，到如今的安居乐业；从博彩一业独大，到经济适度多元初
见成效；从对接珠海横琴，到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回归祖国 20 年，小城澳门
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南海之滨缔造了一个发展奇迹，在小桌子上唱出大戏。

如今，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支持下，风华正茂的
澳门特区砥砺前行，以经济反哺社会民生，一个繁荣进步、幸福和谐的现代化国际都
市呈现在世界面前。

桥，是澳门颇具特色的城
市景观。 连接澳门半岛与离岛
的澳氹大桥和友谊大桥、西湾
大桥构成了澳门标志性的“镜
海长虹”景观，也畅通了澳门
的经济血脉，把整个澳门连接
成一个发展的整体。

站在填海而成的澳门新
城 A 区的土地上，澳门特区政
府建设发展办公室主任林炜
浩手指不远处的海面，描绘着
一幅可期的图景。

“第四条跨海大桥争取年
底开工，5 年内建成。 ”林炜浩
说，该跨海大桥连接港珠澳大
桥澳门口岸、澳门半岛填海新
区及氹仔填海新区，将有效缓
解当前澳门交通拥堵的情况。

近年来， 随着机动车增
多，旅游业旺盛，原有的三条
跨海大桥已无法满足澳门的
交通需求。 从回归前澳氹大桥
的双向两车道、友谊大桥的双
向四车道，到回归后西湾大桥
的双向六车道，再到如今新跨
海大桥的双向八车道，不断扩
容的桥梁见证着澳门经济社
会的繁荣发展。

“回归以来的 20 年，是澳
门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表现亮眼。 ”
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说。

数据显示，澳门本地生产
总值（GDP）从回归之初的 519
亿元（澳 门 元 ，下 同）增加到
2018 年的 4447 亿元， 人均
GDP 则从 12 万元增至 67 万
元；2018 年底，特区政府累计
财政盈余达 5056 亿元， 外汇
储备为 1636 亿元，较 1999 年
分别增长 193 倍和 6.2 倍，大
大增强了抵御外部风险的能
力；本地居民充分就业，失业
率从回归之初的 6.3%下降到
2018 年的 1.8%……

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特
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回忆
说，澳门回归前发生了亚洲金
融风暴，当时澳门经历了一个
比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失业
率高、治安混乱。 为此，他提出
“固本培元，稳健发展”。

“经过回归 20 年的发展，
无论是整体经济发展，还是区
域经济合作，澳门都取得了飞
跃式增长，展现了‘一国两制’
的强大生命力。 ”何厚铧说。

初冬的澳门仍暖意洋洋，
338 米高的旅游塔下夜色撩
人、人头攒动，第 19 届澳门美

食节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大快
朵颐。 澳门是全球世界文化遗
产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正在
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同
时中西美食荟萃，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评为“创意城市美食
之都”。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
长文绮华介绍说，1999 年共有
700 万人次旅客访澳，2018 年
这一数字已达 3500 多万，其
中七成为内地旅客。2017 年澳
门总体就业人口中逾半数从
事旅游相关行业，而同年旅游
增加值占澳门整体行业增加
值总额的 48%。

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澳门
的手信业在过去 20 年里经历
了从日渐没落到蓬勃扩张的
“华丽转身”，用咀香园饼家总
经理黄若礼的话来说，回归祖
国也让传统点心重新成为旅
游消费市场的“宠儿”。

“原来大家都认为手信业
已成‘夕阳产业’，没想到回归
后又开始兴旺起来。 ”黄若礼
说，咀香园从一家店发展到两
家店用了 60 多年， 但在回归
后的短短 20 年里， 咀香园在
澳门遍地开花，现已拓展至 15
家分店。“我们现在超过七成
的顾客都来自内地。 ”

数 据 显 示 ，2013 年 至
2018 年，博彩业增加值占澳门
整 体 经 济 增 加 值 的 比 例 从
63%下降到 50%。 2013 年至
2017 年，澳门除博彩业之外的
主要行业年产值从 2800 多亿
元增长了 29.7%，其中金融业
增长 65%。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初见成效。

“回归以来，澳门市民的
财富积累较多，但财富管理产
品还不多。 ”澳门金融管理局
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陈守信
说，以财富管理、人民币清算、
融资租赁等为主要内容的特
色金融是澳门重点发展的产
业。“特色金融的特色主要是
如何运用澳门本地优势，发挥
澳门所长， 服务国家发展大
局。 ”

今年 7 月 4 日，财政部在
澳门成功发行 20 亿元人民币
国债，是财政部首次在澳门发
行国债，也是首笔在澳门本地
簿记发行、登记托管并上市交
易的主权债券。 这表明中央对
澳门发展特色金融、促进经济
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的支持。

桥，也架在经济发展和优
化民生之间。回归 20 年来，澳
门特区政府不断通过二次分
配架起惠民的桥梁，夯实社会
和谐稳定的基石。

在澳门，有一种用来提醒
老人及时查收福利的宣传品

“长者小提示”。 今年的“小提
示”显示：敬老金 9000 元，养
老金 3450 元 X13（月）,公积
金个人账户额外注入 7000
元，现金分享 10000 元……

75 岁的陈女士告诉 记
者，她现在每年可获取现金收
入约 70000 元，还享受免费医
疗； 两个孙子都享受 15 年的
免费教育 ，14 岁前也能享受
免费医疗，每人有 10000 元的
现金福利……

“现在的福利，是回归之
前不敢想的。 ”陈女士说。

努力改善民生福利一直
是澳门特区政府的施政理念。
近年来，在稳健的公共财政基
础上，特区政府进一步在社会
福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
共房屋等民生领域加大资源
力度，实现“共建共享、惠民利
民”， 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20 年来， 特区政府在社
会服务方面不断加大资源投
放，由回归之初的约 1.7 亿元
增至 2018 年的逾 26.7 亿元，
增幅超过 14 倍； 各类社会福
利服务受惠人次由 8 万多增
至 2018 年的 250 多万， 增幅
超过 30 倍。

“民生是我们的头等大
事。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
安说，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要
尽量使公共服务能惠及所有
澳门同胞。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工作
局代局长韩卫表示， 回归 20
年来， 澳门社会服务获得民
间团体大力支持， 特区政府
与民间团体成功构建出完善
的社会服务网络， 为不同类
别人士提供多元化和专业化
的服务。

截至 2018 年， 特区政府

共建公共房屋 5.1 万套；2018
年，免费医疗受惠人数占全澳
门居民总数的约 55%；澳门人
预期寿命达 84 岁， 居世界前
列；至 2019 年，特区政府连续
12 年向澳门永久性居民及非
永久性居民派发现金分享，金
额已调升至 10000 元及 6000
元；全民共享的福利还包括公
共巴士车资优惠、 水电费补
贴、医疗劵、子女出生津贴等，
涵盖居民生活的各方面。

地势低洼的内港区历来
水患严重。 2017 年 8 月，强台
风“天鸽”袭击澳门，内港区一
带最高水深一度近 2 米，严重
的风暴潮对当地居民的工作
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特区政府正着力推动的
内港挡潮闸项目，有望解决这
一地区的水患问题。“内港挡
潮闸按 200 年一遇的防洪标
准设计，具有挡潮、排涝、航运
等功用。 ”澳门特区政府土地
工务运输局局长李灿烽介绍
说，当“天鸽”那样的风暴潮或
暴雨等灾害发生时，可提前开
启闸门， 阻拦洪峰的同时，不
影响船只从旁边应急航道通
过。

澳门特区候任行政长官
贺一诚在今年的参选政纲中
表示：“对本澳防灾减灾系统
进行全面性评估， 加快防潮
设施建设， 加快内港防洪排
涝体系建设， 多管齐下解决
城区水患问题。 ”

快速增长的经济不断反
哺社会民生，也促使澳门更注
重改善人居环境。 湿地生态的
保育、自动扶梯系统方便长者
出行、 社区生活配套设施齐
全，提供优质的休憩空间及便
民服务……这一切都让澳门
人在城市生活中充满安全感、
人情味和幸福感。

“经过回归 20 年来的发
展，特区政府在民生福利方面
的开支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
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如何
合理、高效地用好开支。 ”贺一
诚说。

来到澳门的游客 ，除了到 “大三巴 ”打卡 ，还可以走进 “澳门新八景 ”，体验更多澳门独
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本地美食。

2019 年 3 月，由澳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 “澳门新八景 ”评选出炉 ，并被冠以情景
兼备的四字名 ：西山望洋 、双湖塔影 、亭前葡风 、龙爪观涛 、路环渔韵 、爱巷倾情 、福隆新貌
和桥牵三地。 新华社发

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日子
———澳门大熊猫饲养员的日常

首单非澳企业
澳门莲花债成功发行

繁荣发展根基厚 经济多元步伐稳

湾区机遇牢牢抓 国家发展处处融

和谐社会世代安 优化民生诚可期

12 月 13 日， 首单非澳企业澳门莲花债在澳门成功发行。 据
悉， 本次产品的发行，是首单非澳门注册企业在中华（澳门）金融
资产交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MOX”）登记发行、托管清算、上市
交易的境外公司债券。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债券成功发行堪称粤澳
联合开展金融创新的标志性事件。

莲花债作为澳门地区的人
民币离岸债券，本期债券发行金
额为 2 亿美元，票面利率 3.7%，
债券期限为 364 天。

发行当日， 华发集团澳门
莲花债券受到境内外投资者热
烈追捧，投资机构踊跃认购，使
发行人获得 3.65 倍的超额认
购。 在大量订单涌现的情况下，
最终定价为票面利率 3.7%，足
以显示了境内外资本市场对于
本次华发集团澳门莲花债券的

高度支持和认可。 该项目的境
内金融服务机构为中国光大银
行广州分行， 为唯一境内财务
顾问。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本次
产品的发行开创了全球企业赴
澳门发行公募公司债券的先河，
也是澳门特色金融中心建设的
里程碑事件，对于澳门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深化珠澳合作、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产生深远
的影响。

受到投资者热烈追捧

历时 7 个月完成“破冰”

羊城晚报记者 钱瑜 戴曼曼

悠然自得的“健健”“康康” 图片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

开创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