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即新篇，跨年迎跨
越。新的一年，全體中華兒
女的心中，民族復興的中國
夢更加具體可感。學子們期
待學有所用、更好就業；青
年人呼籲房價合理、置業安
居；老人們希冀夕陽綻放、
醫養順意；商戶們盼望市井
繁榮、持續增收……每一個
家庭和個人的小夢想，便匯
成了國家的發力方向；每一
個具體而微的小心願，便構
成了政府的施政清單。2025
年，中國將全面完成 「十四
五」 規劃，為了老百姓的米
袋子更 「滿 」 、菜籃子更
「豐」 、錢袋子更 「鼓」 ，
為了大家的臉上都能洋溢起
更加燦爛的笑容，全體國人
正在新年許下心願、說出夢
想，並將手拉手、肩並肩，
一起打拚奔跑，迎接燦爛驕
陽。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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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我想對你說：
許下心願 笑迎新年

民眾心聲

2024年，我再次深入基
層為新的創作任務深入採訪
和採風，收穫到大量生動的
創作素材。2025年，在2024
年我獨立編劇的系列劇首映
成功的基礎上，我希望能用
在基層採訪而來的這些寶貴
素材，創作完成更多影視劇作品，將中國鄉村振
興的鮮活故事呈現給全世界。

大公報記者李陽波、王尚勇

2025年，希望我能
以一顆輕盈的心，笑迎
每一份美好的到來，以
更加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生活中的挑戰。我希望
自己能夠保持良好的作
息習慣，身體更加強
健。學業上，我希望自己能夠順利前行，不
斷取得進步。

大公報記者李陽波、王尚勇

腳步不停 講鄉村故事
影視創作者 魯源

陝 西

笑迎挑戰 學業再進步
學生 陳涵玉

甘 肅

作為一名輔導機構的英
語老師，在過去一年中我親
眼見證了孩子們的成長，這
讓我充滿成就感。但我常常
反思，如何能夠讓大家快樂
地獲得知識。除了課堂轉
型，課餘時間我也要不斷提
升自己，增加自己的知識儲
備，在新的一年裏更好地把知識傳授給孩子們。

大公報記者宋偉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
裏，自己的小店能成為
更多近視朋友的光明驛
站，提供精準舒適的眼
鏡，傳遞出愛眼的溫暖
信息。我希望能腳踏實
地，把自己小小的眼鏡
店做大做強，新的一年裏能夠引入更多高科
技驗光設備，讓顧客享受更專業、更快捷的
服務體驗。 大公報記者林凱

快樂學習 傳道亦授業
輔導機構教師 商女士

遼 寧

轉型升級 為顧客服務
眼鏡店老闆 田小亮

吉 林

2024年，對
於香港科技大學（廣

州）信息樞紐人工智能
學域博士研究生、雅可比機

器人創始人邱迪聰來說，是一個
「瞬息萬變」 的年份。 「這一年堪稱AI

技術的爆發之年。大語言模型、多模態大模
型、機器人，全球都在加速邁向智能化時代，感

覺每天醒來，世界都和昨天不一樣。」
作為大灣區的科技創業者，邱迪聰認為，2025

年對機器人技術和通用人工智能的結合至關重要。
「我們在新一年希望把研發的技術落地，讓機器人真

正進入市場，為
社會和行業創造價
值。讓機器人不再只是
送餐、掃地的工具，而是更

智能、更懂溝通的生活夥伴，能
夠真正融入我們的日常。」
邱迪聰認為，高端芯片、航空航天，以及

機器人與通用人工智能的結合，將是未來競爭的
關鍵。 「創業不易，且行且珍惜。」 他相信，新
的一年，大灣區的科技創業者們並不孤單。無論是
國家的支持、社會的期盼，還是行業的進步，都在
鼓勵大家一起前進。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寧夏供港菜農：
冀赴港傾聽需求

蘇芸是一名來自寧夏基層的回族菜
農。 「2024年對於我而言，快樂與挑戰
並存。」 蘇芸說， 「開心的是，我們的
蔬菜大部分都成為了香港市民餐桌上的
美味。困難的是，因為氣候的異常波
動，不時發生的病蟲害，還有市場需求
的變化和供應鏈環節的協調問題，增加了種植成
本，更時刻考驗着我的種植技術與耐心。」 還
好，香港消費者對於蔬菜品質的誇讚陪伴着蘇芸
走過了這一年。

「2025年，我更充滿了希望和憧憬。」 蘇芸

說， 「我希望能夠引進更先進的智能灌
溉與精準施肥系統，提升蔬菜的產量與
質量，確保到達香港市民餐桌的蔬菜都
是優質菜品。」 更重要的是，2025
年，她還希望能親身去到香港， 「深入
調研香港市場和市民的需求，以便進一

步豐富我們蔬菜的品種。我也期待通過供港蔬菜
這一紐帶，讓更多香港同胞品嘗到來自大西北寧
夏的新鮮滋味，也讓回族同胞辛勤勞作的成果在
更廣闊的市場舞台上閃耀光芒。」

大公報記者李陽波、王尚勇

黑龍江赫哲姑娘：
傳承民族文化 站上更大舞台

在祖國的東極、黑龍江省撫遠市烏
蘇鎮抓吉赫哲族村，赫哲族姑娘遲影影
是文化的傳承者，也是推廣者。遲影影
自幼便對赫哲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她
9歲開始學習赫哲族舞蹈，不斷提升自
己的藝術水平。2024年，赫哲文化蓬勃
發展，天鵝舞、口弦琴等傳統藝術形式得到了廣
泛傳播。在各類文化活動中，都不乏遲影影的身
影。

展望2025年，遲影影充滿了期待和信心。她
表示將繼續努力學習和提升自己的藝術水平，將

赫哲文化推向更高的展示平台。同時，
她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夠了解和關注赫哲
文化，讓這一獨特的民族文化得到更好
的傳承和發展。

「願2025年的第一縷陽光，照亮我
們赫哲人的家園，帶來無盡的溫暖與希

望。願新的一年，我們赫哲文化如同江水般滔滔
不絕，傳承發揚，讓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愛。願祖
國大地繁榮昌盛，各族人民和諧共處，共同迎接
更加輝煌燦爛的明天。」 遲影影說。

大公報記者于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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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股民
張女士有着超
過 20 年 的 股
齡，2024年她
既有煩惱也有
快樂。煩惱的
是上半年，由於市場波動較大以及
她對走勢判斷的偏差，投資出現了
較為明顯的虧損，回顧那段時間，
張女士一度對自己的投資能力產生
懷疑。好在下半年A股牛市回歸，
讓張女士逐步收復了上半年的失
地，並最終取得了15%左右的收
益。更重要的是，她深刻意識到，
信心比黃金更可貴，而這份信心也
將成為她未來繼續投資A股的重要
支柱。

展望2025年，張女士對未來充
滿了期待和規劃。她相信，市場總
有起伏，而關鍵在於如何保持理
性、捕捉機會。希望在鞏固成功經
驗的基礎上，努力實現比2024年下
半年翻一倍的收益目標。此外，她
還計劃將部分收益進行再投資，嘗
試一些中長期的價值投資，以實現
穩健與高收益的平衡。同時，她還
會保持學習股市知識的熱情，關注
市場動態，優化自己的投資組合。
最後，她希望在2025年，所有像她
一樣的普通投資者，都能夠抓住更
多機會，實現財富的穩步增長。

大公報記者孔雯瓊

2024年印象最
深的事情當然是
「深中通道」 的開
通，中山城市建設
彷彿按下加速鍵。
2025年希望看到更
多本地年輕人回到
家鄉發展，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
一份好工作，事業穩定。期待整
個大灣區經濟騰飛，交通更加便
捷。大灣區越來越好，人人都能賺
得盤滿缽滿！

2024年我加班
越來越少，有了更
多時間去旅行，感
受生活的美好。新
的一年，我希望能
擁有更多的 「業
餘」 ，例如去學習
打網球，並在這個過程中，找個喜歡的
另一半。希望2025年自己能慢下來，
「如願抵達」 想去的地方，想見的人，
以及想要的生活。

大公報記者李薇

慢活人生 享美好生活
市民 莊思嘉

加速建設 灣區更美好
市民 戴小姐

中 山深 圳

廣州科創青年：智能時代 商機無限

▲2024年12月30日，湖北省武
漢市未來實驗小學美林校區的
學生們開展 「迎新
年送祝福 」 活
動。 新華社

作為國內有機農業拓荒
者，健康的身體是我的執
念。為了廣大市民的健康，
我們責無旁貸地發展有機農
業，堅持不使用化學農藥、
化肥，打造高品質、高效
率、價格合理的有機農業
品牌。2025年，我們將借助科技進步的力
量，讓更多市民吃上價廉物美的有機食品。

大公報記者陳旻

忙裏偷閒 遠遊長見識
信息技術行業從業者 徐予希

作為一名人力
資源工作者，真心
期盼2025年行業發
展能回溫，大家的
工作生活都能穩穩
當當。於我個人而
言，我希望自己能
夠重新擁有感受生活中幸福瞬間的能
力，希望能抽出時間走出浙江，去到更
遠的地方，感受不同的文化特色。

大公報記者連愍鈺

有機食品 走入百姓家
南京普朗克有機田園董事長 宋寧

江 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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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在過去一
年裏，我們正
式完成了環保
麥芽貓砂的量
產化研發，打
通了生產鏈、
物流鏈，並實
現了產品在澳門上市發售。在踏入
新年之前，澳門迎來了回歸祖國25
周年的喜慶時刻。我更加堅定了創
業信念。在未來的一年裏，我們希
望可以走到更遠更大的市場裏去，
持續地投身寵物科技用品的研發與
推廣，用心打造寵物友好、環境友
好的寵物科技產品。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

持續研發 開拓新市場
創業青年 譚佩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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