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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元旦假期，深圳華強北街

區首次將電子賣場的炫酷商品集中引入主

街展示銷售，首次引入「華強北護照」集章

打卡線路，首次全量梳理推出華強北旅遊商戶

清單……讓北上的港人可以探尋、遊玩到不一

樣的全新華強北。這條「中國電子第一街」發展

至今已不再是傳統印象中的華強北，這裏不僅有

品類豐富的電子商品，還有智慧新銳的電子科技

文化、先鋒時尚的商業街區文化、激情活力的

創新創業文化等。此次元旦期間，華強北將其

特色匯聚為各式活動在主街集中推出，成為

港人節假日消費的熱門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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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深圳特色文化街區生活節系列活動之「探尋．奇跡華強北」文旅推介活動29日正式啟動，活動現場發布
了深圳福田區的5條City Walk線路。其中，華強北探秘之旅是此次
活動中最重磅的線路，也是為華強北量身打造的專屬定制線路，串
聯了華強北最具標誌性的「華強八景」。

串聯「華強八景」 科技時尚行程豐富
遊客可以從華強北地標賽格廣場出發，途經深圳坐標原點——上
海賓館，路過科技與時尚潮流兼顧的中航街及天虹購物中心，緊接
着再前往華強電子世界，見證華強北電子元器件走向世界的造夢之
地的「一米櫃枱」。而下一站的華強北博物館，以新潮的黑科技、
趣味的互動玩法，帶領遊客回顧華強北的傳奇歷史。之後穿過全長
960米的華強北步行街，在賽格科技園中參觀華強北奮鬥奇跡代
表—騰訊起點，該處是1998年騰訊公司的「企鵝」誕生之地。最
後一站則是新一代創客精神聚集地—智方舟創新中心，在此鏈接
起所有行程，感受華強北隨時代變遷的發展歷程。
該線路還串連了華強北4個旅遊購物推薦地，製作了12個各具特色

的印章，遊客可以領取「華強北旅遊護照」，按照指引一一打卡集
章，領取禮品的同時留下在華強北探秘之旅的美好回憶。

主街擺設攤位 展銷電子產品非遺
「這條City Walk線路我太熟悉了！」位於深圳福田區華強北電
子科技大廈的通天地智能產品孵化基地創始人施培營是在華強北扎
根幾十年的港人，他非常推薦華強北博物館，「博物館是2020年開
放的，匯聚了珍貴歷史史料和實物，許多展品是第一次公開展出。
另一方面，它的設計與布置又充滿了黑科技感，港人在那裏可以直
觀地看到、體驗到多面的華強北。」
「今時今日，華強北已經不是港人印象中的那個華強北了。」

2020年，港人黃錦麟來到華強北，加入深圳劍譜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擔任首席運營官。在那裏工作的三年，讓他認識了一個不一樣的華
強北，該處不只有熱鬧非凡的電子商品櫃枱，更有品類多樣的購物
中心，寬敞而現代化的步行街，還有無數追夢的創業者們。
元旦假期前，黃錦麟在華強北主街看到「探尋．奇跡華強北」文旅推
介活動開啟了。「街上設置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攤位，有最新的酷炫電
子產品，有各類美食小吃，還有非遺產品展示與售賣，很豐富、很好
玩！」黃錦麟邀請了香港朋友在元旦當天一起逛街，計劃先光顧小吃
攤、買電子產品，再到商場找一家火鍋店聚餐，「他們都非常感興
趣，想來看看現在的華強北是什麼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瀚林、凱雷 實習記者 李
暢 北京報道）隨着復常後國際、港澳台航班的增加
及出入境管理政策的持續優化，內地遊客出境遊熱度
持續升溫。元旦假期到來，「出境跨年遊」備受追
捧。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各大旅遊平台公布的數據了解
到，元旦假期出境遊訂單同比去年增長近五倍。在內
地「90後」、「00後」年輕人中，利用元旦假期到香
港觀看明星演唱會、去迪士尼樂園遊玩、觀賞煙火表
演，成為深受歡迎的跨年出遊選項。

演唱會迪士尼煙花受歡迎
據攜程平台公布，「出境跨年遊」熱門目的地前五
為中國香港、泰國、日本、韓國、中國澳門。雖然元
旦僅有3天假期，但年輕人的出遊熱情格外高漲，出境
遊客中的「90 後」和「80 後」，分別佔比 39%和
30%。同程旅行數據也顯示，元旦假期出境遊熱度同比
上漲超過5倍。途牛公布的數據則表明，出境遊產品佔
到總預訂量的17%，中國香港、中國澳門是用戶最青
睞的選擇。馬蜂窩最新數據顯示，香港迪士尼近一周
熱度環比上漲128%，上海迪士尼近一周熱度環比高漲

150%，帶動香港和上海雙雙衝入熱門跨年城市前十。
此外，旅遊攻略熱門話題中，穿漢服在西安聆聽鐘樓
敲響新年鐘聲，登泰山迎接2024年的第一縷陽光，到廣
州珠江夜遊船上和大家一起跨年倒數，以及在香港看一
場盛大的煙花表演，是最受年輕人歡迎的幾種跨年方
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北京豐台區出入境管理大廳隨

機採訪了幾名市民，一位「80後」吳女士透露，她此
次辦理香港個人遊簽註是為了赴一場浪漫的跨年之
旅，「元旦正好是我和我丈夫的結婚三周年紀念日，
看網上說香港今年會有最大規模的煙花表演，我們就
決定浪漫一下，30日加班一結束就直接飛香港，試着
體驗下現在大學生流行的特種兵旅遊。」
「歌神」張學友正於紅館開演唱會，「90後」北京

市民張小姐打算在元旦期間赴香港與偶像一起倒數迎
接新年。她熱情地介紹：「我從高中時期就喜歡聽學
友唱歌，這次也是費了半天勁才搶到的票。」張小姐
表示打算看完演唱會後在維港附近轉轉，再去夜市來
一碟乾炒牛河，然後就乘高鐵到深圳了，「畢竟香港
跨年夜的酒店住宿可不便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凱雷 北
京報道）2024元旦小長假前夕，中國人
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著名高校
相繼宣布，將推動工作日校園有序開放，
逐步實現常態化開放。

可預約登記或刷身份證進園
多所高校此前也已發文，明確向社會開
放校園，民眾可通過預約、登記入校或直
接刷身份證進園。清華大學29日稱，從
元旦假期開始將進一步有序推進校園開
放，更大限度滿足社會公眾校園參觀預約
需求。周末、節假日社會公眾校園參觀可
預約數量將增加至每日1.2萬人以上，比
之前增加約50%。稍早前，北京大學也宣
布正在持續推進校園有序開放，並探索面
向全國開展體現首都特色、北大精神的研
學遊「大思政課」。
「對於一直想進清華北大參觀的我來說
是個好消息，特別想參觀北大未名湖和清
華學堂。」北京市民張女士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高校開放是件好事，希望其他高校
也盡快開放，方便市民參觀遊覽。
不過，曾經因應新冠疫情而封閉的高校
校園是否徹底開放引發社會熱議。

「雖然進出刷證很麻煩，但我不希望一
窩蜂地全面放開。」清華大學冰冰老師表
示，當下網紅經濟氾濫，大學可以提供社
會課堂引導遊客參與，但對於那些蹭名校
流量來校園擺拍的「網紅」，要有限制和
管理措施。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讓社會共享公共教育資源這一
點社會是有共識的，但不能向所有大學提
出「一刀切」的開放要求，不同的大學打
開校門後所面臨的壓力是不一樣的，應結
合學校實際情況，在聽取全校師生、社區
居民意見基礎上制訂具體方案。讓大學開
放既向社會輻射公共教育資源，又不影響
學校教育教學秩序。

清華北大等元旦起推進校園開放

◆北京大學向來是遊客的熱門打卡點。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華強北街區首次將電
子賣場的炫酷商品集中
引入主街展示銷售。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華強北博物館展示多面的華強北華強北博物館展示多面的華強北。。圖為施培營在該博物館留影圖為施培營在該博物館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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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強北逛街同時還在華強北逛街同時還
能品嘗各地小吃能品嘗各地小吃。。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攝攝

內地民眾出境跨年增五倍
香港成首選地

1 起點 賽格廣場
深圳跨世紀標誌性建築之一，擁有世界上最高的260米全
程戶外觀光電梯，可欣賞到深港雙城風貌。一至八層是亞
洲最大的電子市場，匯聚知名品牌電子元器件，被譽為
「世界電子之窗」。

2 上海賓館
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初期的「深圳坐標原點」，深圳市「十
大歷史建築」之首。在深港人心中，不僅是一座酒店，也
是一個車站、一個集合點、一段奮鬥的記憶。

3 中航街&天虹購物中心
時尚購物集中地，時尚潮牌店鱗次櫛比，潮玩達人匯聚。

4 華強電子世界
自1998年開門營業以來，商場內的「一米櫃枱」成為了
華強北的象徵、深圳夢的符號。這裏見證小小電子元器件
走向大世界，讓無數小攤主走上人生大舞台，記錄奮鬥者
的傳奇故事。

5 華強北博物館
建築面積約3,000平方米，以新潮的黑科技、趣味的互動
玩法、炫酷的光影展示，重現華強北街區傳奇故事。

6 華強北步行街
全長960米的大街是全球最大的電子元器件集散地，見證華
強北從工廠區變成電子交易「全國第一街」，從步行街變
成AAA級景區，從商業區升級成科技時尚文化特色街區。

7 騰訊起點
1998年，騰訊公司在華強北賽格科技園內的第一間30多
平方米的辦公室裏誕生。初代騰訊人在這裏奮鬥了6年，
騰訊「企鵝」從此走向世界。

8 終點 智方舟創新中心
作為新一代創客精神的發源地，全球創客的奇思妙想和偉
大創意在這裏實現。聚焦於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領域，
提供技術支持、產品適配、產業合作、資本對接等服務，
孵化創新項目、加速企業發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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