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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開賢表示，澳門回歸當日凌晨在立法會大樓舉行了首次團體會議，審議並
通過了11部回歸「必備法案」，這場「午夜立法」為澳門立法機關、司

法機關的運作奠定了法律基礎，也為貫徹「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的各項制
度做好了法律準備。這一舉措，不僅體現了立法會的高效和專業，更為澳門的
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他指出，在過去的25年裏，澳門立法會根據社會的實際需要和需求，在不同
領域進行了大量的立法和修法工作。據統計，共審議和通過了404部法律，涵
蓋了國家安全、經濟發展、民生建設等多個方面。特別是在國家安全方面，於
2009年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制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法，並在隨後對有關法律
制度進行了完善和修訂，制定了保守國家秘密法等配套法律，為維護國家的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作出了重要貢獻。
澳門立法會在各方面都起到關鍵作用。高開賢提到，在「愛國者治澳」方

面，澳門立法會通過對行政長官選舉法、立法會選舉法等法律的修法工作，確
保了澳門特區的管治權能夠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為澳門的政治穩定和長治
久安提供了法律保障。在經濟方面，立法會制定和修訂了一系列與博彩相關的
法律，確保了博彩業的適度、健康發展。

加快推動中醫藥大健康等立法工作
同時，為了推動澳門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立法會積極配合特區政府的相關

政策，加快推動中醫藥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科技、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
領域的立法工作。

推進「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工作
他坦言，澳門現時產業比較單一，經濟體量較小，目前要保證博彩業能夠適

度、健康發展，同時也要推進特區政府「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的工作。他
期望，通過立法會和特區政府的配合，今後能夠把澳門發展得更好，社會更加
穩定。

市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續提升
在民生建設領域，立法會更是通過立法和修法工作，不斷改善教育、就業、

社會保障、房屋、保安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使澳門的社會民生得到了顯著改
善。澳門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斷提升，這離不開立法會的辛勤付
出和不懈努力。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高開賢表示，國家給予了澳門極大的發展空間。
他舉例指，橫琴合作區是澳門和廣東省共同管理的，為澳門發展提供較大的
空間，當中許多方面都是創新的，例如不同的法律、關稅、貨幣等，都需要兩
地互相融合。
他坦言，這些方面的工作現時仍處於估算、探索的階段，在推展有關工作的

過程中，立法會需要在立法工作上配合特區政府。
他相信，在制定與粵港澳大灣區和橫琴合作區相關的政策時，立法會與特區

政府亦能通過良性互動，合作無間，使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使澳
門的居民有更大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法律制

度不斷完善。澳門立法會主席

高開賢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作為澳門特區的立

法機關，澳門立法會一直堅守職責，做好立法與監督工作，全面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

與特區政府緊密配合。在助力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他表

示，立法會會在立法工作上配合特區政府，相信在

今後不斷的探索當中，定能進一步推進相關立法工

作，共同推動澳門繁榮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掃碼睇片

澳門立法會主席高開賢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堅守職責 做好立法與監督工作

行政立法良性互動
推動澳門經濟多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網報道，今年以來，一系列
內地與澳門往來便利政策措施實施，引領帶動澳門
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切實提升粵澳居民的幸福
感。
隨着12月2日澳門輕軌橫琴線開出首班車，以橫
琴口岸為樞紐，打通了澳門與內地的軌道交通。乘
輕軌往返橫琴和澳門，每6分鐘就開出一班，助力澳
門加速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便捷
的不只是軌道交通，「澳車北上」政策實施近兩年
來，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出入境的澳門單牌車已超過
250萬輛次，「一踩油門」逛灣區已成為出行新風
尚。
往來澳門的通關模式也在不斷提速，11月20日開
始，經珠海拱北口岸往來澳門，試行「刷臉代替刷
證」模式，旅客可秒速通關。今年5月實施的琴澳旅
遊團以團進團出方式多次往返琴澳措施，豐富了群眾
多元化旅遊需求。此外，內地赴澳門個人遊城市範圍
今年兩次擴增至59個，兩地居民雙向奔赴的熱情持續
升溫，為澳門發展注入強勁動能。
數據顯示，2024年前十個月，隨團入境澳門的旅
客 169.1 萬人次，同比增加 84.9%。澳門酒店業場
所的客房平均入住率 85.6%，同比上升 4.8 個百分
點。

漫步澳門歷史城區 觸摸文化交融脈搏

赴澳通關再提速
人員往來更便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澳門立法
會與特區政府間有監督、有合作的良性互
動，為推進澳門發展起到積極作用。澳門立
法會主席高開賢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坦言，在討論一般的法律時，由於會涉及到
不同階層、不同領域、不同的利益持份者的
要求，在審閱過程中可能存在比較多的爭
議。然而，在落實國家安全法方面，立法會
和特區政府有共識：國家好，澳門才好；如
果國家有問題，也會影響到澳門的發展。他
指出，在國家安全方面，社會上都有一個共
識，所以在通過國家安全法時都迅速一致。
他指出，澳門立法會一直配合特區政府施
政，特別是委員會討論立法的過程中，來自各
階層不同議員提出各方面意見時，政府會在充
分討論後選擇是否接納，若接納意見，便根據
意見修改法案；若不能接納，亦會在委員會中
作充分解釋，當雙方達至共識後，才會把修改
好的條文提交至立法會全體會議，再次作細則
性討論和通過。
在疫情後的經濟復甦中，澳門立法會與特區
政府的互動更為緊密。
高開賢表示，為了應對疫情對澳門經濟的衝
擊，立法會與政府共同制定了相關政策和法
律，為澳門的旅遊業和相關產業提供了新的發
展機遇，特別在設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後，
需要制定更多相關法律，在有關制度的銜接工
作上亦須不斷探索，相信在立法會和特區政府
的合作下，澳門能更好地利用好各方面的政
策，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打下更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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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開賢表示，作為澳門特區的立法機關，澳門立法會一直堅守
職責，做好立法與監督工作。圖為澳門立法會大樓。 資料圖片●澳門立法會主席高開賢接受媒體訪問。 視頻截圖

特稿 走進澳門歷史城區，彷彿打開了一
扇時空之門。碎石路的小巷、滿載

歷史的古老廟宇與教堂、融合了中西建築風格的
樓宇……訴說着這座城市400多年來的滄桑與輝
煌。回歸祖國後，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涵蓋媽閣廟、鄭家
大屋、三街會館等22座建築物和8塊前地。從明
清時期海上商貿的港口，到成為中西文化交匯的場
所，再到回歸後多元發展的特區，每一座建築、每
一條街巷的背後都有動人的故事。
澳門的標誌性建築大三巴牌坊就坐落於這片歷
史城區中。這是聖保祿教堂的遺蹟，僅存的正面
前壁如歷史的見證者，承載了澳門數百年的風
雨。每逢春節、國慶、回歸紀念日等，大三巴附
近便會成為舉辦活動的重要場所。澳門特區政府
常舉行「樂韻悠揚大三巴」音樂會，宣揚澳門世
界文化遺產魅力的同時與市民遊客同享悠揚樂
韻，共度美好佳節。
離開大三巴，步行十餘分鐘便來到葉挺將軍故
居，這座革命先驅的故居承載着民族獨立與解放
的記憶。回歸祖國後，為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特
區政府多次對其加以修葺並對外開放。「來之前
不知道葉挺將軍還在澳門生活過，這是澳門與祖
國聯結的鮮明見證。」一位來自內地的遊客說。

置身八角亭圖書館 有獨特舒適感
沿着老街漫步，一棟碧綠瓦頂、朱紅窗戶的八
角形中式小亭出現在街角。隱於鬧市的八角亭圖
書館原為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的書報室，是澳門
最早對外開放的中文圖書館，也是現存歷史最悠
久的中文圖書館之一。置身於這座「迷你」圖書
館中，有一種獨特的舒適感。這裏不僅是讀書學
習的場所，也是不少市民放鬆心情的好去處。
「這不僅是一座建築，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我
們希望通過它，讓更多人了解澳門的歷史與文
化。」澳門口述歷史協會副會長陳淑怡說。

崗頂劇院內部裝飾簡約典雅

在澳門歷史城區，常常會與各式建築不期而
遇，中國第一座西式劇院——崗頂劇院就是其中
之一。劇院外牆以綠色粉刷，間以白色的飾條，
再配以墨綠色的門窗及紅色屋頂，在崗頂前地一
片以黃色為主調的建築中顯得獨立鮮明又不失和
諧。劇院內部的裝飾簡約典雅，曾配備先進的舞
台設備，是當時欣賞音樂會、歌劇和戲劇的主要
場所。這座劇院在回歸後經歷過一次大規模修
復，特區政府本着修舊如舊的原則保持了原有的
建築風貌，是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典範。
近年來，為了更好延續老建築的生命，特區政
府不斷開拓文化設施空間及文物景點作為演出場
地：在崗頂劇院舉行「法朵之夜」音樂會、在鄭
家大屋舉辦環境舞蹈劇場……「這些文化項目給
觀眾帶來美的享受，也讓老建築重新煥發活
力。」特區政府文化局工作人員周劍明說。
遊覽澳門歷史城區，不僅是眼睛和心靈的享

受，還是味蕾的盛宴。幽深的巷子裏隱藏着無數
「寶藏」。豬扒包、葡式蛋撻、杏仁餅……這些
美食都能讓遊客感受到中外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英記茶莊傳承人：時間證老味道價值
順着一縷清悠的茶香，便能邂逅一家百年老
店。房樑上一塊略帶斑駁痕跡的木質招牌上寫有
「英記茶莊」四個大字，店內空間不大，布置得
古色古香，幾排整齊的貨架上陳列着普洱、鐵觀
音、茉莉花茶等多種茶葉。「我們一直做平價好

喝的茶葉，延續記憶中的味道。」英記茶莊的傳
承人盧石麟說，如今時代發展很快、新產品很
多，之所以堅持做傳統的味道，是因為「時間證
明了老味道存在的價值」。
這家茶莊所在的十月初五日街，是澳門歷史城

區中最具生活氣息的地方之一。無論是傳統的糕
點舖、手工藝店，還是街邊的飯館、零售店，都
散發着濃郁的市井氣息。盧石麟已經在這裏生活
了66年，他認為這棟老房子如茶葉一樣「有傳統
的味道」。對眾多像盧石麟這樣的澳門市民來
說，歷史城區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特區政
府通過修復和保護這些老建築，推動歷史文物與
現代生活的結合。「居民和特區政府共同做好老
屋子的保護工作對我們的片區很有益，對推動旅
遊發展也會起到積極作用。」盧石麟說。
在今年4月舉辦的歷史片區活化項目介紹會

上，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表示，特區
政府正逐步打造澳門歷史片區作為澳門獨特的文
旅目的地，實現以文化帶動關聯領域深度融合發
展，營造良好環境，讓不同行業共同受惠。
「我們會進一步完善澳門世遺建築的保護機

制。」特區政府文化局局長梁惠敏說，澳門正在
致力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
流合作基地。
在澳門歷史城區，無論是歷史愛好者、美食探
索者，還是尋求靈感的文化工作者，都能收穫一
份獨特的驚喜。 ●新華社記者 孟佳、郭雨祺

●橫琴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 資料圖片

●橫琴金融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