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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長者學新技術 助力智慧城市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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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12月20日），澳

門將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

十年前，澳門回歸祖國15周

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來到

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對澳門青年開拓「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寄

予厚望：「這項事業需要繼續探索、繼續發展。這項任務將歷史

地落到你們肩上。希望青年人勇於擔當、奮力開拓。」十年後的

今天，多名澳門青年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澳門回歸祖

國以來，澳門的治安、經濟、生活質量等都有飛躍的發展，這些

都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故事。他們表示澳門青年可憑

藉自身的努力，在各領域種下耕耘的種子，相信總有一天，種子

會發芽，世界都可以看見澳門，澳門在世界上愈來愈有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澳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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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橋助年輕人北上
過來人籲做勇敢「建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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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手記

從事零售業的陳先生說，自1999
年澳門回歸祖國後，澳門發生

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近幾年的變
化更是巨大。「我過去一直協助中
小企業做設計，然而在網上服務興
起後，愈來愈多企業在網上尋找設
計，我便順應時勢轉型，改做生活
用品的生意。」
他認為，當社會有重大變化，如
電子化普及、疫情的爆發等，都是
機遇與困難並存的，而澳門青年有
着善於變通、勇於嘗試的品質。隨着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愈來愈好，澳門
青年得到的機遇定必愈來愈多，相信
澳門青年都能克服困難，把握機遇，
勇於嘗試，闖出一片天空。

教育資源增 內地學府廣招澳生
從事青年事務的王先生認為，對
於澳門青年而言，回歸後最大的變
化，就是教育資源上的增多。他舉
例說，自己是2009年保送至內地升
學，當時全澳門保送至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的名額總共不足10個，而
從2017年開始，清華及北大每年在
澳門招收保送生增至各20名，其他
內地頂尖學府在澳門的招生也已翻
倍增長，給予澳門學生更多到內地
深造的機會。
他表示，過去澳門只是彈丸之
地，機會有限，然而近年隨着橫琴
合作區，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的迅速
發展，青年可擁抱的機遇日漸增
多，他希望所有澳門青年都能勇敢
踏出第一步，在各自領域努力耕
耘，共同譜寫澳門新篇章。
從事網上平台工作的Emily說，澳

門在回歸後，普通市民感受最強烈
的就是治安的明顯好轉。她認為，
安全是社會發展的非常重要基石，

如果每人都要擔心人身、財產安
全，便不可能有心思享受生活，努
力工作，發展經濟。「之前在加拿
大讀書，並曾到世界各地遊玩，相
比之下，發現澳門、內地的治安絕
對遙遙領先，亦標誌着澳門市民的
生活愈來愈好。」
談及對未來的期望，Emily直言希
望澳門未來有更多優秀的成功人士，
讓世界各地的人看見澳門的光芒。她
舉例，澳門武術項目運動員李禕在第
十九屆亞洲運動會女子長拳項目比賽
中勇奪冠軍，成為澳門首位獲得亞運
金牌的女選手，近年亦有澳門青年獲
聯合國聘用等。「我明白，讓澳門轉
眼間名揚天下並不容易，但相信每名
青年從現在開始種下耕耘的種子，總
會有收穫的一天，讓澳門在世界上愈
來愈有影響力。我真希望這樣的事例
會愈來愈多。」

在澳門這座東西文化交融的城市

裏，香港文匯報記者接觸到了許多

充滿活力的青年，他們既有對當下生活的滿足和感恩，

也對澳門的未來發展充滿憧憬，更是對機會充滿渴望。

這些情緒在他們身上交織，形成了一幅生動的青春畫

卷。

與這些青年交流，讓記者深刻感受到了他們積極向上的

生活態度。他們中的許多人，雖然面對着競爭激烈的就業

市場和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但從未放棄過對夢想的追

求，並為此努力學習新知識，提升自己的技能，希望能在

這座城市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為澳門的繁榮發展貢獻

自己的力量。

這些青年對澳門的熱愛和自豪之情，也令記者深受感

動。他們渴望讓世界更多地看到澳門美好的一面，會因

為有澳門青年獲聯合國聘用而激動不已。他們用自己的

方式，通過社交媒體、文化交流活動等，向世界傳遞着

澳門的故事，讓這座城市的光芒更加耀眼。

感激國家作為澳門堅實後盾
在追求夢想和熱愛家園的同時，這些青年也從未忘記

對現時生活的感恩和滿足。在澳門回歸祖國 25 周年之

際，他們都非常感激國家作為澳門堅實的後盾，全方位

支持澳門的發展。這種感恩之心，讓他們在面對困難和

挑戰時，能夠有着自己的底氣，保持樂觀和堅強，不斷

前行。

與這些青年的接觸，讓記者感受到他們正是這座城市的

活力之源，也是推動澳門不斷向前發展的希望。他們當

中，大多數都在進入社會之初，嘗試過不同類型的工作，

承受過不同的挫折與磨難，然而每一名青年的臉上都洋溢

着自信，他們確信通過自己的積極努力，明天將會更加美

好。

這種自信心態，對時下不少港青來說是十分值得借鑒，

正能量、積極進取、熱愛家園、學會感恩、關注社會……

只有這樣，才能跟社會一起前行，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走

得更遠、更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澳門，這個曾經以博彩業和旅遊業為龍
頭的特區，近年來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從一個不起眼的小漁村，到如今成為
世界知名的旅遊勝地，澳門的每一步變化
都鐫刻着時間的痕跡。澳門青年發展服務
中心副總幹事施妮娜近日帶着香港文匯報
記者遊覽沙梨頭街市市政綜合大樓及沙梨
頭圖書館，介紹澳門在回歸後的變化，
「青年們在變化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尤其是在智慧城市的建設和推廣
上。」
走進這座市政綜合大樓，可以清晰地感
受到地區的變化。從昔日的水上人家、小
漁村、普通的海鮮市場，變成如今普及電

子支付、集聚各地美食及設施齊備的社區
綜合大樓。
施妮娜說，這些變化不僅體現在建築

上，更體現在居民的生活方式上。智慧支
付、電子商務、智慧城市等新興概念和技
術正在逐漸融入澳門人的生活。
她介紹，澳門在回歸後變化很大，特別
是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一直致力建設智
慧城市。她舉例指，澳門政府早前推出
「全城消費嘉年華」，市民逢星期一至五
作電子消費，便能獲派一些獎券，這些獎
券可在周末在全澳門使用，還會疊加優
惠。此外，澳門特區政府還推出了電子支
付平台、外賣平台、日常生活平台，許多

資料都可以在手機應用程式中查
詢到，非常方便。

幫老人家跨越數字鴻溝
然而，在這個快速變化的過程

中，長者們往往因不熟悉新技術
而面臨種種困難。施妮娜憶及，
在電子化推廣之初，青年能迅速
掌握眾多應用程式，但長者卻擔
心這些現代科技會洩露個人資料
或造成金錢損失，「青年們發揮
了關鍵作用。」當時從事地區服
務的施妮娜回憶，澳青不僅自己
熟練使用新技術，還積極向長者

們宣傳和推廣。
「我們通過義務工作、社區活動等形

式，耐心地向長者們講解手機應用的使用
方法、電子支付的優勢和安全性等，用自
己的實際行動，幫助長者們跨越了數字鴻
溝，讓他們也能享受到智慧城市帶來的便
利。」她說，這種互動不僅增進了不同年
齡層之間的理解和溝通，也讓澳門的社區
更加和諧、包容。
除了幫助長者適應新技術外，澳門青年

還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積極為城市的智能化發展獻計獻策。無論
是在智慧交通、智慧醫療還是智慧教育等
領域，都能看到青年們的身影。「青年用
自己的智慧和熱情，為澳門的智慧城市建
設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動力。」

青年為城市智能化注新活力
總的來說，澳門的社區變化與青年在智

慧城市發展中的關鍵作用是密不可分
的。青年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澳門
的智慧城市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
不僅讓長者們享受到了智慧城市帶來的
便利，也為城市的智能化發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和動力。施妮娜表示，在未來的
日子裏，期待更多青年們能夠投身於智
慧城市的建設中，為澳門的繁榮和發展
貢獻力量。

「以前是沒得選，現在是選擇太
多。」澳門愛國教育青年協會創新
創業委員會委員長傅騰龍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澳門回歸
祖國以來，發展愈來愈好，企業及市
民獲得的機會亦愈來愈多，「可以
說，青年是澳門回歸後發展成就的
親歷者、受益者，未來也要成為澳
門美好生活的創造者、建設者。」
他認為，青年應該主動出擊，遇到
困難要想辦法解決，成為澳門的
「建設者」，從而實現個人理想和
價值。
1999年 12月20日，澳門終於回歸
祖國的懷抱。這一天，亦是傅騰龍難
以忘懷的一天，「所有同學都希望到
現場觀禮，然而名額有限，自己最終
未能如願。但即使只是在電視機前觀
看直播，澎湃激動的心情依然難以掩
蓋，對日後的生活和機會充滿期
待。」
回歸以來，澳門在經濟發展方面取
得了巨大進步。但傅騰龍也意識到，
隨着時間的推移，澳門本地的發展空
間逐漸變得有限。為此，他選擇前往
內地創業，尋找更多的發展機遇。在
內地的數年間，他親眼見證了粵港澳
大灣區的融合程度日益加深，即使身
在澳門，也能抓住內地乃至國際市場
的無限可能。
2017年，傅騰龍毅然回到澳門，並
發起成立了澳門愛國教育青年協會。
該協會旨在幫助有志創業的澳門青年
銜接內地資源，了解內地文化，並為
他們搭建溝通的橋樑。他說，隨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
台，愈來愈多的澳門青年開始將目光
投向本土，尋找屬於自己的發展空
間。

培訓澳青直播技能 援中小企投身內地
傅騰龍並創立了澳門直播服務中
心，為澳門青年提供直播技能培訓，
並為中小企業提供跨境電商一站式服
務，以及與內地互聯網平台建立了緊
密的合作關係，助力中小型企業向內
地乃至全球市場延伸。他認為，中小
型企業是澳門未來經濟的重要增長
點，發展機遇無限，「以前是沒得
選，現在是選擇太多。」
然而，傅騰龍也清醒地認識到，在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澳門必
然會遇到一些困難和挑戰，「青年人
不能『坐等花開』，要成為勇敢的
『建設者』，面對困難，積極尋求解
決之道。」
他以自己創業的例子來說，過去澳
門一些產品寄往內地還需要經過香港
轉運，成本高昂且時間不確定。為解
決這一問題，他與各方合作協商有關
物流基建的搭建，歷時兩年半，最終
從根本上解決了物流難題。
展望未來，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
為澳門青年們提供無窮的機遇，青
年人應多關注國家的最新政策，了
解國家及澳門的未來發展方向，同
時也應多到內地走走，積極拓展人
脈和視野，「愈貼近國家發展需
要，愈能發揮澳門自身所長，才會
愈接近成功。」

●王先生認為，澳門青年在回歸後的
教育資源愈來愈多。 受訪者供圖

●Emily希望澳門未來有更多優秀成
功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傅騰龍鼓勵青年多到內地走走，積極拓展人脈和視野。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施妮娜認為，澳門青年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中發揮
了重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澳門青年期盼憑藉自身的努力，讓世界看見澳
門。圖為夜幕下的大三巴。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