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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
林便良

（泉州市馬甲鎮）
逝世於十二月十日
現設靈於三寶顏市殯儀館La Merced 
Memorial Home
出殯於十二月十七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蔡型潭
（晉江坑東）

逝世於十二月十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二樓六號靈堂
出殯於十二月十九日上午

鄭少猛
（晉江市深滬鎮運伙村坑後）

十二月十三日逝世於晉江市深滬鎮運伙村
坑後片區本宅
現停柩於家鄉運伙村坑後本宅
擇訂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九點出殯 

洪王秋珍
（晉江市金井鎮玉山鄉頂柯坑村）

逝世於十二月十三日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館212號靈堂（Sanctuarium 212-
Hyacinth）
擇訂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八時出殯 

陳培維
（晉江深滬港阜村）

逝世於十二月十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於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二時

鄭麗卿
（同安縣高浦鄉）

逝世於十二月十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205號靈堂（Sanctuarium 205-
Angelica）
擇訂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出殯   

隱秀寺法蓮師示寂
善德信友定時助念

菲律賓加洛干市隱秀寺訊：加洛干隱秀

寺當家法蓮法師，世緣已盡，功行圓滿，於

2024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在念佛聲中安詳

捨報、辭塵離世。 現停靈在該寺涅槃堂。

法蓮法師生平對師長恭敬畢至，師長

囑咐的事情，沒有不依教奉行，盡力以赴。 

服務道場，總無怨歎的表現，而且非常熱心

助人，對待善眾，也是和樂相待。 如今捨

眾訣別，大家都感到依依難舍，決定在她這

最後一程，每天上午十時、下午二時，由請

法師、清姑領導大眾助念經咒，凝集大眾願

力，佛光接引蓮邦，親近彌陀、觀音、勢至

三聖，以及西方諸善士，同登極樂。 歡迎善

信們參加助念，共結法緣。

茲擇定於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點，

集眾讚頌告別，十點引發至亞蘭禮沓大道舊巴

士殯儀館火場場荼毘，以此奉告有關人士。

鄭一鋒丁憂
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訊：本總會鄭副

會長一鋒先生令尊鄭府少猛老伯父（原籍晉

江深滬運夥村坑後片區），慟於二○二四年

十二月十三日（農曆甲辰年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五）淩晨一時辭世於家鄉本宅，享壽

六十有九高齡。壽終正寢,哀悼同深。現停柩

於家鄉運夥村坑後本宅，擇訂十二月十七日

（農曆甲辰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二）上午

九時出殯火化於晉江青陽。

本總會聞耗，全體同仁深表哀悼，經專

函慰問一鋒先生，勉其節哀順變，並委託專

員虔獻花圈於靈前，以示哀悼，而盡會誼。

蔡型譚逝世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蔡企

劃委員型譚鄉賢，不幸於二○二四年十二月

十三日（星期五）下午九時左右，逝世於崇

基醫院，享壽六十五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士殯儀

館新樓，擇訂於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四）上

午出殯。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聞耗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並擇訂於十二月十八日（星期

三）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及出

殯之日執紼行列，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陳培維逝世 
 菲律賓晉江深滬鎮同鄉聯合總會訊：本

會陳諮詢委員培維鄉賢(原籍深滬鎮港阜)，

不幸於二O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午十二時

二十四分壽終於菲律賓崇仁醫院，亨壽七十

有八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擇於十二

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二時岀殯火化於聖國殯

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已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爰訂於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

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敬請準時

參加獻花祭禮及越日送殯執紼行列，以表哀

思，而盡鄉誼。

陳培維逝世
旅菲深滬同鄉會總會/菲律濱晉江深滬商

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陳培維鄉贤(原籍晉江

深滬港阜)，亦即理事陳著勇、理事陳著善、

欣欣賢昆玉令先尊，不幸於二O二四年十二

月十四日中午十二時二十四分壽終於崇仁医

院，亨壽七十有八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樓下(Sanctuarium RM. 101 ) 靈堂。擇訂於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二時岀殯火化於聖

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本會訂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

七時三十分在其靈前舉行獻花儀式，務希全

體理監事准時參加，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陳培維逝世
菲律濱深滬潁川陳氏宗親總會訊：本會

常務顧問陳培維宗長(原籍晉江深滬港阜)，

亦即副理事長陳著勇，理事陳著善、欣欣賢

昆玉令先尊，不幸於二O二四年十二月十四

日中午十二時二十四分壽終於崇仁医院，亨

壽七十有八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樓下

(Sanctuarium RM. 101 ) 靈堂。擇訂於十二月

十八日(星期三)中午二時岀殯火化於聖國殯儀

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本會訂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

七點在其靈前舉行獻花儀式，務希全體理監

事准時參加，以表哀思，而盡宗誼。

陳培維逝世
旅菲深滬港阜同鄉會訊：本會永遠名

譽理事長培維鄉贤，亦即副理事長陳著勇，

理事陳著善鄉賢令先尊，不幸於二O二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十二時二十四分壽終於崇

仁医院，亨壽七十有八高齡。老成凋謝，軫

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RM. 101 ) 靈堂。擇訂於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二時火化於聖國殯

儀館聖樂堂。 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為軫悼陳培維鄉賢生前愛國愛鄉，熱心

同鄉會會務，謹訂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七

日下午七點在其靈前舉行獻花儀式，務希全

體理事准時參加，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洪其仁喪偶 
旅菲龍窟同鄉會訊: 本會洪名譽顧問其

仁先生尊夫人,洪府王秋珍夫人(原籍晉江巿

金井鎮玉山鄉頂柯坑村),不幸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三時壽終內寢,享壽七十

有六高齡. 寶務星沉, 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

順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一二室

(Sanctuarium 212-Hyacinth) 靈堂,擇訂於十二月

十八日 (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 安葬於甲美地

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

蔡型潭逝世
岷里拉坑東同鄉會訊：本會蔡秘書長型

潭鄉賢，不幸於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

午九時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六十五齡。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巴示殯儀館二樓六號靈堂，擇訂十二

月十九日（星期四）上午出殯。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融入中國式現代化 實現自身更好發展
——澳門與祖國共享發展繁榮紀事

新華社記者郭鑫、周文其、李寒芳
澳門名勝大三巴牌坊前，遊人往來如

織，在鏡頭下定格美好的旅行記憶；金光會

展中心和綜藝館內，各式展覽、演出輪番亮

相，吸引滿滿人氣；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裡，

年輕創客圍坐一起，追逐夢想的腳步從未停

止……時值冬季，這座中國南海邊的古城煥

發著勃勃生機。

回歸祖國25年來，在「一國兩制」方

針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

持下，澳門實現向現代化國際都市的華麗轉

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社會各界攜手並

進，積極探索適合自身的發展路徑，在經

濟、民生等領域取得顯著成就。與此同步，

澳門不斷深化與祖國內地的交流合作，深度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

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時代偉業中，與

祖國同進步、共繁榮，展現前所未有的豪邁

情懷。

背靠祖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
站在澳門新城A區眺望，毗鄰港珠澳大

橋，一座嶄新的橋樑——澳門大橋在澳門海

面上騰空而起。

兩個多月前，這一澳門首條雙向八車道

跨海大橋建成通車，成為連接澳門半島和仔

的第四條跨海大橋，不僅便利了民眾出行，

也更加暢通了澳門的經濟血脈。

回歸前，澳門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如

今，輕軌穿梭於城區之間，高等級公路四通

八達，跨海大橋雄偉壯觀，旅遊塔、中葡綜

合體等地標建築鱗次櫛比。它們不僅構成了

澳門的新景觀，更見證了這座城市的發展繁

榮。

回歸之初，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為519億澳

門元（1澳門元約合0.12美元），2023年已增

長到近3795億澳門元。2023年底，澳門居民

存款總額逾7000億澳門元，較1999年增長8倍

多。25年間，澳門從一座寂靜冷清的海濱小

城躍升成為亞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澳門逐漸擺脫

博彩「一業獨大」，產業結構邁向多元、協

調、可持續，發展腳步更加紮實有力。

「在過去25年裡，澳門在『一國兩制』

方針下取得了顯著發展。」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賀一誠說，經濟適度多元的重點產

業占總體經濟的比重逐步上升，經濟結構日

趨多元穩健。

在特色金融領域，澳門持續發力，與橫

琴及大灣區其他城市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不

斷加深，跨境金融服務持續優化，資金跨境

流動渠道更加暢通。澳門憑借得天獨厚的優

勢，積極扮演中國對外合作「精準聯繫人」

角色，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發揮不可或缺

的節點作用。

中西交融的文化、琳琅滿目的美食、別

樣風情的建築……獨具特色的旅遊業是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特區政

府致力於向世界展現澳門魅力，吸引海內外

遊客前來感受這座城市的深厚底蘊。

1999年，僅700萬人次旅客訪澳，而今

年截至12月7日，這一數字已達3254.5萬。如

今，澳門是全球世界文化遺產最集中的城市

之一，正著力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在中

國旅遊研究院2024年第一季度調查中，澳門

獲評內地出境旅遊者最滿意的目的地。

本月初，面積9.4萬平方米的「澳門戶外

表演區」在仔試營運。這裡將作為大型演藝

活動場地，舞台跨度可達100米，容納觀眾超

5萬人。這是澳門打造「演藝之都」的最新舉

措。

「近幾年澳門演出活動非常多，不少

大型演唱會選在澳門舉辦。無論軟件還是硬
件，澳門都非常適合辦演出。」澳門歌手劉
乃奇興奮地說。今年「灣區升明月」「Time 
Music時光音樂演唱會」等大型演出在澳門舉
行，他都有幸參加。「現在很多內地和海外
遊客來澳門，就是專門為了看演唱會。」

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澳門藝術節、中
葡文化藝術節等活動吸引八方遊客，格蘭披
治大賽車、澳門國際馬拉松、澳門國際乒聯
世界盃等賽事精彩紛呈……澳門通過舉辦文
化藝術節、展覽、體育賽事等活動，擦亮國
際大都市的「金名片」，在推動中外文化交
流的同時也帶旺了人氣和消費。澳門特區政
府數據顯示，2023年，政府及民間舉辦的各
項藝文活動參與人次接近2000萬，綜合度假
休閒企業大型演唱會等活動觀眾達100萬人
次，產生約11億澳門元票房。

過去幾年，儘管遭遇疫情衝擊，但澳門
特區政府及時出台一系列舉措推動經濟恢復
向好。今年前三季度，澳門本地生產總值達
3010億澳門元，按年實質增長11.5%。

2 0 2 3 年 1 1 月 ，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公 佈 了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
（2024—2028年）》，圍繞「一中心、一平
台、一基地」建設目標，提出「1+4」經濟適
度多元發展策略，從政策、人力、財力等方
面多管齊下，推動重點產業板塊快速發展。
這是澳門歷史上首個全面系統的產業發展規
劃。數字是最有力的證明：非博彩業在澳門
本地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正逐漸提升，到2023
年已超過六成。

澳門作為開放程度極高的外向型微型經
濟體，資源稟賦缺乏，但回歸祖國以來25年
間，各項主要經濟指標闊步邁入全球前列，
民生福祉大大提升，創造了「澳門奇跡」。

「澳門加快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不僅提
升自身經濟實力和競爭力，更可在服務國家

戰略及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發揮出更大作

用。」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葉桂平說。

共享時代機遇，更好融入國家大局
時近年末，澳門會計專業聯會會長容永

恩正籌劃著2025年如何在橫琴開展工作。今

年11月1日起，關於港澳涉稅專業人士在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執業的政策正式實施，容永

恩是首批取得執業資格證的人士。「我非常

榮幸，將努力推動澳門會計界更深度參與深

合區建設。」容永恩說。

回歸祖國25年來，澳門創造了發展奇

跡，離不開中央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同

時，澳門積極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主動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15年前，橫琴開發因澳門而生，擔負

起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使命。2021

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出

台，琴澳一體化加速推進。

截至2024年9月，在橫琴生活居住的澳門

居民達16539人，同比增長19.1%；澳企總數

達6461家，比深合區成立時增長39.3%。

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

說：「橫琴在未來將是澳門發展的重要推動

力。」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高質量共建「一

帶一路」為澳門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為此，

澳門成立了融入國家發展工作委員會，推動

與內地在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深度合

作。

澳門與粵港共同開發「一程多站」精

品旅遊路線，促進大灣區與葡語國家商貿

合作，推動大灣區與世界各國開展文化交

流……近5年來，澳門著眼「一中心、一平

台、一基地」定位，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和

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發揮海上絲綢之

路重要節點功能。

在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實現

個人發展，是許多澳門人的共同選擇。

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裡，青年創業者

聚在一起商討業務，忙得不亦樂乎，一旁的

展櫃擺滿了各種創新產品。加速器區、路演

區、會議室……中心豐富有序的空間設置，

為創客們搭建起成就夢想的舞台。

為配合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澳門特區

政府經濟及科技發展局設立了青年創業孵化

中心，已累計孵化項目500多個，服務澳門創

業青年2600餘名。

吳鴻祺是澳門博維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執

行董事，當下正與團隊全力攻克一項技術難

關。從澳門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後，他毅然

放棄博彩業高薪吸引，選擇自主創業，立志

在科技領域深耕細作。

博維科技已為澳門特區政府、眾多企業

及高校提供了網絡基建、信息安全服務，並

成功建立了澳門首個24小時不間斷的本地化

網絡安全運營中心。

吳鴻祺和同事用實際行動證明，澳門人

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助推澳門乃至國

家的發展進步。

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澳門同胞始終

心繫祖國，致力以「澳門力量」參與國家建

設，助力社會進步。

地處中國西南的貴州省從江縣曾是國家

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教育基礎設施薄弱等

是制約當地發展的重要因素。2018年，澳門

特區政府、澳門中聯辦與貴州省簽署協議，

開啟澳門對口幫扶從江的歷程。

實施對口幫扶以來，澳門集結多方力

量，籌措數千萬資金投入從江縣的教育、醫

療等民生領域，讓當地群眾受益。

澳門居民清晰認識到澳門發展離不開國

家支持，年輕人分享新時代改革開放發展機

遇，在成長中增強了對國家的歸屬感、對強

國建設的參與感。

葉桂平明顯感受到這種社會氛圍。教學

過程中，他發現越來越多澳門學生對橫琴、

大灣區以至內地其他地區的建設發展表現出

濃厚興趣。「他們積極關注深合區政策動態

和產業發展，主動瞭解相關實習、就業和創

業信息。」葉桂平說。

貢獻澳門所長，助力中國式現代化
澳門創憶健康科技創始人黃茵回憶創業

初期的選擇時說，將國家發展大局和個人創

業目標相結合，讓她最終決定在橫琴播種、

扎根。

「我們搭建起澳門與內地優秀醫藥資源

互通橋樑，借助澳門中葡商貿平台優勢，將

中醫藥產品與文化推廣至葡語國家。」黃茵

帶領企業搶抓機遇，快速起飛。

澳門這座國際化都市以開放的營商環

境，成為眾多創業者心中的理想之地。中央

政府的全力支持，特別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的成立，更為澳門發展插上了高飛的羽

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

回歸祖國25載，澳門特別行政區成就斐

然。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澳門面臨

挑戰依然很多，發展任務依然繁重。緊緊把

握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機遇，發揮粵

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作用，加快推動高質量

發展，以澳門所長助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是擺在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面前的必答

題。

澳門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局

長張作文說，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

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

制對接。

澳門特區政府也在不斷推進這方面工

作，「相信未來澳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

作將更加密切，融合程度會越來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