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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水仙時光
李鴻擇

冬日的寒意，像一層薄紗輕輕覆蓋了大地。庭院
裡，萬物似乎都在靜候著春天的到來，唯有那一盆水
仙花，在寒冷中悄然吐露芬芳。

這盆水仙並非來自名貴的品種，而是普通的球根
植物，然而它的美卻絲毫不遜色于任何珍稀花卉。它
生長在一個樸素的陶土花盆中，白色的花瓣如同初雪
般純淨，黃色的心蕊點綴其間，宛如點點星光。葉片
細長而挺拔，像是用最細膩的翡翠雕琢而成，它們簇
擁在一起，既有著集體的力量，又不失個體的優美。

當第一場雪降臨時，我便將它搬進了室內，放置
在窗台邊。從那時起，每天早晨醒來，我的目光總是
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那裡。水仙花靜靜地站在那裡，
彷彿一位等待出嫁的新娘，充滿了期待與羞澀。它並
不急于展示自己的美麗，而是在時光的流逝中慢慢積
蓄力量，直到某一天，突然間綻放出了令人驚艷的光
彩。

「一寸相思一寸灰。」這句話不知為何總是在
這樣的時刻浮現在心頭。或許是因為在這漫長的寒冬
裡，人們更容易陷入對往昔的回憶之中吧。記得小時
候，每逢過年，家裡總會養上幾盆水仙花。那時候的
日子雖然簡單，但卻充滿了溫馨與快樂。長輩們圍坐
在一起包餃子，孩子們則在一旁嬉笑玩耍。而那盆水
仙花，則成為了整個家庭共同關注的對象。大家都會
耐心地等待著它開花，每一次新芽的出現都會引起一
陣歡呼聲。如今，那些美好的場景早已成為記憶的一
部分，但每當看到水仙花開時，心中那份溫暖的感覺
依舊未曾改變。

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水仙花越開越盛，幾乎
佔據了整個窗台的空間。陽光透過玻璃窗灑落在花瓣
上，折射出五彩斑斕的顏色。偶爾有風吹過，花朵
輕輕搖曳，散發出淡淡的香氣。這種香不是濃烈刺鼻
的那種，而是帶著一絲清新與淡雅，讓人感覺心曠神
怡。在這個快節奏的社會裡，我們常常忽略了身邊細
微的美好事物，而在這樣一個安靜的角落裡，水仙花
卻用自己的方式提醒著我們，生活中的點滴幸福其實
就在眼前。

「春心莫共花爭發。」水仙花不與百花爭艷，
它選擇了在寒冬時節獨自開放。這種選擇不僅需要勇
氣，更需要一份超然物外的心態。它不像其他花卉那
樣追求短暫的輝煌，而是默默地積攢能量，在最合適
的時間展現最美的自己。正如人生一樣，有時候我們
需要學會等待，等待那個屬於自己的時機到來；同時
也要保持內心的平靜，不讓外界的喧囂干擾到自己的
步伐。

窗外的世界依舊寒冷，但屋內卻因為有了這一盆
水仙花而變得格外溫暖。每次走過窗前，我都會忍不
住停下腳步，凝視著這些潔白如雪的花朵。它們不僅
為這個單調的季節增添了一抹亮色，更重要的是給予
我心靈上的慰藉。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背景下，能
夠找到一片寧靜之地，與一朵花相伴，感受生命的奇
跡，實在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

冬日的煙雨情致
董雲璐

故土冬日，少了北地凜冽的寒意，卻多了獨有的溫潤

與婉約。空氣裡氤氳的濕氣，讓週遭的景致變得朦朧而又柔

和，仿若輕紗覆蓋，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當這層水霧凝結

成珠，便化為一場場細雨，悄然降臨于這片土地之上。

故鄉的冬日，往往與雨相伴。即便是在寒冷的季節，也

常常是連綿不斷的陰雨天氣。與北方漫天飛舞的雪花相比，

這裡的冬雨更顯細膩、溫和。它無需雕飾，卻自有一番獨特

的韻味。每當細雨霏霏之時，我總愛獨自漫步于古鎮的街頭

巷尾，因為在這樣的煙雨之中，古鎮呈現出最為寧靜而美好

的姿態。

雨中的小巷，青石板路面在雨水的浸潤下泛著柔和的光

澤。踏著這條熟悉的小道前行，古建築靜靜地佇立兩側，屋

簷下的雨珠滴滴

答答落入青石板

上，激起細微的

水花。這聲音清

脆悅耳，彷彿能

洗淨心靈上的塵

埃，使人忘卻世

俗的紛擾。

走過曲折的

小巷，雨幕下的

河流更顯深邃與幽靜。水面輕輕蕩漾，蕩起一圈又一圈細膩

的波紋，向外緩緩擴散。這些波紋如同時間的印記，記錄著

過往的故事。岸邊的柳樹在雨中輕輕搖曳，柔軟的枝條偶爾

觸及水面，激起一圈圈漣漪，意境悠遠，令人陶醉。

此刻，若能找到一座古樸的亭閣，邀請三兩知己，圍

爐烹茶，便是冬日時節最雅致的享受。茶香裊裊升起，與友

人暢談家常，分享生活的點滴。在這份寧靜與和諧中，時光

似乎變得緩慢而美好，心中無憂無慮，正是世間難得的好時

光。遠處，雨中的湖面似披上了輕盈的紗幔，那紗幔隨風輕

擺，整個水面都籠罩在一種朦朧的美感之中。湖面上的小船

緩緩划行，槳聲與雨聲交織在一起，營造出一幅如詩如畫的

景象。

此情此景，不禁讓人想起那句古詩：「青箬笠，綠蓑

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眼前的這一切似乎都在提醒我們放

慢腳步，享受這一刻的寧靜與美好。時間在這裡似乎停滯不

前，展現了一個歲月靜好、充滿詩意的世界。

除了這份詩意，故鄉的冬雨還給予我絲絲暖意。它像

一股溫柔的暖流，緩緩滲透進我的心田。在這樣的冬雨中

行走、思考、感悟，彷彿可以觸及那些被時光遺忘的美好片

段。那細如髮絲的雨滴，在風中傾斜的姿態，令人頓生憐愛

之情。故鄉的冬雨，以其特有的柔情與細膩，讓人久久不能

忘懷，深受感動。

這般多情的美景，怎不叫人流連忘返？我只願每年都能

重逢這片煙雨中的故土，感受那份婉轉多情的韻味。即使未

來的日子充滿了未知，只要心中存留著這一份溫柔的記憶，

便已足夠。

冬晨的羊湯情緣
王昱琨

寒風凜冽的冬日，一碗羊湯的香氣，便是最貼心的慰

藉。每遇風雪交加，天地一片蒼茫，這碗湯的醇厚便如同一

束光，瞬間融化了心間的冰霜，傳遞出無盡的暖意。對我而

言，羊湯不僅是一道傳統的美食，更承載著我對北國寒冬的

深情回憶，是我求學歲月裡無法抹去的一抹溫暖。

當晨光尚未破曉，街角的羊湯鋪已燈火通明。燉煮羊

肉，烘烤麵餅，老闆娘裹著厚重的棉衣，在灶台前忙碌，身

影如旋轉的陀螺，一刻也不停歇。

隨著火候漸旺，她精心調入各式香料，直至肉質酥

軟，湯色濃郁。升騰的蒸汽與肉香交織，形成一道白茫茫的

屏障，隨風輕擺，彷彿有股神奇的力量，輕柔地喚醒了沉睡

中的味覺。無論是匆匆趕路的上班族，還是晨練歸來的老

人，抑或是背著書包的學生，都被這股誘人的香氣所吸引，

紛紛踏入這家小鋪。

步入店內，彷彿穿越到了另一個溫暖的世界。爐火上

的大鍋蒸騰著熱氣，猶如戴了一頂輕盈的白紗帽。羊湯在鍋

中緩緩沸騰，每一個氣泡的破裂都顯得那麼細膩而生動。有

時，我早早來到這裡，外面依舊寒風刺骨，而屋內卻靜謐得

只剩下羊湯燉煮的聲音。

仔細聆聽，那氣泡破裂的聲音、熱氣上升的聲音，就

像是手指輕輕拂過耳畔，帶來家的溫馨與安心。每當氣泡湧

動，都會散發出誘人的香氣；每當熱氣升騰，都會帶來陣陣

暖意。老闆娘在忙碌之餘，總會為顧客盛上一碗熱騰騰的羊

湯，湯色如牛奶般潔白，羊肉片則像是幾葉小舟，靜靜地漂

浮在湯麵上。撒上一把蔥花和香菜，滴入幾滴辣椒油，一碗

美味的羊湯便呈現在眼前。舀一勺入口，濃郁的滋味瞬間瀰

漫口腔，羊肉的鮮美與香料的香氣在舌尖交織，令人回味無

窮。每一口都是對寒冷的告別，每一次吞嚥都帶來溫暖，讓

人在享受美食的同時，忘記了冬日的嚴寒，充滿了前行的力

量。

在北方求學的日子裡，為了這一碗羊湯，我成了老闆

娘店裡的常客。久而久之，我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她

總是額外給我多加一些羊肉，隨意續滿的濃湯讓我感到格外

溫暖。閒聊間，她曾對我說：「早上吃得飽飽的，才能好好

讀書。年輕人要多吃多學，將來才能為社會多作貢獻。」這

番話，如同羊湯一樣溫暖人心，滋養身心。每次喝完羊湯，

走出小店，她的鼓勵與我滿腹的熱湯一同流淌在血脈中，讓

我以最佳的狀態迎接一天的學習。

儘管離開了北方，但那段求學歲月中的冬日清晨，以

及那一碗碗熱騰騰的羊湯，始終如星辰般閃耀在我的記憶

中。

它們不僅是寒冷世界裡的一絲溫暖，也是孤獨旅途中

的一份陪伴。

在品嚐美味與感受溫暖的同時，它們也時刻提醒著

我，無論身處何方，都不能放棄追求進步與奮鬥的目標，激

勵著我勇往直前。

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澳門如何發揮「平台作用」？
——專訪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前副秘書長姍桃絲

中新社澳門12月17日電　澳門自1999年

回歸祖國以來，始終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交流

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作為一名土生葡人，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簡

稱「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前副秘書長姍

桃絲親歷澳門回歸祖國25年來發生的巨大變

化，及「中葡論壇」的成立和發展。

近日，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姍

桃絲，探討澳門如何憑藉國家支持和自身優

勢，更好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交流與

合作。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1999年12月20日，中國政

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作為土生葡人，您

決定留在澳門的原因是什麼？澳門最吸引您

的地方在哪？

姍桃絲：我出生在澳門，我的祖父和外

祖父是葡萄牙人，祖母和外祖母是華人，在

葡萄牙讀完大學後我回到澳門，開始進入當

時的澳葡政府工作。

澳門回歸前夕，在澳葡政府工作的土

生葡人面臨三重選擇：加入葡萄牙的公務員

編製；工作年滿15年的，可以領取一次性補

償金後離職，服務年滿30年的，可以提前退

休；留在澳門，為澳門特區政府工作。

我思慮再三後還是決定留下，因為這裡

是我的家，我的家人都在澳門生活，我的根

在這裡。澳門的文化包容性讓來自不同背景

的人們能夠相互理解，建立深厚的聯繫，真

正實現交融。在澳門，語言並不會成為溝通

障礙，很多人能夠流利地使用葡語、英語、

粵語和普通話。另外，我在與當時即將成立

的特區政府接觸時，充分感受到他們對土生

葡人的善意、理解和尊重。最後，不僅我留

了下來，我的其他兄弟姐妹也一起留了下

來。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澳門回歸25年

來的經濟發展，以及澳門在促進中國與葡語

國家交往交流中取得的成就？

姍桃絲：澳門回歸後，在時任特區行政

長官何厚鏵的提議下，中央支持澳門特區成

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經貿交流的平台。

2003年，由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商務部）主

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承辦的「中葡論

壇」在澳門成立，我也被委任為中葡論壇籌

備辦公室主任。

同年，第一屆「中葡論壇部長級會議」

順利舉行。來自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

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葡萄牙、東帝汶等葡

語國家的部長級官員們齊聚澳門，共商經貿

合作。自此，澳門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

台作用，得到這些葡語國家的認可，土生葡

人對澳門社會的獨特作用也得到更多認可。

2003年至今，越來越多葡語國家看到了

澳門的平台作用，選擇澳門作為橋樑，把產

品推廣到中國內地這個龐大市場，也對內地

的產品和服務表現出濃厚興趣。澳門在推動

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交流與合作方面作出了顯

著努力，包括促進經貿合作、服務交流、培

訓項目以及旅遊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澳門

拉近了不同文化間的距離，為各國人民的相

互理解與友誼搭建了橋樑。

 中新社記者：在過去25年中，您認為中

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的關鍵領域有哪些？澳門

如何發揮其制度優勢？

姍桃絲：澳門在推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

作中發揮的獨特作用，主要體現在中國與葡

語國家經貿合作方面。「中葡論壇」成立以

來，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貿易額從2003年的110

億美元增加至2023年的2209億美元，增長了

約19倍。中國與葡語國家間貿易發展迅速，

澳門的平台和橋樑作用日益增強。

澳門一方面有背靠祖國的優勢，另一方

面和葡語國家有天然的聯繫。很多葡語國家

企業家對內地投資環境瞭解不足，而澳門有

不少中葡雙語人才和熟悉雙方經貿、法律制

度的專業人士，這些人才在推動內地企業出

海走向葡語國家市場時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同時，他們也向外界介紹內地的投資環境，

幫助其更好地瞭解內地市場的特點，共同探

索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機遇。

 中新社記者：過去5年來，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加速發展，尤其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迅速崛起。這為澳門的發展，以及中國與

葡語國家進一步深化合作帶來哪些空間？

姍桃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自掛牌成

立以來發展迅速，為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之

間的合作創造了良好環境與條件。橫琴合作

區有「雙15%」的稅收優惠政策，不僅吸引

了澳門的企業家，也讓更多的葡語國家企業

看到了在橫琴合作區發展的潛力。稅收優惠

對企業來說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創業初期，

能夠大幅減少成本，提升企業競爭力。

橫琴宜居的生活環境，也逐漸受到澳門

土生葡人、葡僑以及葡人的廣泛青睞。不少

葡人朋友告訴我，他們已選擇在橫琴長期居

住，他們普遍認為橫琴環境舒適，生活成本

明顯低于澳門。這些因素不僅提升了橫琴合

作區的吸引力，也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新的

活力。

我期望，未來可以將橫琴合作區打造成

葡語國家產品進入內地市場的集散地，通過

進一步研究稅務優惠政策，吸引更多葡語國

家企業在橫琴合作區投資設廠，並以此為橋

樑，進一步打開內地市場。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共建「一帶一路」

第二個金色十年開局之年。您認為葡語國家

在其中能有哪些收穫？

姍桃絲：中國與多數葡語國家都簽署了

「一帶一路」相關合作協議，澳門特區政府

在中央的支持下，充分發揮「一國兩制」、

國際貿易自由港、單獨關稅區、低稅制等優

勢，結合「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

台」的發展定位，從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

民心相通等幾個著力點，積極參與和助力共

建「一帶一路」。

葡語國家也從中得益。舉例來說，新冠

疫情期間，許多葡語國家對口罩和檢測設備

需求激增，尤其是到巴西和葡萄牙，但若通

過海運，運輸時間長達45天。而通過鐵路運

輸至歐洲，時間則可以大幅縮短至約15天。

這一便捷的運輸方式不僅提升了經貿合作的

效率，還為人文交流提供了良好基礎。通過

便捷的物流，國家間的交流與互動得以加

強。

多年來，澳門與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保持著貿易往來，澳門對「一帶一路」共建

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增長顯著。作為「一帶一

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商貿交易平台，澳門

可為大宗商品貿易、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提

供跨境投資等多項服務，發揮澳門優勢。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國與葡語國

家合作還有哪些潛力可以挖掘和發揮？澳門

如何進一步發揮橋樑作用？

姍桃絲：澳門擁有獨特的社團文化，社

團數量眾多。澳門社團已成為聯繫特區政府

與市民溝通的橋樑，也在中國與葡語國家合

作平台上進一步發揮作用，包括促進中葡文

化交融、加強中葡文化交流等。

另外，在環保、科技和人文等多方面，

澳門都能承擔起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交

流的橋樑角色。環保方面，澳門舉辦的國際

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一直發揮著積極作

用，內地可以通過澳門與葡語國家開展多種

形式的環保合作。科技方面，澳門可以發揮

平台作用，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和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建設，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在創新

創業、科技合作等領域的交流合作。

在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交流中，文化

交流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澳門每年舉辦

中國與葡語國家文化周、中葡文化藝術節等

活動，這些活動匯聚了眾多葡語國家以及內

地的社團，成為促進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通過這些文化活動，澳門不僅加強了與內地

社團的互動，還為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

貿合作創造了條件。這種文化交流對內地更

好地理解葡語國家的文化理念至關重要，有

助于進一步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與發

展。

上海浦東10個重大科技產業項目開工 總投資約114億元
　　中新社上海12月18日電　臨近2024年
底，上海市浦東新區再迎來一批重大產業項
目開工。
　　12月18日，上海市浦東新區10個重大科
技產業及40個配套項目開工，總投資約114億
元（人民幣，下同）。

　　數據顯示，浦東新區2024年全年累計推
動33個重大科技產業項目實現開工，固定資
產總投資1037億元。
       推動13個重大科技產業項目實現竣工，
固定資產總投資89億元；推動37個科技產業
技術改造項目完成竣工，固定資產總投資113

億元；推動8個重大科技產業項目完成投產，
固定資產總投資41億元；推動25個重大科技
產業項目完成產業准入，計劃固定資產總投
資395億元。
　　在重大產業項目支撐下，浦東新區工業
固定資產投資穩步上升，今年1至10月，浦東

完成工業固定資產投資637.87億元，同比增長
8.5%，佔上海市比重達43.4%。
　　浦東新區官方表示，將持續推動產業空
間資源釋放，構建智造空間，以「好產業不
缺空間」為目標，繼續推進工業上樓、打造
智造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