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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澳门中山良都同乡会一行

45人，带着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与美好祝

愿，在中山南区种植下了一批紫花绣球和

宫粉紫荆。这一片新绿的桑梓林，不仅为

中山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风景，更象征着澳

门与中山之间深厚的情谊和紧密的合作。

今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将迎来 25周
年的重要时刻。在过去的25年里，澳门经

济特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国际

知名的旅游、贸易和金融中心。与此同时，

中山作为珠江三角洲的重要城市，也在经

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今，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山

与澳门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前景更

加广阔。两地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紧密合作，

为未来的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记者 何淼

■无法磨灭的“亲缘关系”
澳门位于中山市东南面，两地距离仅

65千米，两地一衣带水，同根同源。据历代
《香山县志》记载，立县之初，香山县设 10
个乡，澳门隶属于其中的长安乡。据《中山
市志》记载，1925年前，中山与澳门同属香
山县，现今超过四分之一澳门人的祖籍为
中山。

在澳门被葡萄牙强占之前，因香山与
澳门行政隶属及地缘毗邻的关系，香山的

乡民、渔民经常踏足澳门，并以之作为渔
港及避风港。被强占后，澳门则变成“卖猪
仔”、出洋的港口。据《古巴杂记》记载，
1853年至 1873年这 20年间，将近 10万名
香山县民，经由澳门口岸乘坐约 260航次
洋轮前往古巴。这些香山人中，有人出洋，
也有人留在了澳门谋生，有成为巨贾豪商
的，也有成为政治思想界要员的。例如：中
国近代史上首位留美学生，著名的教育
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盛世危
言》的作者，提出“立宪法”“商战”思想的
郑观应等，他们都曾在澳门这片土地留下
印记。

澳门还是孙中山先生开展民主革命
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光绪十八年（1892
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后，到澳
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席，并开设“中西
药局”，悬壶应诊、赠医施药，暗里则宣传
革命，联络有志之士。

■“直通”便民服务促交流
去年 4月 28日，港澳往返中山跨境直

通客运线路开通仪式在中山市西区街道
交通商业大厦举行。中山到澳门的“直通
巴士”从中山市交通商业大厦出发，沿着
富华道前往天悦城停靠点，然后经过广珠
西线高速公路到达横琴口岸。通关后，车
辆将停靠在澳门的银河酒店，然后经过西
湾大桥到达火船头街。这条线路单程票价
为 50元，最大客运量为 45人，全程用时约
为 1小时 40分钟。这是澳门到中山道路客

运线路首次按照直通模式运营，线路的开
通不仅方便中山市民出行，也为中澳两地
之间的人员交流、经贸往来等提供更加便
捷的交通方式，促进两地旅游资源的共享
和合作。

早在2021年，中山、澳门已开始了“跨
境通办”探索。针对部分澳门籍长者不懂

“指尖办”、不使用智能手机的现实情况，
中山市镇两级政务服务大厅与澳门街坊
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中山站）开展合
作。自2021年2月7日起，市内各大厅设立
服务点，并配备专门的导办人员，协助澳
门籍长者使用澳门“一户通”APP线上办理
在生证明。全市各政务服务大厅澳门“一
户通”服务点多达26个。

去年 5月 16日，根据公安部与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互
认换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协议》，市公安交
警支队启动中山驾驶证与澳门驾驶执照
免试互认换领业务，澳门永久性居民年
龄、准驾车型等条件符合相关要求的可免
试换领中山驾驶证。

“直通巴士”“跨境通办”等便民措施
在促进中山与澳门两地交流合作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未来，随着合作的不断深
化和拓展，两地将在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探
索，实现互利共赢。

■殷殷桑梓情共谱新篇章
3月 10日，澳门中山良都同乡会常务

副会长李国仁在南区参加共植桑梓林活

动时表示，“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乡亲们
用实际行动为推进绿美中山生态建设贡
献力量，积极投身家乡‘百千万工程’。希
望日后能带领澳门中山同乡会继续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与家乡携手共创美好未
来。”澳门中山良都同乡会一行 45人深入
沙涌历史文化街区，悦盈、越秀、环城商业
街区等开展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家乡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寻求合作机会，洽谈投资
项目。

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澳门逐步进
入工业化的全盛期，不少旅居澳门的中山
籍乡亲，凭着敏锐的眼光和坚强的毅力，
投资发展工商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获
得成功后，他们没有忘记家乡，借着改革
开放的契机，他们回乡创办企业，扶持家
乡的经济发展，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桑梓
念念不忘的深情。

近年来，中山、澳门两地在经济领域
的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两地的贸
易往来和投资合作不断扩大。去年6月，中
山市古鹤中医药综合产业园举行招商启
动仪式及商务中心开业庆典，澳门澳邦药
厂有限公司、广东天生药业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兼商会与项目方签订入园合作协
议。值得注意的是，中山的“工改”为这次
粤澳合作改出了新空间。该项目总投资 6
亿元，占地面积约66亩，是全市首个“政府
挂账收储+异地代建”的“工改”项目，也是
中山南部产业平台与中珠产业带上的重
点“工改”项目。

一衣带水同源情 携手奋进共繁荣
中山与澳门经济文化双向发力，共筑合作新篇章

树木葱郁、绿草如茵、小径蜿蜒、亭

台林立……阳春三月，漫步在中山的大

街小巷，总能与一座座“口袋公园”不期

而遇。在高密度的城市空间环境里，这些

小而精、小而美、可游玩、可休憩的“口袋

公园”，恰似绿色明珠，点缀着方寸之美，

照亮着民生幸福。

近年来，中山充分利用城区边角地、

闲置地块等区域，建设了一批功能多样

的“口袋公园”。2023年，我市新建、改建

的公园项目中，社区“口袋公园”占比约

80%。中山，正朝着“推窗见绿、抬头赏

景、随处闻香、移步即景”的美好愿景大

步迈进。

本报记者 王蔚然

■“口袋公园”成乐园
老旧小区“获新生”

干净整洁的地面、错落有致的花
台、舒适美观的凉亭，外加各类健身器
材……在石岐街道仙湖社区，一处被老
旧楼房包围的“口袋公园”显得格外引人
注目。这是 65岁周伯伯口中的“休闲乐
园”，也是他每天都会打卡的地方。

据周伯伯介绍，每天早上 7 时左
右，买完菜的他就会来这个小公园散
步遛弯，顺便看其他老人打太极、做
运动，而到了晚上，他便会带着孙子
来这里玩耍。“反正什么时候来这里，
都是热热闹闹的。”周伯伯说。

据仙湖社区党委书记吴文艳介
绍，“口袋公园”的前身是社区街心
公园，由于设计简单、设施陈旧，外加

日常养护管理粗放等问题，一度成为
了周边商户和街坊乱停乱放的“停车
场”。此外，一到下雨天，这里积水严
重，时常有居民反馈意见。

2021年，借由石岐街道大力开展“口
袋公园”建设的契机，仙湖社区党委决定
以社区精品公园为标准，对该公园进行
翻新改造。历时 2个月，改造面积达 2000
平方米，原本老旧杂乱的街心公园，变身
幽静雅致的“口袋公园”，成了附近街坊
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

事实上，作为中山有名的老城区，石
岐街道很多老旧小区都存在着类似于仙
湖社区这种基础建设老旧、绿化面积不
足、缺乏物业管理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市
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品质的提升。

为改善这一情况，石岐街道并没有
采用大拆大建的方式，而通过“见缝插
绿”“以点带面”的方式，以打造“口袋公
园”为落脚点，为身边的群众不断美化周
边环境，让老街坊们也能“推窗见绿”，就
近欣赏身边的美景。据统计，截至目前，
石岐街道已建成社区口袋公园超 60个，
改造面积超7800平方米。

■“口袋公园”植新绿
共建共享促文明

今年 2月 1日，南区街道城南社区在
悦来花园、南苑新村举行“口袋公园”增
绿添彩活动。活动中，30余名“绿美志愿
者”自带工具、挥锹铲土，在“口袋公园”
里种植三角梅、龙船花、大红花等花苗乔

木，用实际行动为城市建设“增绿添彩”。
记者了解到，悦来花园、南苑新村

“口袋公园”原本是一处面积约 500平方
米的闲置空地，因长期荒废，孳生蚊虫，
周边居民备受困扰。

为解决这一问题，还居民一抹青绿，
城南社区党委积极运用“社区党委+网
格员+小区业委会+社会力量”的四联模
式，推进落实“口袋花园”微改造项目。
其间，市人大代表和社区党委多次到现
场调研、听取民意和专业人士建议，并最
终确定改造方案；城南社区“两委”干部
积极链接资源，发动爱心企业、辖区商户
和居民群众，捐赠油漆、水泥、沙石和废
旧轮胎等物料用于改造；热心党员、新
就业群体、青年志愿者、居民主动报名

“绿美志愿者”，共同参与“口袋公园”
改造……

如今，不仅“口袋公园”的颜值变靓，
其间还设置了“榕树议事角”和健身休闲
区，成为了居民议事、健身的好去处。“我
们也想通过这类‘口袋公园’共建活动，
营造出‘自己家园自己建、自己管、自己
美’的良好氛围，浸润好城市文明底色。”
城南社区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从2023年中山市新建、改建公园项
目来看，社区公园占比约 80%，依然是其
中主力。”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位于群众“家门口”的“口袋公
园”是体现公园作用的最直接载体，也是
公园城市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将社区
公园放在重要位置，是中山对现有公园
体系的“补强”和完善，然而，如何让“口
袋公园”得到可持续的管理维护，从“增
绿”变“常绿”，更考验着一个城市的精细
化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品质。

“见缝插绿”造秀景“方寸之美”触手及
2023年，我市新建改建的公园项目中，社区“口袋公园”占比约80%

位于石岐街道仙湖社区的“口袋公园”。 本报记者 王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