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2 年 6 月 14 日 星期二
关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

　　新华社香港 6 月 12 日电（记者陆敏）采
访车穿行在山海之间，不时驶过各式各样的
桥，刘正光指点着，总能讲出不同的门道。
　　在香港，可能没有人比刘正光更懂桥了。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担任助理工程师开始，刘
正光从事桥梁建造业迄今已超过半个世纪。
他担任过特区政府土木工程署署长，是香港
工程科学院院士，主理过香港多个世界级桥
梁 ，也 因 此 获 得 中 国 桥 梁 工 程 师 最 高 奖
项——— 茅以升桥梁工程特别奖，是大名鼎鼎
的香港“桥王”。
　　“香港可以说是现代桥梁博物馆，一是有
代表性，具备各种现代桥梁形态，二是有价
值，可供同行研究。”刘正光说。

世界级大桥屡获大奖

　　登上香港青衣岛上的观景台，青马大桥、
汲水门大桥和汀九大桥尽收眼底，在青山碧
水中各有风姿。
　　青衣岛堪称“大桥之岛”，东有青衣大桥
和青荃桥，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1997 年
之后陆续建成的西有青马大桥，北有汀九大
桥，东南有昂船洲大桥。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的发展，
香港跨海大桥建设提速，多个世界级跨海大
桥陆续建成。
　　何为世界级大桥？一是体量够大，二是技
术领先。
　　青马大桥是通往机场高速公路的主要桥
梁，主桥长 1377 米，是世界最长的公路铁路
两用悬索桥。“在台风地区建这么长的两用
桥，全世界都没有过。”刘正光说。该桥以西的
汲水门大桥建成时为世界最长公路铁路两用
斜拉桥。
　　汀九大桥是一座三塔四跨斜拉桥，位于港
岛经青衣通向深圳湾口岸的必经之地。大桥采
用三座单支柱桥塔，以减少风阻，外观也简约
美观，引领了当时的设计新风尚。
　　昂船洲大桥紧邻香港货柜码头，对港口
物流业意义重大。该桥主桥长 1018 米，2009
年底建成时为世界上第二长的斜拉桥。大桥
距离海面 73.5 米高，也是全球最高桥梁之一，
可保证超大货轮通行无碍。
　　刘正光先后担任了青马大桥和汲水门大
桥的总工程师、汀九大桥总指挥、昂船洲大桥

国际评审技术组组长，而这几座世界级大桥
在国内外屡获大奖。

台风多发成挑战

　　观景台正中，一棵高山榕亭亭如盖，这是
当年刘正光和伙伴们亲手种下的。“ 25 年
了！”他轻拍树身。
　　回想当初建设青马大桥的历程，刘正光
说，就一个字：难！
　　在香港建跨海大桥，最大的难点是如何
抗风。跨度大，桥要够长；要保证大型货船通
行，桥要够高。而香港台风多发，构成了建桥
的巨大挑战。
　　刘正光和团队跑遍了当时世界上几个桥
梁业发达的国家。“500 米以上的大桥都看了
个遍。”他说。
　　经过多次实验，青马大桥创新设计了流

线型闭合箱型桥身，桥中间开设出宽 5 米
的通风孔，以增强桥身稳定性。当时欧洲桥
的抗风标准为 55 米/秒，而建成后的青马
大桥高于这一标准。
　　大桥的设计寿命为 120 年。为保障大
桥持久运行，当时一边建桥一边攻读清华
大学在职博士生课程的刘正光参与研发了
大桥健康监测系统，博士毕业论文也以此
为课题。他将复杂的桥身结构简化成单脊
鱼骨模型，用电脑分析并进行模拟动力试
验，取得模型应用于该系统。
　　“青马大桥的各项‘体检指标’至今都
挺健康！”眺望着波涛中屹立的大桥，刘正
光很欣慰。
　　随着建桥水平的提升，香港桥梁美学
也在进步。昂船洲大桥地理位置显著，外
观备受瞩目。当时大桥采用国际桥梁设计
大赛的方式选拔方案，要求技术先进、外

观出众，吸引了世界 100 多家公司组队
参赛。
　　建成后的昂船洲大桥果然不负众望，
成为香港的新地标之一，其昂然雄姿吸引
市民慕名而往，成为热门“打卡”景点。

见证桥梁强国崛起

　　深圳湾大桥开通于香港回归祖国 10
周年之际，是连接深港的新跨境通道。该桥
采用同一设计标准，两地分段建设。两段各
有一座桥塔，微倾相向，象征着深港两地手
拉手紧密合作。
　　从早期到内地提供技术指导，到后来
参加内地包括苏通大桥等项目建设，直到
参与港珠澳大桥这一世纪工程，刘正光亲
身感受到中国桥梁建造的“大国崛起”。
　　港珠澳大桥是全球最长的桥隧组合跨
海通道，刘正光参与的是沉管隧道珠海段
的施工咨询工作。作为世界最长的海底沉
管隧道，其施工难度堪比“海底穿针”，要做
到不渗漏，可谓世界级难题。
　　刘正光和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
工程师林鸣是相识多年的老友，同为业界
高手，不时切磋。沉管隧道建成后，林鸣邀
请刘正光一同巡查，“看看是不是滴水不
漏”。在水下 50 米的大洋深处，由 33 节巨
大钢筋混凝土管搭建的海底通道上，两位
老桥梁人并肩漫步，这可能是他们一起经
历的“最浪漫的事”了。
　　“了不起。”刘正光由衷地骄傲，“港珠
澳大桥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去年 2 月，由中国路桥公司独家承建
的将军澳大桥首次利用海潮涨落的“浮托
法”，将内地预制好的万吨双拱钢桥精准安
装在桥墩上。“完全不用大型起重机船，整
个过程不到半天，十分成功。”刘正光说，

“这在香港是第一次，也是中国首创，世界
领先。”
　　回归 25 年再出发，香港即将翻开新的
篇章。虽已退休多年，刘正光从未停下脚
步，目前已应邀投身于下一个桥的前期工
作，“这又将是一座世界级大桥”。他相信，
随着中国由桥梁大国向桥梁强国迈进，香
港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造桥人正迎来
最好的时代。

　　 1. 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人选由选举委员
会选举产生，选举委员会
人数 2002 年为 800 人，
2 0 1 2 年 增 至 1 2 0 0 人 ，
2022 年又增至 1500 人。
界别由最初的 4 个增至
5 个。
　　 2. 香港特别行政区
立法会由选举产生。香港
回归祖国后的前四届立法
会，均有 60 个议席。第五、
第六届立法会均 70 个议
席。第七届立法会由 90 名
议员组成，其中包括选举
委员会选举的议员 40 人、
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 30
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
20 人。
　　 3. 香港授勋及嘉奖
制度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 于 1 9 9 7 年 创 立 。在
2021 年的授勋名单中，共
746 人获特区行政长官颁
授勋衔及作出嘉奖，其中
获颁香港特区授勋及嘉奖
制度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的共 7 人。自香港回归以
来，共颁发出 109 枚大紫
荆勋章。
　　 4. 从香港回归之初到
2022 年 5 月 17 日，外国在港领事机构从 88 家
增加到 119 家，其中包括 63 家总领事馆，56 家
名誉领事馆，此外还有 6 家官方认许机构。
　　 5. 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免签证或落地
签证的国家和地区由最初的 40 个，增至现在
的 168 个。
　　 6. 截至 2021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名
义计算为 2.86 万亿港元。1997 年香港本地
生产总值为 1.37 万亿港元。1997 年至 2021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实质增长 2.7%。
　　 7. 香港人均 GDP 逐步提高，回归前香港
人均 GDP（以名义计算）为 19.20 万港元，
2021 年香港人均 GDP（以名义计算）为 38.71
万港元。
　　 8. 香港交易所现货股票市场 1997 年日
均成交金额为 150 亿港元，2021 年日均成交
金额为 1667 亿港元。2021 年沪港通和深港
通下的港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分别为
200.79 亿港元及 216.3 亿港元。香港交易所
2021 年 IPO 集资总额 422.97 亿美元，居全
球第四位。
　　 9. 自 1997 年以后，内地企业在港股中
的数量占比进入快速上涨通道。截至 2022 年
4 月，内地企业在港上市达 1370 家，占港交
所上市企业总数的 53.3% ，市值 37.6 万亿港
元，占港股总市值 77.7%。
　　 10. 内地大力保障香港民生物资供应，
中资企业目前供应了香港逾 90% 的活猪活
牛、78% 的食水、70% 鲜活畜禽、52% 的小麦
粉、42% 的油气。
　　 11. 从 1997 年年中到 2021 年年中，香
港人口总数从 650.21 万增至 741.31 万，25
年来增长近百万。香港人口密度是全球最高
的地区之一，2021 年平均每平方公里有
6801 人。
　　 12. 香港是全球最长寿的地区之一。
2021 年香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临时数字），
男性为 83.0 岁，女性为 87.7 岁，而 1997 年为
76.8 岁和 82.2 岁，分别增长 6.2 岁和 5.5 岁。
　　 13. 香港对海内外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
加。特区政府 2006 年 6 月推出“优秀人才入境
计划”，2021 年增加配额至 4000 个。截至 2021
年底共接到来自近 100 个国家或地区的 36689
宗申请，其中 9131 名申请人获分配名额。
　　 14.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重视推动义工工
作。自 1998 年至 2018 年登记义工人数累计
超过 130 万，香港平均 5-6 个人中就有 1 个
义工，参与义工的机构超过 3250 家。
　　 15. 从 1997 年到 2021 年，香港的文化、
康乐和体育设施数量不断增加：公共图书馆
从 64 间增至 82 间（含固定和流动），游泳池
场馆从 32 座增至 44 座，体育馆从 74 座增至
102 座，足球场从 291 个增至 317 个，儿童游
乐场地从 596 个增至 665 个。
      （记者王茜、李柏涛、韦骅整理）
          新华社香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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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桥王”说桥：见证桥梁强国崛起

（上接 1 版）而美团作为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则
与线下实体商户联系更加紧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蚂蚁金服研究院
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政府 1 元的消费补贴能
够带动平均 3.5 元以上的新增消费。不少地方
和支付平台统计的杠杆效应可达到 5 倍甚至
10 倍的效果。
　　微信平台的数据显示，2020 至 2021 年
微信支付实际核销各类优惠金额 229 亿元，撬
动社会消费 5200 亿元。以宁夏银川为例，自
今年 3 月初至 6 月 6 日，已发放 13 轮政府消
费券，参与人数 260 万，在线核销超过 55.7 万
笔，直接交易额 1.5 亿元，间接带动消费 19
亿元。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战略与经
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认为，发放餐饮、住
宿、旅游、汽车等不同品类的消费券，既能达到
定向帮扶特定行业的效果，也能吸引商家和企
业推出更多个性化的让利优惠，进而带动上下
游复苏，促进企业扩大生产和投资，实现经济和
产业的良性循环。

发放、使用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消费券，在发放
和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 线上发放，一些年龄大的消费者很难
抢到。一些年龄偏大的消费者反映，虽然消费
券“红包”很多，但能抢到的很少，因为目前消费
券一般采用线上发放模式，价值高的几秒就抢
光；他们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没有年轻人熟悉，对
各种手机 App 推送的信息也很难及时关注到，
即便关注到了，抢券手速也没有年轻人快。
　　——— 一些消费券使用规则不完善。深圳某
网友在某购物平台上购买了价值 2899 元的手
机并使用了消费券，之后因个人原因申请退款
想重买，但是退款后消费券平台不予以退回。

“辛辛苦苦抢来的消费券算是白抢了。”在黑猫
投诉平台上，还有不少人反映同样的问题。
　　“我抢了美食券来消费，但是在火锅店结账
时服务员说，锅底费用、茶位费用、饮料费用都
不能计算在内。”广州的刘女士告诉记者，本来

算好了满 400 元正好可用券，但是结算时才
发现不能用券的那部分费用都七八十元了，
商家说有自主解释权。
　　——— 一些消费券被交易、转卖。记者调
查发现，有人利用外挂程序等抢消费券，还有
人通过虚拟定位在其他城市抢券，然后倒卖。
某二手平台出现了售卖消费券的现象，部分
人以“代付”方式向真正消费的顾客折价出售
抢到的消费券。
　　记者在广州市北京路商圈看到一家土菜
馆消费火爆，一些正在等位的市民朋友告诉
记者，这家店可以用消费券，“没有抢到消费
券也没有关系，拍下座位号后微信发给‘黄
牛’，由他们来结账。”而通过“黄牛”结账比直
接使用消费券多付 10 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沈艳认
为，出现消费券转让、交易甚至套现，有的可
能是设计机制本身有漏洞，可通过技术手段
解决问题；如果是大规模、团伙式转卖，则不
仅会破坏市场秩序，还会导致政策效果大打
折扣，可以用行政、法律手段去处理。

精准发力放大消费券效用

　　受访专家表示，消费券提振消费的关
键在于让政府补贴变为“助燃剂”，在短时
间内激发消费规模增长，最终传导到生产
供给侧，带动整个经济链条复苏。如何发
挥好消费券的作用，还需要从多个维度精
准发力。
　　曾伏娥认为，为了实现短时间内激发
消费规模增长，政府的目标人群应该是那
些低收入或者受疫情影响的消费者。“可以
分批次在多平台发放，根据核销率动态决
定下一批次消费券的投放，提升消费券发
放和使用效率；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来实
时追踪发放效果，不断改善投放方式，从而
更加精准地将消费券给到有需要的人手
里。”
　　“发放消费券不妨线上为主、线下为辅。”
孙亚程建议，可以发放一些纸质消费券作为
补充，比如与当地部分商场、超市、便利店等

线下场地联合，给特定群体定向发放一些消
费券。
　　沈艳认为，可以把央行的数字人民币与
消费券搭配，保证资金能实现定向定期的使
用。为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和升级，还要加快
发展新兴消费、绿色消费，这有利于以高质
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促进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目前北京、郑州等地已相继发放绿
色节能消费券，鼓励消费者购买绿色节能
商品。
　　曾伏娥建议，政府可以对消费券的金
额和使用频率进行限制，加强大数据分析，
加强对非正常交易记录的筛查，通过技术
手段尽量避免以虚假交易套现行为，真正
让消费券成为带动全链条消费复苏的“助
燃剂”。
　　此外，记者了解到，近期出现的倒卖、套
现消费券等现象，已引起公安机关注意，相信
陆续会采取措施对主观恶性较大、投机牟利、
大量恶意套现等违规使用消费券的行为进行
打击。（参与采写：孙彤）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黄茜恬）作为 20 世纪
华语电影的先驱者，香港电影的流金岁月成绩
斐然，为广大影迷津津乐道。回归祖国 25 年
来，越来越多香港电影人融入内地文化，在内地
市场中探寻实现艺术的更多可能性。
　　“在与内地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香港
电影获得了更广阔视野。随着了解不断深入，香
港电影人作品中的国家意识也表现得愈发突
出。”香港文联会长马逢国说，香港与内地电影
产业正从单向传播到互动融合，继而合力推动
中国电影更好走向国际。

视野有多大，电影格局就有多大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得益于电影人才集
中、文化包容多元和亚洲电影市场庞大，香港电
影在产量、票房以及质量与艺术性上，创造了惊
人奇迹，更赢得了“东方好莱坞”的美誉。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元素很丰
富，创作人才不断涌现，他们能把电影拍得很动
感、很有吸引力。”香港演员任达华说。
　　进入 90 年代，香港电影市场和行业日渐
式微。在金融危机与行业内部问题等多重困境
下，香港电影从业人员从 80 年代的 2 万余人，
下降到 2003 年的不足 5000 人。

　　马逢国说，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为内地
和香港电影行业进一步交流提供了现实基础。

“一些香港电影人逐渐意识到，要想觅得新的发
展机遇，就必须把目光放到内地市场。”
　　 2003 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
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为香港电影获得了打入
内地市场的“新引擎”，大批香港影人顺势“北
上”探寻发展之路。
　　视野有多大，电影格局就有多大。“内地电
影发展正迎来最好时代，飞速发展的电影工业、
丰富的社会题材，都为香港电影人提供了尝试
挑战的机会与空间。”香港电影人田启文说，不
断追求进步的香港电影人，在融入国家发展过
程中，发挥的空间也将越来越大。

  香港影人挖掘内地题材，讲好中

国故事

　　香港导演与内地公司及制作人合作执导主
旋律电影，是近年中国电影的热门创作模式，吸
收了香港成功商业电影元素的电影制作，也令

“中国故事”的讲述获得更为丰富的角度。
　　从《智取威虎山》到《烈火英雄》《中国机长》

《长津湖》等影片的不俗表现，不难看出香港电
影人立足自身优势，用商业化、类型化、工业化

的手法和叙事节奏，演绎家国情怀，让主旋律
电影“叫好又叫座”。
　　“讲中国故事带给我成就感和幸福感。”香
港导演林超贤说，《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长
津湖》这些振奋人心的故事都是在国家发展的
大背景中创作出来的。当他真正用身体和心灵
去接触这些历史时，每一次都能感受到一种巨
大的冲击，从而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和创作冲动。
　　“香港电影人之所以能在内地干得风生
水起，除了充分发挥香港电影工业的优势，更
关键的是香港电影人认同内地的主旋律与价
值观。”马逢国说。
　　 2021 年 11 月，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长
津湖》登陆香港院线。上映首日，近 40 家影
院排片 149 场，一些场次一票难求。
　　田启文表示，《长津湖》在港热映，正反映出
香港民众的国家身份认同感在不断提升，渴望
从电影中了解国家的发展。电影作为一种内容
产品，未来可以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同胞在
情感上的交融，帮助香港市民更好了解国家。

  紧抓融合发展机遇，合力提升

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发展中

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是国家对当前香港
文化发展需求的积极回应，帮助香港充分发
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香港与
内地的文化交流，这对香港和内地影视界的
融合发展来说，无疑是强劲的推力。”马逢
国说。
　　区域融合，文化先行。粤港澳大湾区具备
电影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优势。湾区城市同
属岭南文化圈，在语言、文化和习俗等方面
接近。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文
化被视作促进整体发展的纽带之一。《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充分发挥香港影
视人才优势，推动粤港澳影视合作，加强电影
投资合作和人才交流，支持香港成为电影电
视博览枢纽。
　　曾培养了众多知名艺人的香港无线电视
艺员训练班今年首次在香港与内地同步招
生。作为训练班曾经的艺员，任达华说，要推
动中国电影产业健康发展，电影人才的培养
也是重要一环。
　　他说：“随着香港与内地影视人才交流与
合作不断增加，相信在幅员辽阔、风物各异的
祖国大地上，将会有更多艺术精品涌现，推动
中国电影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 视 野 有 多 大 ，格 局 就 有 多 大 ”
香 港 电 影 的 融 合 之 路

▲ 5月 30 日，刘正光在青马大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