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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濠江日报报道，澳门
颐园书画会创会至今68载，
多年来积极传承及弘扬中国
书画、篆刻艺术，持续举办各
式展览及交流活动，“澳门颐
园书画会会员作品展”是该
会的年度大展，凝聚了一众
艺坛前辈及年轻创作者，提
供了一个互相观摩的展示交
流平台。

由文化局与澳门颐园书
画会合办的“澳门颐园书画
会会员作品展2021”在南湾
旧法院大楼举行，展出共
177 件／套国画、书法及篆

刻作品。国画作品题材广
泛、形式多样，有大鸣大放
的泼墨山水、抒情写意的花
鸟小品，也有刻画传神的水
墨人像、细致动人的濠江风
貌。

此次作品展展示会员对
行、篆、楷、隶、草等多种字体
及诗词文学的掌握，呈现书
法的独特美态。篆刻作品方
寸之间意象万千，展现会员
书法、章法与刀法的造诣。
展览精彩纷呈，充分展现参
展会员的创意和艺术底蕴，
也让观众了解中国书画篆刻

艺术在澳门的发展近况，更
彰显了澳门书画家们对中华
文化的热爱坚守与薪火传
承。

该会理事长李得之介
绍，说到书画，往往是年纪大
的人所喜爱的，因为拥有书
画功底需要从小打下童子
功，但今年很高兴看到有许
多青年会员参展，占所有参
展者的五分之一，相比较年
长之人，年轻人的思考灵动
性更高，会以新的形式去创
作。他在理工学院教学时，
常常鼓励学生先尝试用新的

形式来作画，与前辈拉开距
离，拥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他
看到年轻人的想法更新颖、
想象力更丰富、学院风格较
强。

“澳门颐园书画会会员作
品展2021”展期为2021年9
月17日至10月17日，于南湾
旧法院大楼展出，开放时间为
逢星期二至日上午10时至晚
上8时，免费入场，公众假期
照常开放。展览于10月2日
及3日的下午3时及3时30
分设驻场导赏，语言为粤语，
欢迎观众现场观摩。

颐园书画会作品展年轻会员创作新颖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
近两年，澳门各行各业大受影
响，旅游业更是首当其冲，至
今仍待复苏。在这段旅客量
骤减的日子里，促进内需成为
出路，不少中小微企特别是餐
饮行业勇于“疫”境自强，不断
提升食品质量，自寻出路。谈
到餐饮行业，澳门连锁加盟商
会与经科局近年选出一批“澳
门特色老店”，为食客提供多
元选择。位列其中者，不仅与
小城街坊共同成长，更经得起
岁月洗礼，饱含着集体记忆。

潮州冷糕外脆内软

要数属于澳门古早味之
美食，非吴廷记莫属。该店堪
称澳门街老字号，始创于新中
国成立当年，并于五十年代中
正式扎根下环街，尤以冷糕最
出名。据称该店店名“吴廷
记”，与创办人吴毓全、昵称

“唔停叔”有关，“吴廷”取“唔
停”谐音，叫落好听，又容易
记，一叫数十年。吴毓全初期
在台山、红街市、卖草地和司
打口等街区内摆卖“担挑档”

“车仔档”，熟客都是街坊。之
后凭炭火即场制作各款潮州
和粤式糕点如冷糕、红豆饼等
打响名堂。系列美食不仅受
到本地人爱戴，亦吸引不少旅
客到场“尝鲜”兼“打卡”，皆为
寻找古早味而来。

冷糕属于潮州传统糕点，
外脆内软，不加鸡蛋，却有蛋
香，只在秋冬季节贩卖。红豆
饼外脆内软，口感像麻薯，红
豆沙香浓不甜腻。目前由第
二代传人吴国荣接管，继承父
辈勤恳工作的精神，也致力把
这种传统味道保留下来，同时
不忘创新，做到灵活变通。

竹升面烟韧够弹牙

倘若要品尝鲜味的水蟹
粥及自家制竹升面，沙梨头六
记粥面是不错的选择。在昔
日旅客量高峰时期，很多旅客
慕名而至，为尝巷弄风味。同
时，座上客不乏知名食评家，
很多本地“夜猫子”也喜欢于
此欢聚。创始人于四十年代
在沙梨头一带开设六记大排
档，开始售卖自家手工竹升
面，至六十年代中才正式迁入
海边新街地铺，其后店务不断
发展壮大，至今开业逾七十
载。

为迎合大众口味，该店推
出逾60款美食。因靠近内港
码头，选取新鲜原食材甚方
便，价格亲民，以云吞面、虾子
捞面及水蟹粥最远近驰名，连

续九年获米芝莲推介。手工
制竹升面是该店最著名的出
品，一定要试。制作此种面食
费时费力，产量有限。面条吃
落弹牙爽口，因以竹竿压过的
面团，可减淡面团枧水味。老
顾客常到此叙旧，点上一碗云
吞面，又或一大窝水蟹粥，再
加几款小菜，一乐也，尝的不
仅是老店的味道，更为寻找小
区记忆而来。

最传统的早餐味道

若要选小区情怀最浓的
店，可到盛记白粥试个究竟。
盛记白粥可谓老店之中的老
店，承载着不少人的“小区记
忆”，更陪伴不少街坊成长。
该店亦系早期在街头摆卖，之
后经过负责人梁胜等努力，开
铺经营，如今开设多家分店，
旨在更好发扬传统的早餐味
道。

第二代传人梁容根子承
父业。到八十年代，由第三代
传人梁庆裕接手。如今盛记
白粥出品多元，除了提供传统
口味白粥、萝卜糕、鱼蓉烧卖、
肠粉、咸肉粽、油炸食品外，不
乏豆腐花、西米露、凉粉等甜
品，迎合不同人士口味。由于

食品保持质量，选择又多，有
不少街坊捧场。

归侨美食代代传承

除了上述地道美食外，一
些外来如缅甸、泰国、老挝、印
度尼西亚等归国华侨早年来
澳后，也把当地美食带到小
城。三盏灯就汇聚不少归侨
美食店，为“创意城市美食之
都”的重要元素。其中，印度
尼西亚归侨李缀治七十年代
在文第士街创办第一家美丹
小食店，几年后迁至高士德大
马路继续经营，至今仍以传统
印度尼西亚美食为卖点。现
时，已转由家族第三代接手。
40多年来，美丹始终坚持与
专注制作印度尼西亚美食产
品，遵照原有制作程序及原材
料生产，推介原汁原味的印度
尼西亚美食。店家以务实经
营和独特口味赢得老街坊口
碑。

当下掌舵人为迎合更多
人口味，坚持做好各款印度尼
西亚手作糕点外，又推出如咖
喱杂饭、椰汁糯米鸡、甜品九
层糕等，选择更丰富多样。岁
月已变，但原始味道始终不
变，负责人坚持把这种独有味

道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值得点
赞。

特色老店自家制雪糕70年

另一家同入选特色老店
的礼记雪糕，开设于荷兰园大
马路多年，在澳门无人不知。
自家制雪糕70余年，现已由
第三代继续经营，绝对是街坊
心目中的老字号冰室。三十
年代，负责人邝礼敬仅以手推
车沿路摆卖雪糕，其后经过不
懈努力，有条件开设自己的店
铺，到六十年代才迁至荷兰园
现址。

甫进店内，装潢仍保持着
一股复古味道，“孖辫妹”商标
沿用至今。所出售的红豆雪
条、雪糕砖及雪糕三文治等，
大受欢迎，都是自家制雪糕产
品，味道独特，全澳仅此一家，
为小城为数不多的冰室之
一。店内又提供奶茶、咖啡、
三文治、公仔面等美食，务使
食客能吃出非一般的怀旧味
道。闲逛完大三巴牌坊及喷
水池一带，旅客可沿路走进店
内，叹吓冷气，喝个下午茶，品
尝各式美食，打个卡，一乐
也。看看店内简单的摆设与
宣传招纸，对老澳门或会有更
深刻的认识。

猫山王榴莲大菜糕

旅客游走于路凼金光大
道，必到官也街一带逛逛，开
展觅食之旅。在地方不大的
官也街及地堡街，却开设了多
家美食店，琳琅满目。其中莫
义记属外卖甜品店，昔日人气
最旺盛时，店外经常大排长
龙。该店从祖父辈开业至今，
几度易址，店名取自现任传承
人莫炳权父亲名字莫义。早
期以售卖传统零食及日常杂
货等予区内街坊为主，后期出
品以全人手制造的雪糕和大
菜糕而闻名，所售大菜糕多达
十多种口味。另也研发出驰
名的榴莲及燕窝系列产品，捧
场者众。其中榴莲雪糕，特选
取马来西亚极品猫山王，乃该
店引以为傲的招牌产品，令人
食过翻寻味。

旅客行过路过官也街，大
多不会错过到店内选取心意
甜品。成功之道，在于莫氏夫
妇坚持守住老祖宗的心血，致
力把这种独有口味承传下来，
很不容易。

以上这些特色老店，不管
哪一家都满载老街坊的集体
记忆，让人寻回熟悉的澳门味
道，从而了解更多小城传统饮
食文化。 据澳门日报

经得起岁月洗礼 饱含着集体记忆

回忆澳门老店“古早味”

本版文图均据澳门媒体（除署名外） 文字整理 罗旭莹 陈秀岑

澳门新闻局于9月 28日
发新闻稿表示，中央政府9月
5日公布的《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为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新动
力，合作区将成为澳门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窗口。特
区政府将持续完善横琴口岸
通关措施，未来横琴口岸查验
区域将设有出、入境15条车
道，更准备对往来珠澳车辆实
施“一站式”验放。

横琴口岸首阶段的设施于
2020年8月18日投入使用，目
前澳门口岸区面积共6.6万平
方米，出、入境各设有4条临时
车道。为确保通关效率，除残
障人士、孕妇、10岁或以下儿
童、70岁或以上长者等需扶助
者外，暂不允许旅客随车过关。

横琴口岸第二阶段建设包
括有地面层永久客货车查验区
域（包括客货查验车道、货车查
验场和小客车随车人员验放
厅）、二层交通平台后续建成部
分，以及莲花大桥北侧匝道，预
计将于2022年底完工，而澳门
大学连接横琴口岸的通道桥正
在规划筹建中，工务部门将尽
快投入建设。届时，澳门口岸
区面积将增加至16.7万平方
米。

第三阶段则为澳门轻轨延
伸至横琴口岸相关区域，目前

建设工程正有序进行。
根据规划，横琴口岸永久

客货车查验区域设有出、入境
各9条客车车道和6条货车车
道，而随车人员验放厅之出、入
境大堂则各设有两条人工通道
和8条合作自助查验通道。珠
澳两地正准备将旅检大厅的

“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
式，运用到车辆检查领域，在上
述区域对往来珠澳车辆实施

“一站式”验放，提升跨境车辆
通关效率。

“一站式”验放是指珠澳两
地边检及海关共同合作，通过数
据共享和执法协作，简化两地通
关查验手续和提升验放效率。
上述配套设施落成和新式车辆
通关模式实施后，将大为优化现
时车辆和随车旅客的通关情况。

永久客货车查验区域、澳
门大学连接横琴口岸的通道
桥等配套设施投入使用后，将
为单牌车政策的逐步开放及
跨境车辆的往来，提供更完善
的通关配套和驾驶便利，同时
也方便澳门大学科研人员经
横琴口岸进出合作区、参与合
作区建设和发展。有关配套
将进一步推动合作区生产要
素的高效流动、极大程度便利
在横琴生活和就业的澳门居
民，为加快合作区建设创造良
好条件。

据澳门日报报道，中共
中央、国务院9月5日公布
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总体方案》，标志着合作
区建设全面开启。澳门新
闻局发出新闻稿指出，其
中，关于金融的条文内容主
要有第9条“发展现代金融
产业”和第17条“创新跨境
金融管理”，涉及基金投资、
跨境人民币业务、机构互
设、跨境保险、跨境贸易结
算、跨境融资及跨境证券投
融资等多方面的政策，蕴藏
的信息十分丰富。

总体而言，《总体方案》
为澳门发展现代金融业、推

进经济适度多元带来多方
面的重大机遇。

首先，中央支持合作区
金融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
将推动两地业界开展跨境
金融创新，例如跨境贷款、
跨境双向资金池、跨境资产
转让等业务，有序推进合作
区与澳门的跨境资本自由
流动，支持粤澳跨境投融资
便利化，从而吸引一些高增
值企业在合作区聚集，作长
线的投资发展。

其次，借助合作区建
设，将可弥补澳门土地及人
力资源的不足，扩大金融业
态多元发展的空间。目前，

已有澳门金融机构将中后
台部门设在合作区，未来亦
可探索合适的跨境办公模
式，结合合作区的人力及空
间资源，拓展澳门现代金融
业的发展空间。

同时，随着金融基建
及境内外市场进一步互联
互通，澳门有望发挥好投
融资平台的作用。合作区
的建设需要大量资本投
入，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
治经济形势下，澳门可发
挥自由港、高度开放金融
体系的优势，逐步发展成
为引入国际资本的跨境投
融资服务平台。

发展成为引入国际资本的跨境投融资服务平台

合作区蓝图拓展澳门金融业发展空间

据澳门特区政府消息，
日前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办
公厅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保护单位名单，澳门旅游学
院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申
报“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
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VIII-280 之保护单
位。“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

艺”作为澳门400多年来中
西文化交汇之重要历史产
物，其独特的文化传承彰显
了小城400多年来在经济、
社会、民生及人口组成的变
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土生葡人美食烹
饪技艺”丰富了澳门身为

“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软
实力，同时亦扩宽了澳门的

旅游资源。
澳门旅游学院酒店管

理学校之厨艺管理学士学
位课程及持续教育学校之
餐饮业课程，多年来一直
提供“澳门土生菜”的烹饪
理论及实践课程，让学生
及公众有机会学习和认识

“澳门土生菜”的历史与技
艺。

澳门旅游学院：

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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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记白粥这家老店承载着小区记忆。

澳门车辆从横琴口岸过关。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9月27日，拱
北海关对外公布，经相关机构鉴定，拱北
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此前在出口跨
境电商渠道查获的两件物品确定为软体
动物头足类菊石化石，属于与恐龙同时代
的远古螺类化石。这是港珠澳大桥海关
首次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古生物化石。

今年3月，港珠澳大桥海关关员在通
过X光机查验某公司申报出口的跨境电
商时，发现其中一个包裹图像异常。经
查，包裹内为两件黄褐色的螺旋形贝壳，
壳面泛斑彩。经鉴定最终被确定为古生
物化石。

海关提醒，按照《古生物化石保护条
例》规定，运送、邮寄、携带古生物化石出
境的，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并向海关提
交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或者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的出境批准文件。海关将按照有关规
定，对出境的古生物化石实施监管，严厉
打击违法出境行为。

港珠澳大桥海关首次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古生物化石

港珠澳大桥海关关员在跨境电商包裹中查获古生物化石。
本报记者 程霖 通讯员 林昌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