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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序恢
復公民出境遊

後，越來越多中國遊客重新出
現在世界各地。金融從業者韓
女士表示， 「隨着中國免簽的
『朋友圈』 持續擴容，作為中

國公民，在出境遊過程中享受
到了巨大的便利，在確保自己
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的同時，
還享受了電子化支付方式的便
利，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剛開放
免簽的星馬泰，都能像在國內
消費場景一樣使用移動支
付。」

相對的，在出境遊和
入境遊的雙向活動中，由
於國內普遍習慣使用移動
支付，而外籍來華人員多
使用銀行卡和現金等支付
方式，支付習慣的差異導
致部分外籍來華人員支付
不便。 「我的一些外國朋
友跟我討論過這個問題，
普遍覺得在中國境內旅遊
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絕對
沒有問題，然而在消費場
景上，移動支付都需要實
名認證，有必要優化安

排。」
3月1日，對於外籍來華

人員遭遇的移動支付問題，中
國人民銀行從幾方面推出針對
性措施，以解決境外來華人員
在支付寶等支付賬戶使用時存
在身份驗證、支付限額等難
題。 「或許也可以為外籍來華
人員開放申請臨時身份證、臨
時銀行卡等，如此一來，雙向
交流在消費場景上將會有更大
提升。」 韓女士說。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

民心所盼，施之所向。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也是實現 「十
四五」 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隨着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也在不斷升級。更好的工作、更滿意的收
入、更有質量的教育、更可靠的社會保障……這些 「更」 ，既是百
姓期許，也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根本目標，同時也是全國兩會的重
要聚焦點。時值2024年全國兩會即將召開之際，大公報採訪全國各
地民眾，傾聽他們對於國家大政的期待與心聲。就業、住房、醫
療、教育、養老、法治……似乎是每年兩會期待的 「常駐嘉賓」 ，
但每年內涵注定有新意、也有亟待破解新題。聚焦百姓關切，民生
保障如何更有力度與溫度，將是今年全國兩會重要議題。

民有所盼 美好生活嚮往不斷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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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移動支付 便利來華人士消費

如今，人
們看到越來越

多熱愛傳統文化的年輕人身着
漢服、唐裝驚艷亮相街頭，傳
統文化從 「館舍天地」 走向
「大千世界」 ，正在成為可感

現實。可以預料，在即將啟幕
的全國兩會上，火熱的文化議
題將持續加溫。

「我希望國家能夠設立一
個全民穿漢服的節日。」 來自
廣東肇慶的梁小姐受訪時正身
穿古裝，和朋友一起逛街。
「穿漢服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

尊重與傳承，更是鼓勵年輕人
找回自己的服裝傳統，激發他
們對傳統文化的熱
愛。 」 梁小姐坦
言，自己經常穿着
漢服出門，希望通
過實際行動來推廣
漢服文化。 「當我
走在街上，看到越
來越多人穿着漢
服，心裏既感動又
欣慰。」 她表示，
這不僅是對自己的
肯定，更是對傳統

文化的認可。
梁小姐是一位對漢服情有

獨鍾的愛好者，已經 「入圈」
長達六年之久。她熱衷於宋
朝、明朝和唐朝的服飾，家中
收藏了超過30套不同朝代的漢
服，其中以漢服為主。 「我希
望更多的年輕人能夠加入到行
列中來，一起穿着漢服逛街，
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只有當
我們真正了解和珍惜自己的傳
統文化，才能讓它在新的時代
裏煥發光芒。希望在今年的全
國兩會上能聽到更多關注傳統
文化的聲音。」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盼設全民漢服日 國潮青春活力十足

活躍資本市場 提振投資者信心

科技改善生活 便捷智能新體驗

現在中醫藥越來越受重
視，大家對中醫藥的接受程度

也越來越高。習近平總書記曾親臨南陽視察，
這讓我們倍受鼓舞。作為中醫系學生，我會努
力鑽研， 「勤求古訓，博採眾方」 ，憑藉自己
的專業服務大家，讓大家過上健康美好的生
活。期待通過中醫藥人的不懈努力，推動中醫
藥現代化、產業化，讓中國的中醫藥成為世界
的中醫藥。

中醫藥現代化 過健康美好生活

田若熙 中醫系學生

河南

余偉永 杭州企業家

農業高質量發展 加速鄉村振興
今年全國兩會，比較關注

鄉村振興方面的政策出台。我
主要經營茶產業相關的生意，要想提升茶葉產
量，需要重視培育茶樹的土壤，但茶農很難承
擔起改善土質所帶來的開銷。所以希望國家能
夠出台相關政策，推動高質量發展，在土地改
良方面給予支持，幫助我們改善土壤條件，提
高茶葉附加值，使茶農受益，共同實現鄉村振

興。

浙江

去年底召
開的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以 「穩中求進、以進
促穩、先立後破」 為2024年
的經濟工作定調，突出牢牢把
握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
上海老股民胡先生表示，全國
兩會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市場投
資主線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對
今年全國兩會充滿期待。

春節前監管部門密集發
聲，積極回應投資者關切的熱
點問題，伴隨着 「國家隊」 資
金的加快入市，股票市場資
金面壓力迅速紓緩，
A股也呈現反彈勢
頭。 「作為老股民，
今年全國兩會我更關
注與資本市場有關的
政策安排，以及監管
部門對市場改革開放
的強調和重申。期待
兩會期間，看到更多
『活躍資本市場、提
振投資者信心』 的舉
措，希望管理部門持
續完善和優化股票分
紅、回購、增持等制

度。」
從1992年設立滬深交易

所到現在，三十餘年間，中國
資本市場取得了矚目成就。截
至目前，中國A股上市公司數
量達到5352家，總市值達到
84.7萬億元。近期A股各板塊
輪動普漲，各領域投資機會不
斷湧現。 「在中國經濟持續向
好回升的大環境中，上市公司
盈利狀況一定會得到改善，我
相信A股中長期投資布局的機
會已經出現。」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

「虛擬演
繹大師年初正

式上線後，已經連續兩個月熱
度排在全國第一，銷售額也較
去年有幾十倍的增長。 」
2024年一開年，深圳市不可
思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孫
鵬就忙碌在一線，希望優化產
品，進一步降低使用成本，讓
人人都能擁有一個能一秒換場
景的AI直播間。兩會召開之
際，孫鵬期待通過科技工作者
的不懈努力，帶來更多便捷、
高效、智能的生活體驗。同
時，也希望科技能夠成為解決
社會問題、改善民生的重要工
具。

不可思科技是
一家專注於多元
STEAM數字藝術科
技、覆蓋元宇宙、
展覽演繹、文旅夜
遊等領域的國家高
新技術企業，研發
的核心產品是國內
首款XR虛擬直播產
業化引擎——虛擬
演繹大師。

「它結合了即時渲染引
擎、人工智能等技術，讓用戶
無需任何專業技能、團隊、設
備、場地及資金，輕鬆打造媲
美廣電級別的虛擬直播，實現
一部手機展現三個機位。」 孫
鵬介紹道。

深圳作為科技創新之都，
寄託了廣大民眾對於科技改善
生活、引領未來的深切期待。
孫鵬表示，相信在不久的將
來，會有更多的科技工作者，
在各自的領域裏發光發熱，為
國家的科技進步和人民的美好
生活貢獻自己的力量。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

2024
全國兩會 前 瞻

投資高新技術 以科創驅動增長

彭大爺 成都市民

我今年81歲，原先是成
都東郊 「七號信箱」 單位的，

中國第一支微波半導體二極管就誕生在這裏。
我比較關注國家科技創新方面的發展。中國經
濟體量很大，是個製造大國，但在科技上與發
達國家還有差距。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這是非常重要
的，希望中國能早日在 「卡脖子」 技術問題方
面有所突破。

四川

宋希賢 雲南創業者

明確目標方向 文化產業更興旺
創業五年，我們做了不少

城市品牌營銷，也讓我感受
到，特色城市文化受到越來越多人的喜愛，這
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經濟回暖，人民幸
福，營商環境變好。對於今年召開的全國兩
會，期待能有助推文化產業發展的利好消息和
政策，為我們未來發展提供更加明確的目標和

方向。

雲南

完善醫療服務 打造便民生活圈

楊洋 西安市民

這兩年來，國家發展取得
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越來越

漂亮，生活也變得越來豐富多彩。希望國家能
多出台一些關乎老年人養老和醫療的惠民政
策，進一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比如繼續
加大社區醫療力量，完善居家助老服務、社區
便民服務、老年健康服務等等，讓老年人老有
所養，安度晚年。

陝西

肉孜完古麗．艾尼娃 烏魯木齊市民

加大政策扶持 日子越過越紅火
這幾年國家對新疆的支持

力度很大，我們的生活也發生
了很多變化，烏魯木齊的天更藍了，民眾休養
生息的地方也更多了。我是做大健康產業的，
希望國家能出台更多好的政策，讓老百姓的生
活越來越好，身體越來越健康，日子越過越紅
火。

新疆

各地民眾心聲

大公報記者劉蕊、連慜鈺、向芸、譚旻煦、李陽波、應江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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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胡先生。
受訪者供圖

▲深圳市不可思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
孫鵬。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梁小姐期待在兩會上聽到更多鼓勵傳承
傳統文化的聲音。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金融從業者韓女士。
受訪者供圖

▶安徽省滁州市社工
組織空巢老人吃愛心
年夜飯。 新華社

掃一掃有片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