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夏寶龍日前在前海主持召開座談會。夏寶龍希望特區政
府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重要講話和中共二十
屆三中全會精神，繼續勇於改革、敢於破局、不斷創新，
並期望粵港澳大灣區更多互惠合作、聯動發展。

本港多位政界人士指出，香港需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則
對接方面推動協作機制創新，突破跨境交流壁壘，建立多
層次協作平台，解決跨境合作中的實際問題，為合作區的
長期發展提供制度支撐。

大公報記者 陸九如 李慧妍

創新協作機制 加速大灣區規則對接
政界：促進大灣區更多互惠合作聯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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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指出，創新突破需要
各方面共同進行，特區政府一直強調在不同領域推進改革，三中全
會重點提及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互通。因此，特區政府
在大灣區規則對接方面，可思考如何提出更具創新性，且能服務於
國家戰略大局及國家和香港發展的政策。此外，李慧琼認為愛國主
義教育工作小組可協調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共同推動愛國主義教育，
她相信下一階段的重點之一是探討如何鼓勵更多非政府機構，包括
傳媒、社團、企業等參與到愛國主義教育中來。

北都發展需提速提效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認

為，夏寶龍主任在春節假期剛結束就開展調研，反映中央對北都發
展的高度重視，啟示港澳各界要以 「時不我待、只爭朝夕」 的精
神，積極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抓緊國家發展歷史機遇。姚志勝
表示，北都作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前沿陣地，發展既要提速
提效，也要着眼長遠，根據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錨定重點，按部
就班，逐步落實。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召集人、立法會議員陳勇表示，河套區是深
港科技創新開放合作的先導區，是國家 「十四五」 規劃下的粵港澳
重大合作平台，也是連接內地和國際雙市場的關鍵節點，能充分發
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橋樑優勢，匯聚世界創科資源及人
才。陳勇指，當今發展浪潮中，合作共贏才是硬道理，期望在中央
引領下，粵港澳大灣區各個持份者各自發揮優勢，磨合軟硬件的差
異，特別打通人流、物流和資金流等，共同奠定大灣區產業發展基
礎，加快推進區內高效高質發展，齊心打造國際一流灣區。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譚岳衡亦表示，大灣區目前在創新
平台建設、要素支撐及協同合作等方面取得良好進展，但在實踐及
未來規劃中仍面臨不少挑戰。他指出，需加快部署以提升技術創新
質量，充分發揮資本引導作用，同時進一步強化基礎科研優勢。他
呼籲特區政府出台更多支持政策，包括促進產業資本投資辦學、支
持各科研主體發起，參與國際科學計劃，以及放寬人才簽證政策
等，為打造連結全球創新前沿的國際灣區提供更強有力的支撐。

「無感通關」提升跨境效率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吳傑莊關注如何提升科研人員跨境

效率，他建議可率先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科研樞紐試點
「無感通關」 ，對備案科研人員及車輛實施 「白名單」 管理，憑藉
專用通道完成 「秒級通關」 。隨後在深圳灣、福田等主要口岸推
廣，擴大覆蓋。對於客流量較少的口岸，吳傑莊表示可採取分時段
彈性通關機制，兼顧效率及成本。同時增設自助通關設備，提升通
行效率。

在構建產業協同平台方面，吳傑莊建議以河套、前海兩個合作
區為支點，打造跨區域產業鏈協作機制，讓香港科研能夠與珠三角
產業轉化能力緊密結合。通過搭建大灣區 「人才庫」 ，開展職業資
格互認試點，鼓勵科研團隊跨境聯合申報項目，推動北部都會區與
深圳兩大科教城聯動，共建生物科技、機器人等產業集群，助力大
灣區科技產業邁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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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胡龍逸報道：本
港多個商會及社團表示，將堅定參與大灣區
建設的信心與決心，積極參與北部都會區建
設，集結團體優勢，整合優質資源，完善跨
境合作機制，為香港未來發展添磚加瓦。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指出，
夏寶龍在春節假期剛過即親赴大灣區調研，
進一步傳遞了中央對大灣區的高度重視，堅
定了香港工商界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信心與決
心。盧金榮期望各界積極參與北部都會區建
設，在高端服務、金融等領域發揮引領作
用，利用合作區平台加強與內地企業的創科
合作，加快技術突破和產業鏈整合。同時，
他希望中央能出台更多便利港商於大灣區投
資發展的措施，以拓展市場機遇，相信在中
央支持下，特區政府能夠帶領工商界善用平
台，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開拓新發展領
域，以貫徹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的期
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
施清流表示，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
勢下，香港面臨諸多挑戰，如產業結構優
化、經濟多元化發展、與內地融合等問題。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將鼓勵閩籍鄉親積極參與
河套合作區的科技創新專案，推動閩籍企業
在前海合作區拓展現代服務業，組織閩籍航
運物流企業積極參與大灣區港口協同發展，
發揮社團聯會的橋樑紐帶作用，加強與香港
各界的溝通合作，凝聚各方力量，共創香港
更好明天。

「全球南方」市場帶來機遇
香港工業總會強調，一直以來都致力團

結業界、推動行業創新，積極促進業界參與
大灣區發展，支持業界到 「一帶一路」 沿線
國家及在東盟擴展商機。去年工總多次組織
考察東盟、中東等地，這一舉措既讓企業了
解當地市場，也宣傳了香港，吸引海外企業

來港開拓內地市場。面對複雜多變的外在環
境，工總認為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面對重
重困難，需要以新思維靈活求變，而 「全球
南方」 市場的發展及創新科技的進步為港商
帶來諸多機遇。工總表示，未來會繼續充當
不同持份者之間的橋樑和平台，推動新型工
業及創科發展，助力大灣區、北部都會區和
河套香港園區發展，為香港打造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增貢獻力量。

新界鄉議局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業強認
為，香港應繼續發揮 「一國兩制」 優勢，積
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國家戰略。劉業
強表示，河套香港園區應完善跨境科研合作
機制，吸引國際高端人才和科創企業進駐；
前海合作區要深化現代服務業合作，為兩地
青年提供創業機會；大灣區應整合港口資
源，打造世界級港口群，為國家高水平對外
開放貢獻力量，進一步提升香港的綜合競爭
力。

工商界：發揮專業優勢 積極參與北都建設

▲夏寶龍日前
考察河套香港
園區，了解最
新規劃。
國務院港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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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更多富豪雪糕
富豪雪糕創辦人之一何敬源

日前去世，家人在訃文提及，何
老先生當年與好友合作， 「自海
外進口香港前所未有之軟雪糕
車，創立富豪雪糕，為多代香港
人帶來彌足珍貴的香甜回憶，更
成今日香港知名標籤品牌，街知
巷聞。」 「雪糕車」 已成幾代香
港人的香甜回憶、近年更成為遊
客必到的打卡點。但值得思考的
是，它會不會因為時代變遷而從
香港街頭消失？

流動的白色雪糕車搭配經典
紅藍標誌，播放着50年不變的藍色
多瑙河音樂，提供價格親民的雪
糕和甜筒。近年來，由於網絡平
台的推介，富豪雪糕車深受遊客
喜愛。但由於雪糕車體形較大，
營運時一直開動引擎，帶來環保
和違例泊車的問題。根據現行法
例，一般情況下不會再簽發小販
牌照，包括流動小販（雪糕車）
牌照，且現有牌照不得轉讓、繼
承或轉移至其他車輛，不少人擔
心，現時碩果僅存的14架雪糕車會
不會一夜間消失。

富豪雪糕車是 「香港無處不

旅遊」 的見證，儘管存在一些衞
生環境問題，但總能找出解決方
法。事實上，香港具特色的文化
旅遊景點比比皆是，如天星小
輪，復古的綠色船身，既是香港
傳統交通工具，亦見證香港百年
變遷，曾被國家地理雜誌評為
「人生50個必到景點之一」 ，在港

產電影中也常出現。
再如山頂纜車，如今已成為

世界上最古老的纜索鐵道之一。
又如通行港島的 「叮叮車」 、有
「平民夜總會 」 之謂的廟街夜

市、長年香火鼎盛的黃大仙祠和
車公廟、煥發夢幻色彩的霓虹燈
街景、聞名遐邇的港式茶餐廳，
還有納入非遺名錄的大坑舞火
龍、長洲飄色等等，都是香港的
象徵。遊客漫步街頭，可以探索
香港的城市味道，觸摸香港的歷
史脈動，獲得獨一無二的體驗。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地方
的，也是國際的。有關方面有必
要系統搜集整理香港的地道特色
文化旅遊地標名錄，加以保育和
推廣，這是永葆香港旅遊吸引力
的重要法門。

深化粵港合作 加快改革促興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到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和鹽田港調研，並主持召開
座談會，聽取特區政府兩位司長及多位
局長的工作匯報， 「並就香港在新形勢
下進一步識變應變求變、加快改革促興
和進一步加強粵港合作、更好融入大灣
區進行深入交流」 ，吹響了香港 「改革
促興」 的號角。在時代機遇面前，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要以時不我待的精神、
改革破局的勇氣，將中央的關心和支持
落實到具體工作中，落實到北部都會區
建設中。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的發展。習主席
去年底在澳門發表重要講話，為港澳未
來發展定向領航，並表示 「國家對香港
有很高期待」 。夏寶龍主任在過去一段
時間多次會見香港特區官員和商界領
袖，表達 「必須銳意改革，主動作為」
和 「識變、應變、求變」 的殷切期許。
在今次南下行程中，夏寶龍主任明確要
求 「加快改革促興」 。以改革促發展，
是新時代香港實現創新突破的主旋律。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
經濟正處於轉型期，既有不少機遇，也
面臨不少挑戰。要打開發展新天地，不

能再像過去那樣按部就班，必須勇敢走
出舒適區，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新思
維、新方法、新路徑解決新問題，蹚出
一條新路來。

加快發展北都無疑是重中之重，特
區政府早已劃定藍圖，而在具體發展規
劃方面有必要加快進度。譬如在土地供
應方面，特區政府提出了 「片區開發」
的理念，以彌補土地拍賣等傳統方式的
不足，給予創新企業更大自主權；又譬
如在創新投入方面，特區政府原本計劃
明年四月推出100億港元的 「創科產業
引導基金」 ，不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
表示，基金將在近期推出，提早了至少
一年時間。這反映了特區政府將學習貫
徹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落到實處。

夏寶龍主任此次調研了橫琴、河
套、前海等合作區，這些都是大灣區跨
境合作的重大平台，大有深意。香港的
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大灣區，但客觀而
言，內地城市在合作平台建設方面已快
人一步。以河套 「一區兩園」 為例，當
深圳園區建設如火如荼，一座座高樓拔
地而起、大量企業和人員紛紛進駐之
際，香港園區內不少還是荒地，最先落
成的三棟大廈最快今年才能推出。加快
基礎建設的 「硬聯通」 、規則機制的

「軟聯通」 、兩地居民的 「心聯通」 是
當務之急，需要真抓實幹，爭分奪秒。
香港要加強跨境合作，為人員、資金、
物資等創新要素的跨境順暢流動創造條
件，在打造國際一流大灣區建設中展現
香港的獨特優勢和更大作為。

跨境合作，交通先行。特區政府近
年通過精簡程序和採用新技術，有效降
低了基建成本和時間，但正如不少意見
指出，在提速、提效、提質、提量等方
面，香港還有不少潛力可挖。例如，北
都公路是北都的主要幹道，建設工期超
過十年，未能與河套區發展規劃配套，
引起一些爭議。好消息是，運輸及物流
局局長陳美寶日前公布提速方案，縮減
了13個月時間；她昨日還表示 「粵車南
下」 有望在今年落實。另外，在今年內
將香港機場管理局在大灣區的候機樓由
20個增至30個，這對加強灣區城市合
作、振興香港經濟大有裨益。

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香港發展千頭萬緒，創科、金融、航
運、房屋、教育等等，最關鍵就是起而
行之，劍及屨及。香港過去的輝煌是幾
代香港人幹出來的；香港的由治及興，
更加要擼起袖子加油幹。即將發表的新
一份財政預算案，令人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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