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
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的
重要講話，為港澳未來發展

指路引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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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到大灣區調
研，並主持召開座談會，先後聽取港澳特區官
員介紹政府經濟工作的部署。調研考察傳遞出
一系列重要信息。

「要牢記時不我待的緊迫性，抓緊時間和
機會，用好 『一國兩制』 的優勢，發揮好 『內
聯外通』 的功能，積極和主動與大灣區城市聯
動合作，推動灣區一體化發展，更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李家超自
哈爾濱返港後，馬不停蹄忙於 「頭腦風暴」 ，
繼前日同特區司局長開會提出七點指示後，
昨日他接連與澳門特首岑浩輝及廣州市委書記
郭永航會面，就深化兩地合作，共同建立粵港
澳大灣區互利共贏的合作關係，推動粵港澳大
灣區高質量發展交流意見。

大公報記者 陸九如、李清

去年12月就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特區）行政
長官的岑浩輝首次訪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
（14日）在禮賓府與岑浩輝會面。李家超在會面
時提到，香港和澳門同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同享
「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兩地情同兄弟，人文交
流頻繁，經貿往來密切。他說， 「一國兩制」 是保
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好制度，香港會繼續和澳門
共同堅守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香港
和澳門同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能夠優勢互
補，共同參與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讓港澳兩
地民眾享受經濟發展成果。

港澳情同兄弟 能夠優勢互補
李家超說，香港和澳門在經濟、跨境基建、

旅遊和文化等領域一直緊密合作，港珠澳大橋更大
大拉近兩地的距離，促進了港澳更緊密的交流和互
通。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大力支持港珠澳大橋跨境交
通安排和措施，讓大橋發揮最大的經濟和運輸效
益。此外，港澳兩地政府於去年7月合作推出的
「港澳通關互用二維碼服務」 ，為兩地居民帶來更
快捷、方便的出入境體驗，進一步便利兩地人民交
流。

在推動旅遊業方面，李家超說，香港會與澳
門攜手拓展港澳 「聯線同遊」 市場，亦會與包括澳
門在內的大灣區城市攜手打造面向區域及國際市場
的大灣區旅遊品牌。李家超亦歡迎岑浩輝昨早到訪
位於香港科學園的中藥創新研發中心，以及參觀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展覽，了解香港中醫藥科研和
文化旅遊方面的發展。他期待未來與岑浩輝繼續就
加強港澳兩地在各範疇的合作交流意見。

李家超相信，在岑特首的領導下，澳門和香

港會進一步攜手合作，實踐習近平主席在澳門重要
講話中提出的四點希望，包括着力推動經濟適度多
元發展、着力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着力打造
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着力維護社會祥和穩定，
共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穗港澳共辦全運會意義重大
同日，李家超在禮賓府與廣州市委書記郭永航

會面，就深化香港與廣州市合作交流意見。李家超
表示，香港會進一步推動大灣區融合發展，與廣州
優勢互補，並攜手辦好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

李家超強調，港穗兩地同為粵港澳大灣區的
中心城市，多年來在官商民各個領域保持緊密合
作。今年共同承辦的十五運會，為大灣區首次作為
一個整體承辦全國水平最高、規模最大、影響力最
廣的綜合性運動會，意義重大。特區政府將貫徹
「簡約、安全、精彩」 的原則，全力以赴，協同努
力。

此外，李家超提到，《2024年全球創新指
數》中提到 「深圳─香港─廣州」 科技集群連續五
年蟬聯全球第二位，肯定了大灣區在全球創科領域
的領先地位。而在南沙開校的香港科技大學（廣
州）在2023／24學年迎來了首屆本科生，培育人
工智能和數據科學等範疇的人才，助力港穗共同打
造重大科技創新平台，為建設國家成為世界科技強
國作出貢獻。

李家超說，香港會進一步推動大灣區融合發
展，與廣州優勢互補，共同推進港穗高水平合作和
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為國家深化改革開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把政府、市場、社會力量有機結合
在昨日的兩個會面中， 「大灣區融合發

展」 、 「互利共贏」 、 「優勢互補」 等，都成為會
面交流的的關鍵詞。事實上，特區政府正在加快改
革發展步伐。李家超12日剛結束其在哈爾濱六日

的訪問行程返港，13日便召集司局長開會聽取
匯報，總結夏寶龍的指導和意見。他要求官員
按這些理念和重點項目，謀劃具體工作計劃並
盡快執行落實，展示特區政府改革、創新和破局
的決心，李家超強調， 「要牢記時不我待的緊迫
性，抓緊時間和機會，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
時開拓新興市場。」

李家超在會上要求各司局長緊抓包括北部都
會區與河套深港創新合作區在內的重點項目，強調
發展北部都會區要簡化程序，把政府、市場、社會
力量有機結合，盡快讓首批產業進駐；發展河
套深港創新合作區要以創造創新推進兩地規則
銜接和機制對接，便利園區人流、物流、資金
流和信息流；強化航運和港口發展要大力提升
港口軟硬件，加快港口綠色化、數字化和智能
化，打通更多貨運路線和航線增加貨源貨量，
與大灣區內的港口有更多互惠合作，聯動發
展、提升高增值航運專業服務、提升港口競爭
力；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要推動更多
內地龍頭企業來港上市，開拓國際黃金交易中
心與金融合作區域網絡，做好維護金融和經濟
安全工作；進一步強化貿易中心地位要把握電子
商貿的發展，推動企業進行升級轉型，建設大宗商
品交易生態圈；全力 「招商引資」 ，促進企業落戶
香港，助力內地企業 「走出去」 。

今年是香港加快由治及興進程的關鍵一年，
正如特首所說，香港社會各界都要有 「時不我待」
的緊迫感，事實上， 「加快發展」 已成為香港社會
各界的共識。只要以務實作為的態度、高效行動起
來，解放思想，拆牆鬆綁，善用 「兩制」 之利，香
港未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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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表示，香港和澳門同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能夠優勢互補，共同參與和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讓港澳兩地民眾享受經濟發展成果。

李家超：善用兩制之利 推動灣區合作
分別與澳門特首岑浩輝、廣州市委書記郭永航會面

新聞綜述

▲行政長官李家超（右）昨日在禮賓府與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岑浩輝
會面。

▲行政長官李家超（右）昨日在禮賓府與廣州市委書記郭永航會面。

弘揚愛國主旋律勇於改革破局 加快灣區一體化發展
由大公報與香港航空聯手打

造的 「大公報」 號飛機揭幕儀式
昨日在香港國際機場隆重舉行，
揭開了香港特區紀念抗戰勝利八
十周年系列活動的序幕。

抗日戰爭期間，大公報積極
參與發起 「航空救國」 運動，1939
年用募捐的資金從德國購買了一
架滑翔機，命名為 「大公報 」
號，用於抗日前線。這一壯舉極
大鼓舞了中國人民為保家衛國而
浴血奮戰的勇氣，並成為大公報
與航空事業結緣的起點。

「大公報」 號飛機昨日飛上
藍天，既是對歷史的紀念，也是
對新時代的展望，意義深遠。首
先，讓我們鏈接 「航空救國」 這
段歷史，重溫《大公報》愛國赤
子情，展現中華民族歷經磨難、
堅韌不拔的精神氣概；其次，由
抗戰時期的 「大公報」 號到新時
代 「大公報」 號，濃縮了億萬中
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爭取
國家解放、民族獨立到致力於強
國建設、民族復興的輝煌歷程，
彰顯國家在航空航天事業上的巨
大飛躍；其三， 「大公報」 號既

是一架飛機，更是一個跨越歷史
的文化符號， 「大公報」 號將以
文化大使的身份，在國際舞台上
講述中國故事，傳遞中華文化的
力量。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給《大公
報》創刊120周年的賀信中，勉勵
《大公報》 「不忘初心，弘揚愛
國傳統，銳意創新發展，不斷擴
大傳播力和影響力，為 『一國兩
制』 實踐行穩致遠，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
精彩的時代篇章。」 「大公報」
號一飛沖天，正是落實習主席的
殷殷囑託，銳意創新發展，彰顯
新作為新擔當。

實現香港更好發展，為強國
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是新時代 「一國兩制」 實踐的重
要使命。達成這個新使命，需要
特區政府團結帶領全體市民凝神
聚力，眾志成城；需要香港社會
繼承先輩遺志，進一步弘揚愛國
主義精神。特區政府已為紀念抗
戰勝利籌劃系列活動，而 「大公
報」 號翱翔藍天正是弘揚愛國主
義教育的生動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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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
琴、前海、河套等地調研考察，並就全
面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澳門重要講話精
神作出一系列指示，在香港社會引起熱
烈反響。特區政府聞風而動，訪問哈爾
濱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港後，第一時間
召集司局長開會，全面推動、落到實
處。特區政府正在進一步發揮勇於改
革、敢於破局的精神，以只爭朝夕、坐
言起行的作風，開創新局面。

特區政府在過去的一年奮發有為，
在維護國安、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方
面做了八件大事，成績有目共睹，得
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在以中國式現代
化建設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
的新時代，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也
邁入新階段，搞建設、謀發展需要更
積極主動識變應變求變，以高度責任感
和使命感，進一步提速、提效、提質、
提量。

積極推動大灣區發展一體化，關乎
香港的未來。要做好一體化這篇大文
章，需要堅守一國之 「本」 、善用兩制
之 「利」 、充分發揮粵港澳三地的各自
優勢。在規則銜接、制度對接方面，首
先要打破舊的框框束縛，哪一 「制」 最

有效，就採用哪一 「制」 ；誰的方法最
管用，就使用誰的方法。這與李家超提
出的 「以結果為目標」 高度契合。其次
是胸懷 「國之大者」 ，要有大格局、大
氣魄，站在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角
度，就能超越本地利益、局部利益，實
現共贏發展。

北部都會區建設是香港有史以來最
龐大的發展規劃，也是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的重要平台。按照香港固有的程
序，一個項目沒有十年、八年難以成
事，有些計劃動輒需時二十至三十
年，而在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今天，
「老皇曆」 不能再翻了。改革，就是

該拆的牆必須拆，該鬆的綁必須鬆，
該精簡的程序盡快精簡；創新，就是
要以新思維、新方法、新途徑解決新問
題。北都公路是北都的交通命脈，前期
規劃引起不少爭議，有關部門大膽改
革，在採用 「全盤規劃、分段發展」
後，建造時間大幅縮短了13個月，成本
銳減四成，足證只要解放思想，就有事
半功倍之效。

推動北都發展，特區政府當然負有
主體責任，工商界要承擔起主力軍作
用。最近因為DeepSeek橫空出世，令人
驚覺浙江杭州成為新興的創新城市，在

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方面展現了足以撬
動世界的實力。為什麼是杭州？首先杭
州市加大對創新產業的投入力度，年均
財政投入增長15%以上；其次是政府奉
行 「有事就服務、無事不打擾」 的宗
旨，為企業創新打造最好的環境；其三
是甘於寂寞，因為有 「包容十年不鳴」
的戰略定力和歷史耐心，因此有 「一鳴
驚人」 的好結果。

從深圳成為中國的硅谷，再到杭州
的異軍突起，內地高質量發展呈現千帆
並舉的局面，再證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人才是最關鍵的創新要素。事實上，香
港在發展創科方面擁有諸多優勢，包括
有 「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有大灣區
這個重大國家戰略，有中央的大力支
持。夏寶龍主任今次在橫琴、前海、河
套等灣區合作平台調研考察，飽含深
意。李家超昨日先後會見到訪的澳門特
首岑浩輝和廣州市委書記郭永航，就加
強城際合作及推動大灣區一體化等深入
交換意見，反映特區政府已第一時間將
中央精神落實到行動上。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香港推動
由治及興、實現高質量發展、加快培育
新質生產力，歸根究柢就是一句話：擼
起袖子加油幹！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