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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穗雙城展開幕 逾300圖片促進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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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倡增合作 共建「雙城三圈」
智庫聯盟辦線上研討會 專家獻策兩地育才產業融合

香港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與深圳共建「雙城三圈」，為深港合作提供了全新的發展

空間。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大背景下，兩地如何以此為契機，推動進一步合作，攜手共建國際

創科中心？日前，2021港深智庫聯盟線上研討會舉行，來自深港約50個機構與會，眾多專家圍繞

兩地人才培養、產業融合等話題，提出真知灼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胡若璋）「同舟共
濟志同道合」港穗雙城圖片展覽昨日在香港及廣
東省廣州市同步開幕，位於香港的展覽一連27天
在中環交易廣場Rotunda舉行，展出超過300張
圖片及珍貴老物件，以喚起兩地人民的感情記
憶，促進了解共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通過視頻致辭時表示，港穗地緣相近，人緣相
親。在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共同目標下，
兩地定會如今次圖片展的主題一樣「同舟共濟志
同道合」，為兩地以至整個大灣區譜寫光明的未
來。
今次圖片展由團結香港基金及香港地方志中心

連同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及廣州市地方志辦公室
聯合主辦，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支持。香港會場的展覽共分五部分，從
西元前214年開始至2021年，記述港穗雙城的
「史地」、「經濟」、「文化」、「社會」淵源
及「穗港現況」，亦展出有香港八和會館借出的
泥印劇本、汪明荃及羅家英的戲服，及粵劇名伶
紅線女的6套參演劇目劇本，包括《慈母淚》、
《五姊妹》等。

香港會場的展覽由每天中午12時至晚上7時免
費開放參觀，展期至明年1月8日。廣州會場的展

覽則由本月13日至明年3月13日，於廣州市地方
志館舉行。

林鄭：灣區建設令兩地更緊密
林鄭月娥通過視頻致辭時指出，長久以來，港

穗兩地文化同源、語言相通、民俗相近。看粵
劇、吃雲吞麵和去茶樓飲茶，都是很多港穗市民
的共通至愛。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積極推
進，跨境基建如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陸續開通，
港穗這兩個大灣區核心城市的關係更加緊密。
她表示，港穗兩地在金融、創科、教育、跨境

基建等多個領域的合作從未間斷，碩果纍纍。她
指出，在文化藝術各方面，港穗兩地的共通點和
交流更可謂多姿多彩。特區政府於今年4月在廣
州成功舉辦大型文化交流盛會「香港周2021」，
透過藝術節的形式，推動兩地的文化交流。
此外，特區政府亦為香港藝團及藝術家提供資

助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包括廣州進行文化交流活
動，促進民心相通。

廣東省副省長郭永航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
伏瞻亦向大會發來致賀視頻。郭永航表示，今次
兩地圖片展是改革開放後首次由廣州及香港雙方
通力合作聯合舉辦，跨越二千多年港穗歷史的圖

文展覽，彰顯港穗兩地歷史淵源和合作共融的盛
事，意義重大。

謝伏瞻則表示，此次展覽將有力推進灣區文化
的交融，香港同胞亦能從歷史長河中汲取力量，
厚植中華文化底蘊，強化身份認同，增強民族自
豪感，堅定文化自信。

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香港中聯辦
宣文部副部長鄭琳、團結香港基金總裁鄭李錦芬
昨日出席展覽開幕式。徐英偉致辭時表示，今次
展覽能讓觀眾了解港穗一脈同源的文化傳統、兩
地在國家改革開放後的互動，以及近年在灣區發

展中的各類創新措施和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巡展發現，在諸多資料圖片

中，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提供的史料圖片和
報章資料不在少數。比如，1979年1月27日，麗
的電視內地攝製首個賀歲節目的報道，就是由
《大公報》所刊發報道；而CEPA實施後首個香
港個體工商戶進駐廣州的消息，就是2004年由
《文匯報》所報道。這些珍貴的新聞照片充分
體現了作為愛國愛港主流媒體的大文集團在
忠實記錄歷史、推動兩地融合方面所
作出的積極貢獻。

香港特區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
處港深合作策略規劃顧問凌嘉勤

介紹了「北部都會區」的規劃理念。
他指出，「北部都會區」將打造成為
香港的第二個引擎，跟維港都會區相
輔相成，在產業的基礎方面將構建完
整的創科產業生態系統。其中，如新
田科技城不單是一個園區，而是要成
為一個完整的創科生態系統、綜合服
務社區，讓創科人才能夠在這裏匯
聚，工作生活。
他強調，深港融合發展是「北部都

會區」的重要動力。這是香港特區政
府第一次大規模地將發展思維跨越了
深港兩地行政的界限，拓展到整個大
灣區。在此背景下，香港需要強化跟
深圳的對話與合作機制，共同構建
「雙城三圈」的跨境策略框架，這意
味着兩地融合的模式要不斷創新。

打造「港深社區」推港融入灣區
他表示，目前在深圳一些片區也開

始在探索，如香港科技大學位於深圳
南山的校園，也正在探討增加香港元

素打造成為港深社區。「如果能夠利
用香港多所院校在大灣區的校園、科
研機構、醫療機構等作為據點，打造
更多類似社區，可能也是推動香港融
入大灣區很好的抓手。」
深港共建國際科創中心，必須要實

現要素更自由的跨境流動，其中人才
的流動十分關鍵，這也是當天專家們
熱議的焦點之一。
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

認為，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中，科
技市場一體化是很好的切口，做好這
個，能讓各種要素在國家雙循環發展
中有一個載體。其中，很重要的就是
要素跨境的流動，人才的流動尤為重
要。

科創產業結合 助港青北上
深港科技合作促進會總幹事鄧小昆

則提出，要把科技創新和產業緊密結
合起來，幫助把香港科研院校的創業
青年引到深圳，幫助他們發展。
他認為，不僅要推動香港青年的北

上，還要鼓勵深圳的科研機構和創業

青年到香港發展，實現雙向互動，在
此過程中建立起完善的創業生態。
除了人才的匯聚，創新資源的融合

也尤為重要。深圳南山科技事務所所
長王艷梅建議，深港將河套、前海、
西麗湖、光明科學城等重要平台與香
港聯動，推動雙方的協同機制，「讓
香港的高校資源跟深圳的企業共建實
驗室，或者創新共同體、創新聯合
體，形成聯盟，打造科研成果轉化的
機制和模式。」
她同時還建議，鼓勵深圳的企業跨

過深圳河到香港，把高端製造引到香
港，形成互動，讓科創中心真正成為
國際化的競爭力。
前海產業智庫秘書長羅潤華則提

出，進一步推動深港雙向的創新資源
流動，包括支持深圳的高校到香港建
立校區等。「在『北部都會區』的開
發方面，可以鼓勵更多的市屬國企、
創投公司在裏面擔當更重要的角色，
利用深圳作為橋頭堡的地位，要支持
大陸的央企去開拓『北部都會區』的
市場，作為一個跳板和後援基地。」

●2021港深智庫聯盟線上研討會日前舉行。 受訪者供圖

針對深港在產業方面的合
作，不少專家認為，目前兩地
產業合作範圍已經十分廣泛，
有必要聚焦一些重點產業推進
深度合作，如生物醫藥、人工

智能等。
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葉文祺認

為， 生物科技方面有三個不同的範疇是可以進
一步推動深港合作，分別是藥物及疫苗、基因的
檢查和治療，還有高端醫療的器械等。他認為，
現時香港沒有完整的產業鏈，只有一些大方向，

例如河套區的「一區兩聯」以生物科技為主，但
是需要落到實處，有更詳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深圳市人工智能行業協會會長郎麗艷則建議，

可以讓深港的高等院校合作打造聯合實驗室、聯
合科研基地，共同攻關一些行業的核心技術，聯
合打造中試平台、測試基地，共同打造人工智能
應用示範基地，形成一個人工智能的產業鏈。
「在產業鏈上面可以聚集更多的人工智能生態體
系的建設和打造，這樣會把整個人工智能技術的
研發、生態、製造和最終的市場推進形成一個完
整的閉環。」

專家倡兩地聚焦生物醫藥等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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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盧博）為建立學
生正確價值觀，培養
他們的守法守規精
神，教師必須正確掌
握法律知識。香港特
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鄭
若驊昨日出席大埔區
小學暨幼稚園聯校教
師專業發展日，向來
自33間學校、逾千
名現場及網上參與活
動的校長和教師闡述
憲法、基本法、維護
國家安全以及完善選
舉制度的重要性，加
深教育界對這多方面
的正確理解。
鄭若驊表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按照憲法，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有權制定
法律及其他法律文書包括作出決定。而設
立香港特區和通過基本法的決定，是由全
國人大於1990年4月4日按憲法作出。
她提到，基本法第一條訂明香港特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從而確
立「一國」是實行「兩制」的根本。基本
法亦明文保障香港特區法院獨立進行審
判，以及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工作不受干
涉。
她解釋，當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出現缺

口，卻難以在一段可見時間內自行完成維護
國家安全有關的立法，全國人大有權責按照
憲法和基本法，從國家層面改善香港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訂立香
港國安法以堵塞相關漏洞，有效防範、制止
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鄭若驊強調，國家安全以政治安全為根
本，全國人大按香港實際情況完善選舉制
度的決定，擁有堅穩的法理基礎，並且充
分體現了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
參與性及公平競爭性，推動香港實現良政
善治，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她期望
教師能向學生傳授關於憲法、基本法和香
港國安法的正確知識。

香港文匯報訊 以「新平台．新機
遇．新動能」為主題的2021年粵港澳
大灣區學術研討會11日在橫琴線上線
下同步舉行。研討會旨在圍繞新發展
階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特別是橫琴、
前海兩個合作區建設這個重大時代課
題，深化學習研究，分享真知灼見，
貢獻學術界智慧，用學術賦能重大國
家戰略高質量發展。
來自粵港澳、北京、福建等地的專

家學者約超過90人線上線下參加了會
議。研討會得到了社會各界特別是粵
港澳三地學術界的大力支持，共收到

論文近200篇，充分反映了學術界，
特別是三地社科界旺盛的創新活力和
研討會本身與日俱增的品牌效應。
省社科聯黨組書記、主席張知幹出

席研討會並致辭。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執行總經理韓紀文線上作視頻致
辭。珠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談
靜，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楊開荊分
別致辭。澳門中聯辦研究部主任管延
斌，澳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委會
副主任蘇昆等出席研討會。
國務院財政部財政科研所原副所

長、研究員王朝才和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金融發展協會主席魏明德線上出
席。省社科聯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
余鴻純主持開幕式。廣東華南經濟發
展研究會會長、廣州大學教授張仁壽
主持主題演講報告。
本次學術研討會由廣東省社會科學

界聯合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聯合主辦，廣東華
南經濟發展研究會承辦，廣東華南經
濟發展研究院、廣州市海上絲路研究
院、《亞太經濟》雜誌社、《嶺南學
刊》、《廣東行政學院學報》、《廣
東經濟》雜誌社參與協辦。

橫琴研討會探討灣區「三新」發展 鄭
若
驊
盼
教
師
正
確
傳
授
國
安
法

●2021年粵港澳大灣區學術研討會日前在橫琴舉行，賓主合照。

●鄭若驊昨日出席大埔區小學暨幼稚園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向
現場及線上逾千位教師講解法律知識。

●●港穗雙城圖片展昨日在香港及廣州港穗雙城圖片展昨日在香港及廣州
市同步開幕市同步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展覽展出當年九廣鐵路珍貴文件及

刊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