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佛同城進程回顧
◆2009年3月19日，廣州、佛山兩市市長簽
署《廣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設合作協議》及兩
市城市規劃、交通基礎設施、產業協作、環境
保護等4個對接協議，廣佛同城正式啟動。

◆2010年11月3日，內地首條城際地鐵廣佛
地鐵（佛山魁奇路-廣州西塱）正式開通，廣
州荔灣區與佛山南海、禪城實現地鐵直達，
2018年12月28日，廣佛地鐵一期後通段（燕
崗站至瀝滘站）開通試運營，廣州荔灣、海珠
與佛山南海、禪城共4區實現地鐵直達。

◆2013 年2月，作為珠三角地區高鐵及城際主
要客運站的佛山西站開工建設。2017年8月18
日，佛山西站開通運營，實現與廣州南站聯
通，2019年7月，佛山西站開通直達香港高鐵
班次。

◆2014 年7月，廣佛同城化暨廣佛跨界河涌綜
合整治聯席會議，建立對接機制。

◆2015年8月，在兩市時任市長的見證下，佛
山南海、廣州荔灣兩區於廣州市政府簽訂了廣
佛同城合作示範區框架協議，內容涉及規劃、
交通、環境、民生、文化等多個層面，廣佛同
城化邁入新的里程。

◆2016年11月，廣州大學城衛星城在順德北
部片區正式啟建。順德將統籌配建3萬套人才
公寓，依託「十百千萬人才工程」和14所大學
城及周邊高校共建衛星城，將其打造成廣佛同
城核心區。

◆2018 年8月，兩市正式簽署《深化創新驅動
發展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聚焦打造珠三角世
界級城市群核心區、建設廣佛科技創新產業示
範區、共建普惠性科技金融先行先試等方面，
深化拓展廣佛同城化。

◆2019年5月，推出52個廣佛同城化年度項目
或事項，其中規劃銜接6項、基礎設施27項、
產業及科技創新8項、生態環保4項、社會民生
7項。

◆2020年9月，廣州、佛山兩市攜手編制《廣
佛高質量發展融合試驗區建設總體規劃》，提
出在廣佛197公里長的邊界兩側，選取629平方
公里極具發展潛力的區域，合力建設包括「1
個先導區和4個片區」的高質量發展融合試驗
區，推動兩市在各個領域實現全面互聯和深度
融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佛部署全域同城化
推4個萬億產業集群 港企：利於創新人才合理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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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及

的三大引領極點之一，廣州-佛山「十四五」

期間將推動兩市全域同城化。近日發布的《廣

佛全域同城化「十四五」發展規劃》徵求意見

稿首次系統地對「全域同城化」做出部署規

劃，提出從城市群、都市圈的視野，謀劃廣佛

全域同城化工作，探索具有全國示範意義的同

城化模式和路徑。有關注相關政策的香港企業

負責人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意見稿中關於產

業規劃的思路，對於推動廣佛產研合作，共享

平台和人才具有積極意義。

中 國 新 聞A14

20222022年年11月月5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2年1月5日（星期三）

2022年1月5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裴軍運

去年8月，廣佛兩市攜手編制了《廣佛高質量發展融
合試驗區建設總體規劃》，提出在廣佛197公里

長的邊界兩側，選取629平方公里極具發展潛力的區
域，合力建設包括「1個先導區和4個片區」的高質量
發展融合試驗區，推動兩市在各個領域實現全面互聯和
深度融合，逐步實現廣佛全域同城化。

廣佛GDP 3.6萬億 佔珠三角四成
根據意見稿，到2025年，廣佛地區經濟和人口承載
力明顯提升，同城化繼續走在全國最前列，廣佛地區生
產總值達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左右。數據顯示，
2020年，廣佛兩市GDP總和達到3.6萬億元，佔珠三角
的40.2%。與北京、上海的GDP相當。到2025年，兩
市GDP將增長1.4萬億元，比2020年增長38.9%。

鼓勵企業跨區兼併重組
在產業協同方面，通過強強聯合，深入推動先進裝備

製造、汽車、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與健康產業4
個萬億級產業集群發展，引導支持相關龍頭企業加強合
作，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實施跨地區、跨所有制的兼併重
組。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突破提升核
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和產業技
術基礎等產業基礎能力，構建特色鮮明、協同互動、基
於產業鏈分工的聯動發展格局。
在建設智慧城市方面，加快5G建設和推廣應用，實
現廣佛重點區域5G網絡全覆蓋。共同推進IPv6 （網際
協議第6版，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規模部署，開
展下一代互聯網關鍵技術和創新機制研究，鼓勵兩市企
業、機構開展IPv6 升級。聯手參與省布局建設量子衛
星地面站，主動承接粵港澳量子通信骨幹網規劃建設。

放開放寬落戶限制
在促進要素自由有序流動方面，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調

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放開放寬落戶限制，探索戶籍准入
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港青：利佛山引才留才
來自香港的創業青年霍展邦是科宜思自動化技術控

股有限公司創辦人、運營總監，4年前，他看好大灣
區珠三角地區產業升級和工業技改需求的提升，在佛
山註冊企業，開啟大灣區的創業之路。4年來，他見
證了廣佛同城的逐漸成長、成熟。他認為，廣州有優
秀的研發機構，市場亦連接全球，而佛山製造業發
達。為此，看好同城化前景，他又與合作方在廣州成
立合資公司，把自身的工業自動化改造設計優勢導入
到佛山的製造業，融入廣州的研發平台和市場。他認
為，廣州和佛山提出共建優勢產業，實現創新資源共
享，十分利於兩地企業，企業創業門檻降低，成本下
降。「企業的研發、生產、營銷不可割裂，未來，廣
佛通過政策、資源的共享和協同，必定為企業創造良
好的成長環境和條件。」
香港青年、埃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梁子斌亦於

2018年來到佛山創業，通過人工智能技術為企業提供數
字化升級服務。他認為，長期以來，由於資源稟賦的不
同，佛山在引進人才方面，條件遠不及廣州、深圳。例
如，同樣工作、同樣級別的崗位，佛山企業能夠提供的
薪酬待遇，常常不及廣深。此次廣佛提出加強兩地人才
合作共享，人才標準互認互通、人才綠卡互認等，將推
動創新人才在廣佛合理流動。同時，醫療結算、積分入
戶等互認，也利於佛山留住人才，在廣佛享受同等工
作、生活以及待遇方面的條件。

數據看廣佛全域同城化2025年目標
◆2025年實現兩市GDP 5萬億元左右，
在目前基礎上增加1.4萬億元，比2020
年增長38.9%

◆廣佛中心城區軌道交通或高快速路30分
鐘通達、全域60分鐘通達

◆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穩定在3%以上

◆推動航空樞紐30分鐘直達中心城區、1
小時通達珠三角城市、3 小時聯通泛珠
三角城市

◆推動先進裝備製造、汽車、新一代信息技
術、生物醫藥與健康產業4個萬億級產業集
群發展，到2025年，廣佛先進裝備製造產
業規模突破2萬億元，汽車產業規模突破1
萬億元，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醫藥與
健康產業規模實現持續較快增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2021年，北京市空氣質
量首次全面達標，大氣環境中
細顆粒物（PM2.5）年均濃度
降至33微克/立方米，PM2.5
和臭氧同步達標，優良天數佔
比近八成。
在4日舉行的2021年北京

市空氣質量狀況新聞發布會
上，北京市生態環境局副局
長、新聞發言人于建華說：
「大氣污染防治具有長期性、
複雜性、艱巨性的特點，無法
畢其功於一役。」他表示，
1998年，北京拉開了大規模
治理大氣污染的序幕。2004
年開始二氧化硫穩定達標，
2019年開始可吸入顆粒物和
二氧化氮持續達標。
數據顯示，2021年，北京

市PM2.5年均濃度和臭氧濃
度分別為 33微克/立方米、
149微克/立方米，首次同步
達到國家二級標準。優良天數
達到288天，佔比近八成，較
2013年增加了112天。其中，
一級優天數為114天，較2013
年增加了73天，藍天底色更
純、含金量更足。
在藍天顯著增加的同時，北

京重污染天數大幅減少，發生
頻率、峰值濃度、持續時間均
明顯下降。于建華稱，2021
年北京市出現重污染日8天，
較2013年減少50天，夏季、
秋季 PM2.5 重污染基本消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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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五核武國共同聲明 外交部：利均衡發展大國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月4日在談及
中、俄、美、英、法五個核武器國家領
導人共同發表聯合聲明時指出，中國一
直積極倡導「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
理念，並且為五國採取共同行動發揮了
有力的引領作用。

體現五國防核戰政治意願
有記者提問，1月 3日，中、俄、

美、英、法五個核武器國家領導人共同
發表《關於防止核戰爭與避免軍備競賽

的聯合聲明》。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
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介紹稱，北京時間1月3日晚9

點，中、俄、美、英、法五個核武器國
家領導人同步發表《關於防止核戰爭與
避免軍備競賽的聯合聲明》，申明「核
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重申不將核武
器瞄準彼此或其他任何國家，承諾維護
和遵守雙多邊軍控協議，強調五國應避
免軍事對抗，防止軍備競賽。
汪文斌說，中方認為，五國領導人首
次就核武器問題發表聯合聲明，體現了

五國防止核戰爭的政治意願，發出了維
護全球戰略穩定、減少核衝突風險的共
同聲音，對於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
的大國關係也具有積極意義。中方希望
五國不斷增進戰略互信，加強溝通與合
作，為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發揮積極作用。

重申不將核武瞄準任何國家
汪文斌表示，中國一直積極倡導「核
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理念，並且為五
國採取共同行動發揮了有力的引領作

用。在聯合聲明的磋商過程中，中方還
推動寫入重申不將核武器瞄準彼此或其
他任何國家的重要內容，為五國達成一
份內容積極、有分量的聲明起到了重要
的推動作用。
汪文斌強調，中國始終堅持自衛防禦
的核戰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
策，將核力量維持在維護國家安全需要
的最低水平，這本身就是對全球戰略穩
定的重要貢獻。中國將繼續為推動核領
域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願同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開展合作。

108歲馬識途再捐書法義賣所得 資助川大文學青年

◆◆汽車產業是廣佛共同推進的四個萬億級產業集群汽車產業是廣佛共同推進的四個萬億級產業集群
之一之一。。圖為佛山一家汽車企業的混合動力發動機生圖為佛山一家汽車企業的混合動力發動機生
產車間產車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4日
下午，在馬識途即將迎來108歲茶壽前
夕，這位文學巨匠將自己2021年6月
書法展所得50萬元人民幣（下同）全
額捐贈給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簡稱川大文新學院）設立的「馬識
途文學獎」，用於資助熱愛文學的寒
門學子。
作為中國知名革命家、文學家、書

法家，馬識途曾與巴金、張秀熟、沙
汀、艾蕪並稱「蜀中五老」，其作品
《夜譚十記》被改拍成電影《讓子彈
飛》。在107歲高齡之時，馬識途仍筆
耕不輟，結合自己在西南聯合大學求
學經歷，出版長篇著作《馬識途西南
聯大甲骨文筆記》。

已向川大捐贈386萬元
這不是馬識途第一次將自己的書法

義賣所得捐贈給在校學子。2014年1
月，馬識途舉行了100歲書法義展，並
將義賣所得230多萬元全部捐給了川大
文新學院，該院也因此設立了「馬識
途文學獎」。從2014年至今，馬識途
已向四川大學捐贈386萬元，資助文學
新秀153名。
川大文新學院院長李怡表示，五四運

動和新文化運動的主體正是年輕學生，
胡適26歲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郭沫
若28歲出版《女神》，馬識途20歲開始
發表作品，今天人們引以為豪的百年中
國文學正是由一批青年開拓出來。「馬

老在中國高校設立這樣一個校園文學
獎，是他深深知道寫作的秘密——寫作
是從最美好的時間段開始，最好的年齡
開始。換句話說，馬老把自己對文學的

希望寄託在了新一代青年之上。」
馬識途外孫、四川文化產業職業學

院副教授劉曉遠作為馬識途家人代表
參加了當日捐贈儀式。

◆捐贈儀式
現場，馬識
途外孫劉曉
遠（左）遞
送捐贈支票
牌。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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