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20232023年年77月月3030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3年7月30日（星期日）

2023年7月30日（星期日）

◆責任編輯：趙一聃文 匯 要 聞

大灣區消防救援平台啟用
粵港澳加強消防區域合作 推動構建聯勤聯訓聯戰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28日，粵港澳大灣區

消防救援研討會在廣州舉行。因應內地消防職業化、專業化水平

仍有待提升，港澳消防科技化、智能化運用不足，以及跨境消防

救援器材不兼容、通信聯絡不貫通等問題，粵港澳三地協商進一步加強區域合

作，推動構建大灣區聯勤聯訓聯戰機制。當天，大灣區消防救援平台正式啟用，

並推動建設珠澳綜合培訓基地、國家（廣東）陸地搜尋與救護基地等五大合作平

台（見表）。

◆大灣區消防救援平台：
香港消防處牽頭搭建，實現三地
消防信息互通、資源共享，定期
開展典型案例戰評、技術研討、
國情教育，並開設「大灣區消防
救援大講堂」；

◆粵港澳消防交流中心：
依託各類訓練基地、消防科研機
構、高等院校等，分設實訓、科
研等分中心，將港澳培訓基地、
學院納入整體交流框架，形成覆
蓋大灣區、輻射全廣東的消防交
流培訓體系；

◆南方消防研究中心：
發揮大灣區創新技術優勢，匯聚
三地科技資源，組建大灣區消防
安全聯創中心，推動前瞻性、系
統性、實效性、特色關鍵技術研
究與裝備研發，為大灣區應對火

災事故及消防安全創新提供技
術、工程及智力支持；

◆珠澳綜合培訓基地：
立足珠海所能暝、澳門所需，打
造培訓基地「精品工程」、「示
範工程」，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深圳大灣區消防員學校：
發揮港澳消防部門師資優勢，聯
動香港消防救護學院和澳門保安
部門高等學校，完善消防員培訓
體系和登記認證體系，提升消防
員職業化、專業化水平；

◆國家（廣東）陸地搜尋與救護
基地：
面向港澳所需，完善消防救援物
資儲備庫及應對颱風、洪澇、地
質災害等實戰化訓練設施，形成
覆蓋廣東、輻射灣區格局。

今次的研討會有廣東省消防救援總隊、香港
消防處、澳門消防局主官以及灣區11市消

防救援業務骨幹參加。當天，由香港消防處牽
頭組建的「粵港澳大灣區消防救援平台」正式
啟用，這是一個粵港澳消防救援信息互通、資
源共享平台，將開設「大灣區消防救援大講
堂」，並定期開展典型案例戰評、技術交流研
討、國情教育等工作。未來，該平台將進一步
開發功能，拓展三地消防合作範疇。

打造灣區消防「尖刀」力量
廣東省消防救援總隊總隊長張明燦表示，大
灣區城市密集、人口稠密、產業聚集，高層建
築、地下空間、大型綜合體、石油化工和港
口、機場等場所密布，加上區域內颱風、火
災、暴雨、洪澇等致災因素複雜多樣、風險承
災體高度密集，消防安全面臨着不少風險。
香港消防處處長楊恩健表示，粵港澳三地消
防部門已建立穩固的交流基礎，接下來期待和
粵澳加強見面交流，加強應急救援隊伍建設，
打造「尖刀」和「拳頭」力量，共同維護大灣
區人民安全和社會穩定。

探索城市群消防交流合作機制
與會大灣區各市消防支隊及消防總隊職能部
門負責人就粵港澳消防合作建言獻策，提出了

多個務實措施。
廣州市消防救援支隊支隊長李偉斌表示，港

澳消防職業化、專業化建設走在世界前列，內
地亦在一些方面有優勢，但也存在機制未健
全、工作模式未定型等問題。他建議探索大灣
區城市群消防交流合作機制，將廣州的綜合訓
練與戰勤保障基地（學校）作為三地交流合作
承訓點，實現職業交流、隊伍互訓和經驗共
享。

三地建立聯合快速反應作戰體系
佛山市消防支隊救援支隊長鍾蔚彬則從消防

實戰的角度建議，結合三地指揮系統、作戰模
式、通信手段差異等實際情況，打造一套「平
時可交流研討、戰時可聯動作戰」的大灣區協
同作戰平台，推動三地主動採集、動態匯聚救
援一線信息資源，打通信息傳輸和共享渠道，
確保三地同步接收實戰信息，提升協同作戰效
能。
「三地要建立聯合快速反應作戰體系，聯合

編製消防救援數字預案，定期開展跨區域熟悉
訓練和實戰演練。特別是針對颱風、洪澇災
害、地震、石油化工、超高層建築、鐵路航
空、海域水域等災害和突發公共時間，明確聯
合預警、力量編成、行動路線、通關模式、作
戰方式等內容。」鍾蔚彬說。

開展大數據合作 實現互聯互通
廣東省消防救援總隊信息通信處處長全子厚

則建議開展大灣區消防大數據合作，對於三地
法律法規、數據治理模式、數據控制技術的差
異，三地須建立消防數據治理的戰略互信，比
如，起草簽訂《粵港澳消防大數據發展戰略合
作協議》，建立更為緊密的數據合作機制，推
動數據深度對接、互聯互通。

共同建立應急物資裝備「共享池」
對於構建大灣區消防聯勤聯訓聯戰機制建

設，中國救援廣東機動專業支隊支隊長李戰凱
給出多個對策。比如，建立完善三地消防培訓
體系、人員資質認證、救援效能評估體系；依
託香港消防救護學院、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
校、廣東各市區消防訓練基地，組建專業團
隊，常態化開展協同救援調研研究和專業指
導，打造跨區域救援協同「智囊團」。
李戰凱還建議粵港澳共同建立應急物資儲備

點或裝備「共享池」，保證三地應急協同救援
處置的實效性。在選址方面，要綜合考慮大灣
區由21條城軌、六座大橋、三主三核空港群一
體化組成的快速交通網絡，謀劃三地應急轉運
路線。同時，做好救援單位人員和救援車輛的
登記備案制度，確保快速過境通道通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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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打造六大合作平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香港消防處學員參觀廣州珠江東消防救援站，了解高層建築救援情況。 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 ◆近日，香港消防隊員參加廣東省第三屆「火焰藍」滅火救援技能比武暨第二屆消防行業職業技能大賽。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雷達監測顯示，
受颱風「杜蘇芮」殘餘環流繼續北上影響，降水
雲團正逐漸向北移動，華北、黃淮等地將有強降
雨。中國氣象局29日啟動重大氣象災害（暴雨）
一級應急響應。
據中央氣象台預報，7月29日至8月1日，北

京、天津、河北、山東西部、河南北部、山西東
部部分地區將有大暴雨，北京西部山前和南部、
河北中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地區累計
降雨量有50至150毫米，京津冀部分地區200至
450毫米，局地可達600毫米以上；最大小時降雨
量30至60毫米，局地可達80毫米以上。主要降
水時段為7月29日夜間至31日。
專家表示，此輪降雨具有持續時間長、影響範

圍廣、累計雨量大等特點。預計累計降雨量100
毫米以上，降雨面積將達22萬平方公里，影響人
口1.3億，強度可能接近或超過2012年「7．21」
北京暴雨和2016年7月18日至20日降雨過程，極
端性強，致災風險高。

北京發布暴雨紅色預警
北京市氣象台29日傍晚升級發布最高級別的暴

雨紅色預警信號，預計29日夜間至8月1日夜
間，北京市將出現大暴雨，西部、南部
特大暴雨。北京市暴雨紅色預警相關防
禦指南提示，停止集會，停課、停業
（除特殊行業外）；駕駛人員應聽從民
警指揮，切勿涉入積水不明路段，汽車
如陷入深積水區，應迅速下車轉移；個
人不要外出，如在野外，可選地勢較高
的民居暫避，不要在山樑或山頂上行
走，以防雷擊，也不要沿山谷低窪處行
走，提防山洪、滑坡、泥石流；居住在
病險水庫下游、山體易滑坡地帶、泥石
流多發區、低窪地區、有結構安全隱患
房屋等危險區域人群要迅速轉移到安全

區域。

三因素造成京津冀極端強降水
為何「杜蘇芮」在登陸後還能「長途跋涉」，

在北方引發極端強降水？
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方翀表示，殘餘環流持

續時間較長、水汽輸送充沛再加上地形加持，共
同造成了此次京津冀地區的極端強降水。
另一方面，「杜蘇芮」本身攜帶大量水汽，且

它的東側為副熱帶高壓，二者之間的強氣壓梯度
會導致京津冀地區的東風和東南風顯著增強。強
東南風會將目前西太平洋上颱風「卡努」附近的
水汽源源不斷輸送到華北平原，水汽條件非常充
沛。
此外，京津冀西邊太行山脈與攜帶水汽的東風

和東南風正向相交，其北邊燕山山脈也與水汽通
道存在交角，水汽受地形阻擋抬升，集中在山前
形成極端強降水。
專家表示，京津冀地區這次降雨過程屬於長時

間被固定天氣系統影響，如人站在行駛的列車旁
邊一般，接連不斷地感受到一節節車廂經過時帶
來的巨大聲音和衝力，影響效果疊加，通常被稱
作「列車效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寶儀廣
州報道）「同心暢遊 就在南沙」
2023年港澳人士遊南沙系列活動
首發團29日正式啟動，港澳文體
旅近百名專業人士將在南沙開展為
期兩天的實地走訪，近距離了解南
沙的傳統文化、品嘗地方美食、體
驗科技創新發展的成果。南沙文化
會執行會長霍啟剛表示系列活動將
增進港澳青年、學生等群體的文化
認同，為文旅體藝融合搭建了平
台。下一步，主辦方將繼續開展港
澳人士遊南沙系列活動，包括港澳
青創商務考察團、穗港澳學生交流研學等活動，
讓港澳青年實地體驗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的新
變化，了解多元的歷史文化，增進祖國的認同
感，更好地推動港澳青年融入灣區建設。

增進港澳青年文化認同
南沙區相關負責人介紹，近年南沙着力打造粵
港澳大灣區國際旅遊目的地，形成了東部、南
部、北部三大特色旅遊板塊。東部以濱海休閒為
主；南部以自然生態為主；北部以歷史文化為
主。南沙舉辦2023年港澳人士遊南沙系列活動，
是為了讓更多港澳人士認識體驗南沙文化、科技
及創新的魅力，加強南沙與港澳在文化、旅遊、
體育等方面的協同合作。
「30多年前第一次隨着爺爺來南沙，基本上要
花一天的時間。」霍啟剛在啟動儀式現場首先回
憶了自己與南沙的初接觸，並表示看着南沙從荒
土變成今天的樣子，感到驕傲之餘也對南沙發展

充滿希望。「如今是早上在南沙開會，下午兩點
能趕上香港立法會的會議，晚上還可以到澳門出
席活動，這就是大灣區人。」霍啟剛致辭時指
出，近年他在與港澳文、旅、體、藝等領域的組
織、協會接觸交流中發現，粵港澳青年交流面臨
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平台和橋樑。如何充當好媒介
的角色，促進不同界別合作，提升三地交流深
度、頻次極為重要。霍啟剛表示，「同心暢遊 就
在南沙」港澳人士遊南沙系列活動可以增進港澳
青年、學生等群體的文化認同，並為文旅體藝融
合搭建了平台。
啟動儀式現場，還舉行了粵港澳三地文旅體單

位合作簽約儀式。
香港註冊社工、共同家園聯合創始人鄧艷文表

示，此前有帶香港學生到內地進行交流，通過不
同類型的交流活動，可以讓香港青年了解到內地
的最新發展，從而對未來發展有更多選擇，例如
到大灣區創業或者是在不同領域進行新嘗試。

港澳人士遊南沙系列活動啟動
體驗灣區合作發展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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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文體旅近百名專業人士將在南沙開展為期兩天的實地走訪，
近距離了解南沙的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7月29日，北京市海淀區，車輛在雨中行駛。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