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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舞「龍頭」6500億推灣區項目
粵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廣州開幕：加快建設世界級大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內地經濟「一哥」廣東，在全國首先「衝刺」實現13萬億GDP目

標。23日，廣東省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在廣州開幕。廣東省省長王偉中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廣東去年

GDP總值達到13.57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4.8%，是內地首個突破13萬億元的省份，總量連續35

年居全國首位。今年廣東GDP增長目標定為5%。今年是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五周年，廣東將建設大灣區

列為今年首要任務，加快建設世界級的大灣區、發展最好的灣區，更好發揮粵港澳大灣區支撐帶動作用。王偉

中以「舞龍」為喻稱，今年將把橫琴、前海、南沙、河套這幾個龍頭舞起來，加快打造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重要

動力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統戰部
長會議23日在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出席並講話。他表示，要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二中全
會精神，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
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
做到「兩個維護」，鞏固拓展主題教育成果，
聚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凝心聚力，發揮好統一
戰線強大法寶作用。
王滬寧表示，黨的二十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

對做好新時代統戰工作、發展壯大新時代愛國統
一戰線提出許多新觀點新論斷新要求。習近平
總書記關於做好新時代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
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的創新發
展，推動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在堅持「兩個結合」
中開闢了新境界。要把學習貫徹這一重要思想作
為重要任務抓緊抓好，推動統戰工作更好緊貼大
局、融入大局、服務大局。
王滬寧充分肯定過去一年統戰工作取得的成

績。他表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是實現
「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要以高

度責任感和使命感做好統戰工作。要着力堅持
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着力抓實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着力推進我國
宗教中國化工作，着力把新時代黨的治疆方
略、治藏方略落實到位，着力增強做黨外知識
分子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本領，着力圍繞
促進「兩個健康」做好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着
力做好港澳台海外統戰工作和僑務工作。要把
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特別是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貫徹到統戰工作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旗幟鮮
明講政治，壓實統戰工作主體責任，加強統戰

幹部隊伍和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提高抓落
實的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部長石泰

峰主持會議並作工作部署，表示要堅持以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決貫
徹落實黨中央關於統戰工作各項決策部署，更
加精準加強思想政治引領，更加有力破解重點
難點問題，更加有效防範化解風險隱患，更加
堅決推動落實統戰工作責任制，不斷發展壯大
新時代愛國統一戰線，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
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統戰力量。

全國統戰部長會議在京召開
王滬寧：着力做好港澳台海外統戰工作

王偉中表示，廣東將扎實打造新發
展格局的戰略支點。堅持軟硬聯

通一起抓，加快皇崗、沙頭角等口岸重
建和改擴建。除了繼續用好管好港珠澳
大橋，優化完善「港車北上」、「澳車
北上」外，廣東還將穩妥推進「粵車南
下」。擴大「灣區標準」清單和「灣區
認證」項目範圍。擴大「組合港」、
「一港通」試點，強化大灣區貿易、航
運樞紐功能。與此同時，廣東要從粵港
澳三地發展所需、民生所盼出發，持續
推進就業、教育、醫療、社保等領域合
作，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以產業科技合作為重點
對於橫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要
平台，王偉中在報告中逐一明確其今年
任務。他稱，廣東將抓好橫琴跨境資金
「電子圍網」建設等工作，加快實現全
島封關運作；推動修訂前海合作區條
例，打造融資租賃、航運服務、海工裝
備、國際諮詢等集聚區；編制實施南沙
新一輪總體發展規劃，加快南沙先行啟
動區建設，取得更多實質性突破；推動
出台河套深圳園區條例，強化「一河兩
岸」、「一區兩園」統籌開發利用。他
還稱：「要始終牢記服務港澳初心，以

產業科技合作為重點，把橫琴、前海、
南沙、河套這幾個龍頭舞起來，加快打
造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
王偉中強調，今年是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發布五周年，要舉全省之力辦好這
件大事，攜手港澳打造融入國內國際雙
循環、走出高質量發展之路、彰顯中國
式現代化特質的大灣區。

基礎設施投資逾3000億元
「大灣區」在報告中被提及22次，今年
廣東推進大灣區建設的項目非常豐富。香
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廣東2024年全年
安排省重點建設項目1,508個、年度計劃
投資1萬億元。其中，粵港澳大灣區項目
就有987個，年度投資總額達到6,492億
元。加速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項目
投資額逾3,000億元，佔了大灣區項目年
度投資的一半。 跟隨其後的「軌道上的
大灣區」項目，總投資額亦超過1,400億
元。此外，廣東今年將安排20個科創項
目，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創新中心建
設。這些項目年度總投資額也達到65億
元。

全球外資看好大灣區前景
全球外資亦看好大灣區的發展前

景。廣東省商務廳廳長張勁松同日在
廣東省人大首場記者會上表示，廣東
去年製造業實際利用外資492.2億元，
創五年新高。廣東全省高技術製造業
吸引外資超過250億元，同比大幅增
長四成。值得一提的是，廣東超高清
視頻顯示、精密儀器設備、半導體及
集成電路等實際利用外資分別增長2.5
倍、1.8倍和 1.5倍。「增幅是飛躍性
的。」張勁松表示，隨着采埃孚華南
研發中心、蘋果大灣區創新中心等一
批製造業高水平外資研發中心相繼落
戶，廣東全省外資研發中心累計達403
家。

新型儲能成重點產業之一
新型儲能產業成為廣東「製造業當

家」的重點產業之一。廣東省發展改
革委副主任郭躍華介紹，廣東已經提
出2027年全省新型儲能產業營業收入
達到1萬億元總目標，編制廣東省新
型儲能技術創新路線圖，凝練提出鋰
離子電池技術、鈉離子電池技術等七
個重點支持技術方向，推進一批「旗
艦型」攻關項目。他稱，今年廣東將
不斷豐富和拓展新型儲能產業應用場
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低空領域
成為經濟新藍海，廣東今年將打造大灣區低空經濟
產業高地。23日，廣東省省長王偉中作省政府工作
報告時表示，廣東將發展商業航天等新興產業，支
持深圳、廣州、珠海建設通用航空產業綜合示範
區，打造大灣區低空經濟產業高地。香港文匯報記
者梳理發現，廣東今年將推動灣區項目中，亦有跟

航天相關的項目。該項目名為華芯-無限航空大灣區
航材研發製造及供應鏈中心項目，今年將在惠州年度
投資4億元人民幣。資料顯示，該項目將建設航材研
發中心、航材零部件製造中心和航材零部件倉儲。
「廣東無人裝備已實現『海陸空』全覆蓋布

局。」來自製造業領域的廣東省人大代表、珠海雲
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雲飛表示，他所

從事的無人裝備產業正是極具廣東特色、強勢的未
來產業。張雲飛從香港科技大學博士畢業後，到珠
海創立中國第一家無人船艇企業。他的公司已經和
某公安局聯合開展「無人艇環島巡邏警戒常態化應
用」。2022年 2月以來，以「日間常規執法艇巡
航+夜間無人艇環島巡航」的形式執行海上巡航執
法任務，通過無人裝備的應用，實現全時、全域、

全覆蓋巡航。該無人裝備執行時間合計296天，減
少出警2,368人次，還發現偷渡、走私及其他違法
行為8起。
對於廣東如何推進低空經濟為代表的新興產業
發展，張雲飛建議稱，廣東從「給政策優惠」到
「給場景機會」，給予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
商業化業務化示範應用空間，加快推進創新應用
成果全面推廣，試點解決法規、標準等准入問
題。張雲飛認為，廣東還可以構建「特色」場景
IP，解決應用場景碎片化等問題，例如打造水陸
空物流體系等。

廣東無人裝備已實現「海陸空」全覆蓋布局

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熱詞科普
「反向飛地」：「反向飛地」是「飛地經濟」的一種，但與傳統飛地恰好相
反，是指產業基礎相對薄弱、產業資源相對匱乏地區主動出擊，到相對發達
地區設立「飛地」，變傳統「飛入地」為「飛出地」。

出處：深入推進產業有序轉移。布局產業轉移合作園區、「反向飛地」。

「鏈式轉型」：是指通過產業鏈和產業集群中關鍵企業引領，帶動產業鏈供
應鏈上下游和產業集群內中小企業協同數字化轉型。

出處：推動9,200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聚力打造製造業數字化

「鏈式轉型」省域樣本。

灣區「碳足跡」： 是指由大灣區產品直接和間接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出處：積極穩妥推進「雙碳」工作。開展粵港澳大灣區產品「碳足跡」試點。

橫琴跨境資金「電子圍網」：是指橫琴合作區金融機構多功能自由貿易分賬
核算業務遵循「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同名有限『滲透』」原則。「跨一
線」是資金自由劃轉；「跨二線」是資金劃轉視同跨境交易管理；「跨二
線」同名賬戶資金劃轉實行額度管理，允許有限「滲透」。

出處：抓好橫琴跨境資金「電子圍網」建設等工作，加快實現全島封關運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東今年計劃啟動重點產業項目（單位：人民幣）

1.數據中心：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樞紐節點韶關數據

中心集群項目

2.國際數據傳輸樞紐：中航雲電信「國際數據傳輸樞紐」粵港澳大灣區

節點（順德金融雲）項目

3.科技創新：清華珠三角研究院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基地

4.世界氣象中心：世界氣象中心（北京）粵港澳大灣區分中心項目及配套

基礎設施

5.航空材料：華芯-無限航空大灣區航材研發製造及供應鏈中心項目

6.化工材料：新邁奇大灣區生產總部（一期）

7.科技創新：中國電建大灣區科創中心基地項目

8.供應鏈：極兔大灣區數字化供應鏈產業園項目

9.儲能電池：大灣區新型儲能生產基地

10.大灣區中長期公共設施項目：大灣區堤防鞏固提升工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地點

韶關

佛山

廣州
廣州

惠州
中山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珠海、佛山、中山、
江門、肇慶六市的重要堤防建築

年度計劃投資

45.5億元

1億元

2億元
1.5億元

4億元
4億元
9億元
4.5億元
4.4億元

676.41億元
（非年度投資）

廣東2024各項目標
1.生產總值：增長5%。
2.就業：城鎮新增就業人數110萬人以上。
3.灣區建設：優化完善「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穩妥推進「粵車南
下」。擴大「灣區標準」清單和「灣區認證」項目範圍。
4.大灣區重要平台：

（1）橫琴：抓好跨境資金「電子圍網」建設等工作，加快實現全島封關運
作。

（2）前海：推動修訂前海合作區條例，打造融資租賃、航運服務、海工裝
備、國際諮詢等集聚區；編制實施南沙新一輪總體發展規劃。
（3）南沙：加快南沙先行啟動區建設，取得更多實質性突破。
（4）河套：推動出台河套深圳園區條例，強化「一河兩岸」、「一區兩園」
統籌開發利用。

5.科技創新：推進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建設，布局一批概念驗證中心和
中試平台。

6.產業發展：支持深圳、廣州、珠海建設通用航空產業綜合示範區，打造大
灣區低空經濟產業高地；新推動9,200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近日，粵港澳大灣區最大新型儲能電站寶塘鋰電新型儲能站在廣東佛山南海獅
山鎮正式投運。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