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基建科創積極對接港北都
提升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以點帶面」引領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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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寶儀兩會報道）7日上午，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廣
東省代表團在駐地首都賓館舉行全體會議，並面向中外媒體開放。全國人大代表、
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張虎在會上表示，圍繞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廣東將從跨境基建、科技創新合作、民生深度融合等方
面強化與港澳協同聯動，積極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開發建設，支持港澳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恰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
五周年，三地合作成果和未來規劃成了

媒體最關心的一個話題。張虎表示，五年來
大灣區建設取得階段性成效，經濟總量從
2018年超1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到2023
年突破14萬億元大關；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深入
推進；基本實現大灣區主要城市間一小時通
達等。

提升人員車輛往來等便利化水平
至於廣東如何與港澳持續合作，張虎以五
句話概括。首先是強化發展戰略協同聯動，
圍繞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
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廣東將聚焦跨境基礎建
設，科技創新合作、產業體系共建和民生深
度融合等方面，積極對接香港「北部都會
區」開發建設，以及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同時，強化產業科技互促雙強，加快建立
與港澳及國際有效對接的科研管理制度，持
續推動創新平台的共建、共用和共享。此
外，還包括強化全方位互聯互通，進一步提
升人員車輛往來、貨物通關、資金跨境、數
據安全傳輸等便利化水平；穩步擴大制度型
開放，主動對接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聯
動港澳開拓國際市場；強化重大合作平台建
設，「以點帶面」引領粵港澳深度融合發
展。

全國人大代表、珠海市市長黃志豪在發言
中也表示，港澳的優勢是服務業以及對國際
人才的吸引力，珠三角的優勢是製造業。要
用好橫琴平台，促進香港、澳門、橫琴的現
代服務業與珠海、中山、江門等珠三角城市
的製造業深度融合，讓更多的生產製造在珠
三角，研發在橫琴。這樣的項目，2023年珠
海就有超過30個，總投資338億元。今年珠
海將加快推進面向未來產業賦能科技創新的
新型城市基礎設施「雲上智城」，構建普惠
的、便捷的、充裕的通用算力和AI算力，賦
能橫琴的中醫藥、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等產
業的研發創新，助力珠海、橫琴加快形成未
來產業生態體系。

重大外資項目落戶 投資者看好廣東
作為內地經濟第一大省和重要製造業基
地，廣東如何應對外部挑戰和製造業轉型，
也是香港文匯報記者關注的焦點。全國人大
代表、廣東省省長王偉中坦言，近年來，一
些國家搞「脫鈎斷鏈」「小院高牆」「長臂
管轄」，一些企業為規避經貿限制、關稅壁
壘等，將訂單、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與此
同時，一大批十億級、百億級重大外資項目
落戶廣東，去年廣東新設製造業外資企業數
量增長 30%，製造業實際利用外資增長
11.7%，今年1月新設外資企業1,947戶、增
長106%。這些數據都表明投資者看好中國、
看好廣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兩
會報道）在7日上午舉行的第十四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廣
東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代
表、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表示，將
以「百千萬工程」為抓手，推進城
鄉區域協調發展，加快實現廣東經
濟高質量發展。來自粵東西北的全
國人大代表現場透露推動經濟高質
量發展、布局新質生產力產業的方
向。
黃坤明承認廣東客觀上存在着城

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並更多
體現在城鄉發展不平衡上，但強調
可以把短板變成潛力板，實現城鄉
區域相互促進、相互成就。廣東提
出實施「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

工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現在
形成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舉措，產
業進一步向粵東粵西粵北地區有序
轉移，收到了初步成效。黃坤明表
示，將按照政府工作報告要求，結
合廣東實際，以「百千萬工程」為
抓手，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加
快實現高質量發展。

湛江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粵西湛江作為海洋大市，目前海
洋生產總值已佔GDP的三分之一左
右。全國人大代表、湛江市市長曾
進澤表示，湛江主要從六大方向努
力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我
們將加快建設寶鋼、湛江鋼鐵基
地、中科煉化、巴斯夫一體化基地

等百億美元級重大項目，發展與綠
色鋼鐵、綠色石化、綠色能源為主
導的世界性臨港產業集群等。」同
時，湛江將加快建設海工裝備產業
園項目，培育海洋電子信息、海洋
新材料、海洋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
興產業，打造新質生產力。
全國人大代表、汕頭市市長曾風
保表示，將加快建設新能源、新材
料、新一代電子信息和紡織服裝、
玩具創意，以及大健康的「三新兩
特一大」的產業體系，重點依託海
上風電資源優勢，打造海上風電+海
洋牧場+濱海旅遊的新突破。依託國
際海洋工作站，大力發展數字經
濟，特別是跨境數據服務。同時，
抓住科技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

「希望媒體朋
友多到廣東走一
走，看一看，廣
東 好 看 的 東 西
多，好吃的東西
也很多，歡迎大

家！」「請媒體朋友到湛江去看一看白海
豚，據目測最近出現了2,000頭左右的白海豚
群，如果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算，肯定超過
2,000頭，這是生態奇觀！但是不要太集中
去，避免驚擾牠們。」在7日上午舉行的十
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廣東代表團全體會議
上，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
「變身」推薦官，為廣東「打call」。

不止是黃坤明，香港文匯報記者留
意到多個城市的領導在回答記者問題
時都「植入」廣告。全國人大代表、
深圳市市長覃偉中就提到深圳製造，
並以「高科技、時尚潮流、好用耐
用」來形容，還說深圳「氣候宜人，
一年四季適合辦展」；湛江市市長曾
進澤則特意提及湛江海鮮與美景，為
當地招攬遊客。
廣東團開放日，現場布置也非常有
特色。尤其是會場外設置了記者早點
供應區，濃濃的粵味撲面而來：廣東涼茶放
在了最顯眼的位置，雞仔餅、油角、笑口
棗、牛肉乾、潮州粿餅等廣東各地美食一字

排開，會前會後都有不少媒體朋友駐足並品
嘗美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兩會報道

省委書記「變身」推薦官 力銷粵味粵景

「最開放的開放日」 C位拍照給媒體

粵東西北產業布局 破解區域不平衡

都知道廣東是改革
開 放 排 頭 兵 、 先 行
地、實驗區，那廣東
到底有多開放？7 日

上午9點，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
次會議廣東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並對中外
媒體開放，提供200個媒體席位。與其他地
方開放日一般提供五六十個媒體席相比，廣
東團開放日是本次大會至今為止開放規模最
大、容納記者人數最多的團組，也讓香港文
匯報記者對當天的會議充滿期待。內地第一
經濟大省魅力十足。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前一

個半小時抵達現場，前排座位已經被衣服、
書包甚至水果等物品「花式霸佔」，拍攝台
上大小攝像機一字排開，中外記者四處穿梭
採訪同行，了解各自關注話題，顯得格外熱
鬧。據了解，此次廣東團開放日，吸引了
102家媒體225名中外記者到場報道。

會議開始之初，記者們按照會場規定在指
定席座記錄、拍攝，但因為場地有限、人數
眾多，加上有一些發言的代表背對記者，讓
站在最後排攝影台的攝影記者們難以獲得理
想的拍攝位置，只能在那裏乾着急。見此情
形，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當

即現場拍板，「讓記者進來（代表發言區）
拍攝吧。」

話音剛落，現場立刻響起熱烈掌聲。得到
書記「大開綠燈」的記者們立刻行動起來，
有人扛着攝像機走進發言區，有人拿出嘜
牌、打開手機進行播報，會場氣氛立刻變得
活躍起來，恰似欣欣向榮的廣東經濟。看着
眼前這與眾不同的一幕，不少記者感嘆說，
「不愧是與海內外媒體打過多年交道的領導
啊，真正體諒記者的工作難處」！也有不少
記者讚嘆，「論開放還是得看廣東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兩會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兩會報道）全國人大代表、
湖南省委書記沈曉明在湖南
團開放會議上回應香港文匯
報記者提問時表示，過去一
年湖南省主要圍繞水、空
氣、土壤三個方面的重點領
域和洞庭湖、「錳三角」兩
個方面的重點區域開展生態
環境保護工作，也取得了不
少成績。
沈曉明說，「水治理方面最
重要的是解決了『化工圍江』
的情況，把長江幹流以及支流
範圍內一公里內的化工企業全
部清理，湘江流域水質優良率
達到歷史性的98.7%，去年一
年關閉了22家重金屬污染企
業，並且對478家重金屬污染
風險重點監管單位進行 『回
頭看』，去年年底，全省有
91%的受重金屬污染土地可以
安全利用，這個數字也是歷史
最高。」關於洞庭湖治理，沈
曉明介紹，洞庭湖是整個湖南
水環境的窗口，連接泗水和長
江，江湖關係十分複雜，湖南
省一手抓環境治理，一手抓人
與自然和諧共生，取得了可喜
成績。「現在洞庭湖江豚回來
了，大魚大蝦回來了，候鳥變
多了，洞庭湖正在越變越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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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外設置了記者早點供應區，各式廣東美食得
到中外記者好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張虎表示，五年來大灣區建設取得階段性成效，經濟總量從2018年超10萬億元到2023
年突破14萬億元大關。圖為深港澳青年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參觀。 資料圖片

◆廣東省代表團7日舉行全體會議，並向媒體開放。得到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大開綠燈」的
記者們走到會場內進行播報，現場氣氛立刻變得活躍起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