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同心
築夢．共謀發展」粵港澳媒體灣區行聯合採訪活動
在廣州啟動。約30名來自中央、廣東和港澳等地的
媒體一起走訪廣州、佛山、肇慶，一起實地採訪大
灣區的發展情況。儘管來自不同的城市，但基於對
新聞事業的共同熱愛與追求，採訪團成員間默契十
足，交流熱切。
「希望通過共同採訪共同交流，大家可以加深對
彼此之間以及不同地區文化的理解。」廣東廣播電
視台記者李雨蔓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相信通過這
次採訪，港澳媒體能更深入地了解大灣區的生活與
經濟狀況。作為一名廣東記者，她自豪地表示，自
己幾乎遍訪了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這次採訪依
然有很多沒到過的地方，有沒採過的新聞點，對接
下來的行程充滿期待。」李雨蔓還笑言，她尤其對
於港澳的同行感到好奇。「希望在接下來的採訪行
程裏，能夠聽到港澳同行對廣東的獨到見解，看看
我們是否有着相似的願景和目標。」

「我們已經參觀了廣東粵電花都天然氣熱電有限
公司，看到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新成就，接下來
的幾天我們將走進廣州、佛山、肇慶，繼續感受大
灣區發展的面貌。」香港商報記者何嘉敏認為，採
訪活動行程比較豐富，期待接下來的採訪能深入挖
掘粵港澳大灣區這座新聞富礦的亮點；同時也希望
加強和來自澳門、廣東的同行交流，一起做好報
道。

深入走訪報道 挖掘背後故事
澳門日報記者古楨輝表示，希望透過與兩地行家
一起採訪，報道大灣區最新的發展情況。「廣東近
年的發展有很多亮點和成績，亦有很多與港澳相關
的元素，這些都值得好好採訪報道。希望透過深入
的走訪報道，挖掘出這些成績背後的故事。」他相
信，通過與不同地區的記者交流，可以擦出更多的
靈感火花，為他帶來更多元的視角，去做好大灣區
的新聞報道。

冀同行增交流 多視角報道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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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打造具競爭力中試轉化基地
加速科研成果走向市場 協同港澳謀劃產業發展新賽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隨着大科學裝置陸續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落

地，高端創新要素不斷向大灣區匯聚。粵港

澳大灣區辦公室秘書處代表彭赳24日向參

加「同心築夢．共謀發展」粵港澳媒體灣區

行聯合採訪活動的傳媒記者介紹，廣東將積

極對標國際科研管理制度，借鑒港澳先進經

驗，不斷深化科技體制機制改革。他透露，

廣東將加快建設散裂中子源、人類細胞譜系

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並向社會開放共享，

力爭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中試驗證和成果

轉化基地，加速科研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

的進程，讓更多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

新模式在大灣區不斷湧現。

「同心築夢．共謀發展」粵港澳媒體灣區行聯
合採訪活動24日在廣州正式啟動。本次

活動由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香港新聞工作
者聯會、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廣東省新聞工作
者協會聯合主辦，這是香港新聞聯發起成立的
「粵港澳大灣區媒體聯盟」的首個大型活動。本
次聯合採訪活動吸引來自中央媒體、粵港澳大灣
區三地媒體約30名記者參與，採訪團一行將實地
走訪廣州、佛山、肇慶三市，探訪大灣區發展的
機遇。

進一步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廣東區域創新綜合能
力連續6年居全國第一，「深圳—香港—廣州創新
集群」連續4年位居全球創新指數第二，大灣區科
創生態系統不斷完善。公開資料顯示，廣東高校
科技成果轉化中心中試製造基地今年已經建成，
亦將有效解決科技成果從「實驗室」到「市
場」，從「產品」到「量產」的產業化難題，促
進科研與產業緊密銜接、深度融合。
彭赳表示，廣東未來將進一步強化企業科技創
新主體地位，把產業、科技、金融、市場、人才
等科技創新各領域各環節協同起來，有效推動創
新要素和資源向企業集聚，引導和推動企業真正
成為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
的主體。
彭赳進一步表示，橫琴、前海、南沙、河套是
國家部署的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四個平台的重
要使命是拓展港澳發展空間、服務港澳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他稱，這四個平台將作為粵港澳
深度融合發展示範區，為廣大企業持續提供更優
政策環境、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展空間。
在當天舉行的粵港澳媒體「記者沙龍」中，彭
赳與港澳媒體交流時透露，廣東未來將協同港
澳，在繼續鞏固現有產業基礎和優勢的同時，積
極謀劃產業發展新賽道。廣東力爭培育若干個萬
億元級戰略性產業集群和五千億元級戰略性新興
產業集群，並在6G、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科

技、基因技術等前沿領域謀劃若干未來產業集
群。
不少媒體都關心作為「世界工廠」的廣東如何
推進大灣區產業融入全球產業鏈。「廣東是世界
製造業重要基地，產業門類齊全，產業集群化發
展具備一定基礎。」彭赳回應稱，廣東產業門類
齊全，目前已經擁有綠色石化、智能家電、汽車
等8個萬億級產業集群。而香港和澳門則擁有高度
發達的金融、貿易、法律等現代服務業，粵港澳
大灣區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相得益彰。

用媒體視角展現灣區建設成果
在本次粵港澳媒體灣區行聯合採訪活動的啟動

儀式上，中國記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田玉紅
表示：「這次聯合採訪活動是一次見證發展之
旅，採訪對象既有『大部頭』，也有『小巨
人』，還有『高精尖』，通過新成就新變化、新
產業新生態，見證新質生產力對高質量發展的強
勁推動作用，見證粵港澳大灣區5年來的發展巨
變。」田玉紅亦以「探親訪友之旅」形容本次採
訪。他指出，目前有超過20萬的港澳同胞在粵發
展，採訪團將參訪創新孵化基地、人才港等，看
一看「港澳親友」在粵工作生活情況。
「我們不僅要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好，也要把

粵港澳大灣區的故事講述好。」中央港澳辦七局
副局長徐露穎在啟動儀式上表示，此次聯合採訪
用媒體的視角展現大灣區5年來的建設成果，凸顯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獨特
優勢和地位。她還指出，這次聯合採訪亦是「粵
港澳大灣區媒體聯盟」成立以後的首次大型活
動，也是共同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一次非常
有益的嘗試。
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政府新聞辦主任陳

曉偉亦出席了活動啟動儀式。香港文匯報記者了
解到，本次採訪活動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媒體聯
盟」平台，分三批對大灣區內地九市進行聯合採
訪報道。首期活動於24日至29日實地走訪廣州、
佛山、肇慶三市採訪報道。

「同心築夢．共謀發展」粵港澳
媒體灣區行聯合採訪活動第一站，
媒體記者們走進廣東粵電花都天然
氣熱電有限公司。熱電廠的廠房環

境與先進製造業工廠相仿，看不到排放氣體的巨
大煙囪。「我們項目採取去工業化設計，工廠與
周邊環境協調得比較和諧。」廣東粵電花都天然
氣熱電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經理李煥
輝告訴記者，廠房還實現了無粉塵、廢水零排
放。

戴好安全帽，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團進入到熱能
發電廠的車間內部走訪。在花都熱電智能生產駕
駛艙，記者看到全廠實時總負荷數據在不斷跳
動，全廠供電氣耗率、光伏發電量等數據均在大
屏幕上一覽無遺。而在另一個總控中心，三名工
作人員則凝神監控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數據，保
障燃機、汽機、鍋爐等設備正常運行。

「我們一天發電量大概2,000萬度電，可以滿足
200萬戶家庭的用電。」李煥輝告訴記者，廣州花
都是有名的汽車生產基地，電廠亦負責供熱給周

邊汽車城企業。他說，在熱電廠15公里半徑範圍
內，就有107個企業在用熱電廠供應的熱能。「在

熱電廠運營前，這些企業每家都有自己的小鍋爐
和煙囪。我們這個項目運行後，企業不再需要這

107個各自排放的小煙囪。這節省了二氧化碳排放
64 萬噸，二氧化物組 240 噸，大大提升周圍的空
氣質量。」

廣東目前電力富餘 為港澳供電
採訪進行期間，天氣說變就變，採訪團正好經

歷了一場暴雨後又迎來天晴。面對近年極端天氣
增加，電力公司如何保障電能供應，成為粵港澳
媒體關注焦點。「只要原料充足就能保證熱能發
電。而原料是由我們集團統一採購，並不缺乏，
這讓我們能持續保障供電的穩定。」李煥輝說，
熱能電廠供應的電能不僅僅只用於廣州地區，亦
會供應到香港和澳門。作為發電企業，其所生產
的電能都統一連到南方電網，再由南方電網往其
他地區輸送。「我們的電能亦有同時供應到港
澳。香港電力來源主要依靠本土發電公司，同時
亦有部分電能來源於廣東這邊的電網。」他還表
示：「廣東電能供應目前處於富餘狀態，完全可
以向港澳供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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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天然氣發電廠 智能化現代裝備亮眼

◆熱電公司智能化運行，僅需不多的員工即可管控整個發電廠運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大灣區產業數據
低空經濟：廣州、深圳、珠海

等地已集聚全國
30%以上低空經濟
企業

科技中小型企業：超7.6萬家

人工智能：廣東省人工智能產
業區域發展競爭力
評價指數排名全國
第2位

生物醫藥：到2025年，廣東
打造萬億級產業
集群

集成電路：2022年，集成電
路主營業務達到
2,200億元，其中
集成電路設計業
營 業 收 入 超 過
1,000億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24日，「同心築夢．共謀發展」粵港澳媒體灣區行聯合採訪活動在廣州正式啟動。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採訪團走進廣東粵電花都天然
氣熱電有限公司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採訪記者非常敬業，齊刷刷將鏡頭對着受訪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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