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樂高樂園酒店的主題家庭套房內，兒童床童趣
十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5月31日起，上海樂高樂園將啟動內測及試運營。
圖為樂高迷你世界遊船之旅。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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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
報道）26日，上海樂高樂園度假
區正式完成項目交接，隨着上海樂
高樂園運營團隊從項目建設團隊手
中接過了一把由樂高積木拼砌的鑰
匙，再將這把象徵着樂園創想啟航

的鑰匙交到樂園的小小玩樂家代表—樂高樂園創
想小記者手中，樂園正式從建設階段過渡到運營階
段。5月31日起，樂園將啟動內測及試運營。

樂高大飛車 巨型小人仔亮相
此前，上海樂高樂園已於5月16日正式完成竣工

驗收。自2021年正式開工以來，來自15個國家超
過300個團隊上萬名建設者先後參與到上海樂高樂
園度假區項目建設之中，整體用時近1,300天。作
為長三角地區首個國際IP親子主題樂園，上海樂高
樂園度假區是專為2至12歲親子家庭打造的樂高主
題樂園和酒店綜合度假區。這裏擁有八大主題區，
超75個互動騎乘設施、演出和主題景點，以及由超
8,500萬塊樂高積木拼搭而成的數千個樂高模型。
26日，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前探營，雖然只是走馬

觀花匆匆轉了一圈，卻也充分感受到了樂園帶給人
的歡樂，處處可見驚喜。入園後，首先會來到積木
街道主題區，街道兩旁是樂高商品大商店和小人仔
創意集市。推着嬰兒車遛娃的，擺拍遊客照的，招

攬生意的……無數的樂高小人仔化身這片土地的主
人歡迎着世界各地的遊客來到他們的世界感受快
樂。街道的盡頭，全球首發的樂高大飛車從巨型樂
高小人仔搭搭身前呼嘯而過，不遠處高約60米的樂
高樂園觀光塔，是上海樂高樂園度假區最高點，可
搭載遊客升降盡覽全園風光。在巨型搭搭身前的河
面上，一艘艘遊船可載着遊客沿着河道感受樂高迷
你世界的精彩。

樂高悟空小俠全球首演
這次探營最令人羨慕的，要數奇趣積木城劇院

內，樂高悟空小俠現場秀《花果山降魔》的全球首
發演出。一場演出由13名專業木偶師操控各式各樣
的木偶為遊客進行現場表演，其中，最大的木偶是
高3.7米的巨型牛魔王，需由3名木偶師協同操控。
整個舞台配合投影光效和機械裝置，將帶領觀眾進
入到一個巨型的積木世界中。據上海樂高樂園度假
區高級演繹創作經理Jason介紹，未來，遊客來到
樂園後可以體驗到22場樂高角色見面會，讓遊客能
夠與樂高角色親密互動拍照。還有11場主題演出及
活動，從舞台劇到木偶劇，甚至是街頭表演和酒店
裏的睡衣派對，每一場演出都精心設計了「驚
喜」。
觀看完精彩的表演，已經臨近正午，香港文匯報

記者來到積木街道主題區的「飢餓大嘴龍廚」餐

廳。餐廳內裝點着很多樂高積木拼搭的人仔，餐廳
地板也是積木顆粒圖案，就連隔離帶的柱子都塞滿
了樂高積木的透明罐子。從電子點餐屏可以看到，
餐廳價格與目前熱門商圈的價格相差無幾。飯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搭乘觀光車前往迷你天地的路上，
沿途看到各項遊樂設施均已就位，消防救援學院、
感受海洋生活的碼頭區、樂高城市火車站、飛行學
院……雖然尚無遊客，但每個項目的門口，工作人
員都已待命。

樂高小人仔牆等迎遊客入住
上海樂高樂園可以說是一個既可以讓人以上帝視
角俯瞰多座城市天際線，又可以讓人以巨人視角窺
探「小人國」豐富多彩生活的絕佳天地。進入後可
以先上二樓，俯瞰上海浦江兩岸多個地標商圈的風
光，遙望蘇州金雞湖，遠眺北京太和殿……然後再
下到一樓，身臨其境去發現無數的樂高小人仔，他
們有些在上海國際賽車場P房內修理賽車，有些則
在慶祝中國傳統節日等等。
在距離樂園僅幾步之遙的上海樂高樂園酒店，遊
客從踏入酒店的那一刻起，標誌性的巨型樂高星球
便會映入眼簾，酒店一層寬3.7米、高近2米的樂高
小人仔牆絕對是個恨不得帶上放大鏡仔細研究的打
卡點，4,500多個造型各異的樂高小人仔將共同歡
迎遊客的入住。

「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作
為內地第一經濟大省，廣東長期面臨「珠三角

經濟發展迅猛、粵東西北發展滯後」的二元結構矛
盾。數據顯示，珠三角以不到三成的土地面積貢獻了
廣東超過八成的GDP，而粵東、粵西、粵北12市的
GDP合計佔全省不足20%，人均GDP尚不及全國平均
水平。破解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既是廣東貫徹新發
展理念的緊迫任務，更是其發揮改革開放試驗田的功
能作用、為全國其它地區積極探索區域協調發展新路
徑的神聖使命。

「一拆為三」經濟迅速滑落
潮汕三市，在歷史上長期屬潮州府，近代以來劃歸汕
頭市。汕頭的GDP曾一度位列全國前30名，是廣東的
經濟重鎮之一。1991年，汕頭市被拆分出汕頭、潮州、
揭陽三個地級市。拆分之後，由於行政區劃縮小，城市
管理重心轉移，汕頭的經濟迅速滑落，潮州和揭陽的發
展亦不理想。
2024年，汕頭的GDP為3,168億元，仍是三市中的
「老大」。揭陽和潮州則分別為2,530億元和1,403億
元。三市合計GDP約7,000億元出頭，只相當於佛山的
大約一半。

地理結構阻礙跨城流動
經濟上的「失落」也有其地理結構原因。三市面積合

計超過1.1萬平方公里，與西安、合肥相當。然而，由
於地形以山丘為主，加上行政區劃碎片化，三地各自修
建交通樞紐，卻難以統籌銜接。此前深水港、空港、高
鐵分別在三市建設，形成汕頭廣澳港、揭陽潮汕國際機
場、廈深鐵路潮汕站的格局。雖然看似「雨露均沾」，
但實際卻是「分而治之」，缺乏統一規劃。其結果是，
三市居民即使相距不過數十公里，跨城流動仍面臨諸多
障礙。
廣東財經大學教授、廣東省社會責任研究會會長黎
友煥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潮汕三市行政拆分帶來的
不是「多中心協同」，而是「各自為政、爭奪資源、
重複建設」的局面，其後果是區域內協同意願與能力
雙低。
此番相隔三十多年後，三市決定再度「抱團」發展，

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彌補當年「分家」帶來的陣痛。

2023年底，廣東省發布《汕潮揭都市
圈發展規劃》，為汕潮揭都市圈定下了不

少目標，既要成為沿海經濟帶的新增長極，也要
對接大灣區、聯通「一帶一路」，試驗均質型都市圈同
城化發展。此次聯席會議的召開，正是「都市圈」從構
想真正走向實踐的第一步。
不過，要將「散裝」的三座城市重新綁定，要花的力

氣也不少。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行動方案》採用
「任務清單+項目制」的創新合作模式，提出了4個方
面共22項具體合作任務，29項今年汕潮揭都市圈合作
推進重點事項及19個汕潮揭都市圈合作推進重點項
目。

首務建綜合交通體
其中，「綜合交通體系」被列為四大任務之首，汕潮

揭都市圈力求從高快速公路系統、粵東航空樞紐服務能
力、同城化交通運輸服務運營管理機制等方面提出對應
舉措，力求在交通領域進一步破局。
黎友煥認為，這次通過的《行動方案》，更注重「利

益綁定」和「任務落地」，有了顯著的突破，尤其通過
項目制的方式推行，使各地「有投入、有產出、有動
力」。「方案在機制設計層面極大地增強了可操作
性。」黎友煥認為，《行動方案》通過共建產業園、聯
合招商等多元化模式，積極推動區域內的收益共享。這
一舉措有效激發了各地參與合作的積極性，促使各地從
自身利益出發，主動尋求合作機會。
「現在提加快汕潮揭都市圈一體化的建設，應該是適

得其時、水到渠成。」廣東省委黨校教授、廣東省人民
政府原參事陳鴻宇指出，近幾年汕潮揭三市的經濟發展
水平和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產業和資金不斷融合，交
通基礎設施不斷得到完善，已經為汕潮揭都市圈建設奠
定了很好的物質基礎。

專家籲用量化指標檢視進度
三十多年前拆分的決定，期待的是獲得更靈活、更有

效的發展方式。如今重新抱團發展的行動，也肩負着探
索區域協調發展新路徑的新使命。黎友煥認為，首次召
開的聯席會議被賦予了常態化運作的重要職能，這有望
突破以往「議而不決」的困境。
但黎友煥也提出，首次聯席會議的召開和《行動方

案》的發布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成效仍取決於後續政策
的持續推動。他建議，建立動態評估機制，定期公開跨
市GDP增量、人口回流等關鍵數據，用可量化的指標
來檢視合作進度，及時發現問題、調整策略，才能真正
讓汕潮揭都市圈從紙上方案變為現實圖景。

上海樂高樂園31日試運營 八大主題區打造親子樂園

汕頭、潮州、揭陽，這三座粵東城市，
長期以來在地理上接壤、人文上同宗、經

濟上有往來，但由於區劃分割、行政壁壘和競爭關係的存
在，關係總是呈現「這麼近、那麼遠」的微妙。如今，隨
着「汕潮揭都市圈」這一概念的登場，三市主政者近日第
一次以汕潮揭都市圈聯席會議的名義坐到了一起。

與人們想像中潮汕「膠己人」會面相聚的熱絡氛圍
不同，會議主桌的三位書記、市長並非土生土長的潮
汕人，現場「潮汕話」不多，但「彼此熟悉」卻貫穿
全場。揭陽市委書記曾風保曾擔任汕頭市市長，而潮
州、揭陽的市領導，也不乏在兄弟城市間輪崗的經
歷。大家彼此都知根知底，合作起來更得心應手。

資源人口產業制度全面協作
這正是這場會議值得關注的地方。大家其實並不是

靠「家鄉情懷」聚集在一起的，而是衝着更為理性務
實的「都市圈」建設目標而聚首一堂。都市圈的建
設，並不是簡單的拼盤式合併，而是對資源、人口、
產業和制度的一次全面系統協作。「整場會議開得十
分務實高效。」據參會人員透露，三市人社、文旅、
交通、生態、衞健、醫保、應急、政數等局處負責人
悉數出席，聯席機制、專項小組、會商制度等一項項
機制安排亦按部就班地落地。

就在《行動方案》出台後不久，三地政務服務和數
據管理局聯合發布「汕潮揭」政務服務跨域通辦線
上、線下事項清單，根據清單，此次共有453項事項
實現汕潮揭三市跨域通辦，切實解決三市企業和市民
異地辦事「往返跑」問題。如今，三地市民已經可以
實現「進一扇門，辦三地事」。

從《行動方案》看，汕潮揭都市圈未來將橫向建立
「輪值制」的聯席會議機制，縱向設專項工作小組，
構建「月月商、季度協調」的機制，可以預見，三市
的主政者將更頻繁相聚，面對面談協同、談共享、談
流動，未來成果值得外界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汕
潮
揭「
分
家
」卅
載

今「
抱
團
」謀
劃
新
局

四
「
主
線
任
務
」構
建
都
市
圈
探
索
區
域
協
調
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東報道）在廣東版圖的東部海岸，汕頭、潮州、揭陽三市緊密相鄰，地理上

幾乎構成了一個天然的「鐵三角」。三十幾年前，這裏曾經是一個城市，1991年行政區劃調整之後，「一拆為

三」，汕潮揭各自為政，分道而行。三十多年過去，被歷史割裂的三座城市迎來了一次制度層面的再聯結。汕

潮揭都市圈第一次聯席會議近日在汕頭舉行，三市黨委政府「一把手」同框出席，市直八部門負責人悉數到

場。聯席會議通過了《推進汕潮揭都市圈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2025-2026年）》（下稱《行動方案》），定

下四大「主線任務」（見配表），提出將在交通、民生、產業和文旅方面「抱團」發展。業界專家認為，這並

非一次簡單的區域合作，而是破解廣東區域發展不平衡難題的關鍵破局之舉，彰顯了廣東破解「成長的煩惱」

的決心，或將為全國超大省份區域協調發展提供有探索意義的「廣東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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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潮揭都市圈第一次聯席會議在汕頭舉行汕潮揭都市圈第一次聯席會議在汕頭舉行。。圖為簽約儀式現場圖為簽約儀式現場。。
香港文匯報汕頭傳真香港文匯報汕頭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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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陽明陽海上風電裝備
製造基地項目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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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來源：《推進汕潮揭都市圈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

（2025-2026年）》

加快粵東城際鐵路「一環一射線」汕頭至揭陽
潮汕機場段、潮州東至揭陽潮汕機場段、潮州
東至汕頭段、揭陽潮汕機場至揭陽南段、揭陽
南至揭陽段項目建設

互認互通：戶籍准入、政務服務跨域合作、住
房公積金服務便利、社保業務聯
辦、跨市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等高頻
政務服務事項在汕潮揭都市圈內優
先實現互認互通

環境治理：跨區域水資源保護、水環境綜合整
治、大氣污染防治等方面合作，推
動都市圈綠色可持續發展

平台：統籌區域創新平台建設
產業鏈：聯動傳統產業升級與數字產業集聚，

協同新材料產業鏈布局等，強化三市
產業分工協作和產業鏈配套

打造潮汕文化之都、打造現代商貿體系、共創
潮汕旅遊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