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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减免 20 万元，还有创新创业补

贴……这可都是实实在在的支持。”在广州

黄埔区励弘文创旗舰园的办公室里，香港

青年刘鸣翻看着报表上的各项优惠政策，

不住地感慨。

3 年 前 ，刘 鸣 创 办 的 施 德 朗（广 州）电

气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创意园区，工作人员

主动上门讲解政策，指导他填报申请，“政

策真贴心！服务真暖心！”

“ 不 仅 如 此 ，园 区 还 为 创 业 青 年 量 身

定 制 了 知 识 产 权 培 训 、金 融 专 题 培 训 、港

澳 青 年 项 目 路 演 会 等 活 动 。”该 园 区 总 经

理严捷表示，基地的各项工作就是为了推

进 区 域 创 新 、孵 化 潜 力 新 锐 ，带 动 港 澳 中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 目 前 ，基 地 已 有 28 家 优

秀港澳数字创意类项目企业入驻，知识产

权覆盖率 90%以上，每年开展相关港澳活

动 20 多场。

在 广 东 各 地 ，这 样 的 孵 化 基 地 正 蓬

勃 发 展 ，目 前 仅 广 州 黄 埔 区 的 港 澳 台 青

年 创 新 创 业 载 体 的 总 孵 化 面 积 就 达 7.7
万 平 方 米 ，累 计 引 进 服 务 港 澳 台 项 目

107 个。

为了让港澳青年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2019 年 5 月，广东省制定方案，要

求在珠三角 9 市各建设至少一个港澳青年

创新创业基地，推动成立大湾区港澳青年

创新创业基地联盟，共享人才、资金、技术、

服务等方面的创新创业资源，打造大湾区

青年创新创业高地。

这些年，刘鸣和科技团队少了很多后

顾之忧，能够更专注于科技研发，“现在我

们有顶尖的研发团队，取得多项发明专利，

还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成为腾讯、华为

等大企业的合作供应商。”

2020 年，在园区指导下，刘鸣的企业与

广 东 岭 南 技 术 学 院 签 订 产 学 研 合 作 协

议 ，并 在 学 校 设 立 了 实 训 基 地，“大湾区

是一片发展的热土，我们要带动更多人一

起奔跑！”

建孵化基地，助力港澳青年圆梦
本报记者 姜晓丹

加强技术研发，一口气拿下多项国际专

利，彻底解决铝材窗户容易漏风透湿的问

题，这让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坚美铝业

副总工程师、技术中心管理部主任周玉焕对

企业的技术创新更有信心。

坚美铝业虽是一家传统企业，但同许多

广东制造业企业一样，骨子里的创新基因

与生俱来。周玉焕介绍，公司创业初期仅有

一台挤压机、一座熔铸炉，而且挤压机还是

日本上世纪 80 年代淘汰的注塑机，技术工

艺非常落后。经过多年不断的科研攻关，终

于掌握了核心技术。“现在坚美有 50 多台挤

压 机 、20 多 座 熔 铸 炉 ，产 量 更 高 ，品 质 更

好。”周玉焕说。

坚美铝业也曾想着走技术引进之路，但

渐渐发现这条路越走越窄。“引进的技术看

起来很好，实际上很难满足我们的需求，转

型升级必须要靠自主创新。”周玉焕介绍，

2010 年，坚美铝业引进一条意大利自动包

装线，却发现并不适用，效率很低。为此，公

司专门成立了设备研发部，研发出了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多系列全自动化铝型材包装

机。“去年，我们靠着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增

加了 1500 多万元的经济效益。”周玉焕说。

坚美铝业的转型升级，是拥有近 300 万

家工业企业的广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广东大力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

先进制造业，相继出台《广东省工业转型升

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广东省智能制造

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培育出一批

世界领先的制造业企业。

去年，全省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近九成，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

高技术制造业、以先进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

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已成为广东制

造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制造变创造，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 洪秋婷

用力握住超超（化名）父亲因激动而颤

抖的手，方明说：“我们到佛冈来帮扶，就是

为了让你们大病急病不出县。”方明是广东

清远市佛冈县人民医院刚上任的院长，也

是广东省人民医院的重症救治专家，是广

东实施三甲公立医院对县级医院“组团式”

帮扶行动的一员。

今年 1 月底，5 岁的超超因围墙倒塌受

压致伤，被送入佛冈县人民医院重症监护

室，病情危重，医院准备手术。因为担心县

级医院的治疗水平不够，超超父母强烈要

求转院到广州的大医院治疗。长途转院颠

簸极易出现大出血，经过医生劝说，超超父

母最终同意在县医院手术。他们没想到的

是，受益于“组团式”帮扶，这台手术竟有 6
位省人民医院的专家参与，另有多名省人

民医院专家在后方会诊。当夜，超超的生

命险情被解除了，目前正在顺利康复中。

多年来，由于佛冈县医疗技术存在短

板，当地群众一旦得了急病、重病，往往长

途跋涉到广州求医。“‘组团式’帮扶，可以

把大医院较高的医疗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

式下沉到县级医院，加快补齐基层医疗服

务短板，形成分级诊疗秩序，让老百姓看得

起病、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广东省卫健委

主任段宇飞说，广东通过“组团式”帮扶，院

包院、院包科、科包科，已在粤东、粤西、粤

北医疗服务能力不足的 15 个地级市 70 个

县市区逐渐建立一支带不走的“珠三角医

疗队”，同时在 104 个县构建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形成了按功能定位分工协作的县镇

村分级诊疗格局。

变“输血”为“造血”，通过“组团式”帮

扶，广东共有 3000 余名基层卫生人员到支

援医院进修学习，10.3 万余名本地医务人

员 接 受 培 训 ，1422 项 适 宜 技 术 在 基 层 推

广，受援医院申请并立项 137 项科技项目，

医院的人才素质、专科能力、管理水平得到

较快提升，越来越多居民选择在家门口看

病，分级诊疗秩序基本形成。

“组团式”帮扶，夯实基层医疗力量
本报记者 程远州

做纺织服装生意的第一步，是

要找到合适的布。这块“合适的布”

需要找多久？在 10 年前，要一周甚至

更久，而现在依托数字化平台，一周内

就可以完成设计、销售、生产、发货，其中

找布这个环节只需要 5分钟。

“ 要 用 物 联 网 手 段 ，让 找 布 不 再

难 ！”2013 年 ，赵 振 洪 在 广 州 市 海 珠 区 琶

洲 创 办 了 致 景 科 技 ，如 今 其 旗 下 的 布 匹

面 料 数 据 库 已 经 覆 盖 全 国 市 场 可 见 面

料 的 90% 以 上 。“ 通 过 对 纺 织 服 装 生 产 、

交 易 、流 通 环 节 进 行 数 字 化 改 造 ，提 高

采 购 、交 易 和 供 应 链 协 同 效 率 ，我 们 已

经帮助织布厂将机器开机率提高了 30%。”

赵振洪说。

致景科技的故事，正是广东大力推动

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的一个生动注脚。近年来，广东出台了一

系列的产业集群数字化升级扶持政策，目

前已有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超过 50 个，重点引进培育了优秀工业

互联网平台企业及服务商 370 多家，推动

超过 1.5 万家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

50 万家企业降本提质增效。

作为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

区 核 心 片 区 ，琶 洲 的 数 字 经 济 创 新 生 态

不 仅 有 一 大 批“ 灌 木 ”式 中 小 企 业 在 细

分领域茁壮成长，也有腾讯等 21 家人工

智 能 与 数 字 经 济 领 域 的“ 参 天 大 树 ”引

领风潮。

今年，广州琶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正式获批，还获评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等高层级创新平台。2020 年，琶

洲营业收入达 2690.14 亿元，是 2015 年的

2.9 倍。目前，琶洲已落地全省首个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大数据）和全省首

个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园 ，38 个 重 要 建 设 项 目

中，唯品会、赫基等项目已投入使用。

数字化赋能，推动企业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罗艾桦

周末一大早，陈涵鸿和黄惠华夫妇来

到汕头老城小公园开埠区文明驿站，开始

了忙碌的一天。

“最近游客一天比一天多了。”作为

小公园志愿服务队队长，妻子黄惠华介

绍，上世纪 30 年代初建设的汕头小公

园，是汕头老城的文化标志，从这里

走出去的潮汕籍华侨数不胜数，很

多时候，志愿服务队是为那些回

乡的华侨华人提供问询、带路、

免费茶水等志愿服务的。

开埠区是汕头老城区的

核心地域和文化标志，是潮

汕地区商业、文化中心，

南生公司百货大楼的

繁华以及安平路灯

光夜市曾是一个

时代的象征。

小公园开

埠区 里 拥 有 大 面 积 的 骑 楼 群 ，包 括 汕 头

开 埠 文 化 陈 列 馆 、大 清 邮 局 等 历 史 文 物

建 筑 。 汕 头 老 城 那 段 悠 长 的 故 事 ，留 存

在 老 街 的 石 板 蹬 道 处 ，镌 刻 在 骑 楼 的 窗

台楼阁间。

近年来，汕头全力推进小公园开埠区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金平区西堤路骑楼“修

旧如旧”试点工作启动；汕头开埠文化陈列

馆浓缩展示了汕头开埠以来的历史发展

脉络；侨批文物馆则向大家讲述了关于潮

汕华侨的家国情怀、责任信用与担当的往往

事事……如今的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再次

成为汕头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

“汕头因侨而立，因侨而兴，汕头开埠

的历史与潮汕籍华侨的历史紧密相连。”

陈涵鸿说，国家的发展建设与这些心系桑

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志愿者们

在这里守候的是一道风景，也愿意为大家

守住历史记忆。

促老街新生，打造亮丽文化名片
本报记者 李 刚

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高潭镇中洞村东

江革命委员会旧址百庆楼旁，村民戴木贵正

忙着为游客准备红军茶。这种由野生香菜、

薄荷、新鲜茶叶、芝麻、花生仁和炒米等材料

制作的擂茶，吃起来口齿生香、生津止渴。

戴木贵介绍说，当年红军来到中洞村驻扎，

村民热情地以擂茶招待。革命胜利后，为了

纪念这段历史，便将擂茶改名为“红军茶”。

如今擂茶的制作工艺已经成为惠东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中洞村位于惠东县高潭镇东北部，毗邻

海陆丰。 1922 年深秋，彭湃在这里点燃了

农民运动的烈火，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土地

革命时期，中洞是中共东江特委、东江革命

委员会和红二师师部所在地，是领导东江地

区工农武装斗争的指挥中心。中洞共有革

命遗址 30 多处，是省定第一批“红色村”党

建示范工程示范点，惠州社会主义新农村示

范村。

漫步在中洞村村道，百庆楼、红军井、东

江特委印刷厂旧址……目之所及，处处是红

色记忆；耳之所闻，处处是红色故事。中洞

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江明坤介绍，近年来，政

府 部 门 在 中 洞 投 入 近 7 亿 元 修 复 革 命 遗

（旧）址。去年以来，到中洞参观学习的党员

干部和普通游客累计超过 40 万人次。

目前，中洞村已被列为惠州市党史学习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现场教学推荐点，以“中

洞改编”为题材创作的情景报告剧《东江红

都》在全社会热播，引起广泛反响。

游客多了，返乡创业的村民也多了，戴

木贵以前在外务工，现在他把“红军茶”经营

得风生水起。

丘荣相是在中洞村第一个开民宿的村

民。2017 年，在惠东做装修工程的丘荣相，

看到中洞村大力完善基础设施，修复革命遗

址，便回乡开起了“根据地民宿”，如今已经

成了当地有名的民宿。

拓红色资源，老区人吃上旅游饭
本报记者 吴 冰 李 刚

推进改革创新 提高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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