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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山西省朔州市平鲁经开区三一硅能

（朔州）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见提拉头带着

籽 晶 不 断 旋 转 ，一 根 新 拉 制 的 单 晶 硅 棒 正 在

生产。“刚投产的三一硅能朔州一期单晶硅项目

预计可实现年营业收入超 20 亿元，税收超 3 亿

元。”项目负责人马新成介绍，作为山西省首个

单晶硅项目，项目 5 月初签约，10 月初首根单晶

硅棒产品下线，148 天就实现投产。

出台优化营商环境的 45 条措施，实施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近年来，朔州着力营造

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低碳硅芯产业园、中煤平

朔煤基烯烃新材料及下游深加工一体化项目、

宝武太钢集团朔州绿电铬基合金低碳项目等一

批重大项目纷至沓来。

在山西朔州晋坤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展示

区，一瓶瓶白色粉末贴着不同的编号。“不同编

号，代表不同的应用领域和用途。”公司总经理

李亚军介绍，这些洁白的粉末都是由煤矸石经

过高温煅烧、机器研磨而来，“随着固废综合利

用技术的发展，煤矸石有了新用途。”

固废利用，变废为宝。朔州煤炭产量全国

排名靠前，每年产生 4000 多万吨煤矸石，此前

不仅占用大片土地，还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作

为全国首批 12 个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基地和区

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城市之一，近年来，朔

州把煤矸石综合利用作为主攻方向。截至目

前，全市已建成固废综合利用企业 99 家，固废

综合利用率达 73%。

拓展前沿产业，坚持绿色发展。近年来，

朔州积极培育发展新材料、低碳硅芯、高端陶

瓷等七大重点产业链。2022 年，全市产业投资

253.8 亿元，增长 18.6%，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达 68.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43.2%，制造业

投资增长 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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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 2 月全面恢复通关后的往来热

络，再到中秋国庆假期的车流密集，今年以

来，粤港澳三地居民切身感受到，港珠澳大

桥上的车“越来越多了”。

香港青年黄锐权就在车水马龙中——

由于工作需要，他每周都要往返粤港两地，

而港珠澳大桥就是他最常走的通道。今年

中秋国庆假期，他带着一家人，上桥、过关，

到珠海游乡村，在江门泡温泉，去澳门买手

信，玩得很是尽兴。

10 月 23 日，港珠澳大桥迎来建成开通

5 周年。 5 年来，港珠澳大桥进出境车辆

750 万辆次，往来粤港澳三地人员 3600 万

人次。今年以来，港珠澳大桥车辆通行达

235 万 辆 次 ，出 入 境 的 港 澳 居 民 超 过

702.1 万人次。其中，中秋国庆假期往来

旅 客 超 50 万 人 次 ，10 月 2 日 单 日 通 关 车

辆首次突破 1.4 万辆次，刷新大桥通车以

来最高纪录。

随着北上南下“双向奔赴”，人流、资金

流、物流相互交织，叠加横琴、前海、南沙、

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加速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正加速展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深度融合新景象。

文旅热度攀升
民间往来密切

在黄锐权的印象中，港珠澳大桥一直

是通畅少车的。尽管恢复全面通关后，他

对大家急切出行的情绪已有心理准备，可

驶上大桥的一刻，还是被那么多车的场面

惊到了。

在做“三地生意”的黄锐权看来，这恰

恰是大湾区市场繁荣、经济往来活跃的表

现。“少安毋躁！堵一些是正常的。”

调 转 视 角 。 10 月 18 日 早 上 8 点 ，导

游苏桂萍带着 38 名来自湖北的游客，通

过 港 珠 澳 大 桥 珠 海 公 路 口 岸 过 关 前 往

香 港 ，开 启 为 期 4 天 的 港 澳 游 。“ 很 多 游

客 都 想 一 睹 港 珠 澳 大 桥 的 风 采 。”苏 桂

萍说。

粤港澳三地之间日益热络的互相往

来，源于彼此之间强烈的相互需要。背靠

商旅繁荣、配套完善的内地，许多拥有过

内 地 旅 游 体 验 的 香 港 、澳 门 居 民 纷 纷 表

示 ，“感 受 到 全 新 的‘ 衣 食 住 行 游 ’体 验 ”

“很多商品都很便宜，这几天我除了吃和

玩，就是‘买买买’”。香港居民赖先生直

言，他还为亲友“代购”了不少特产，鲍师

傅糕点、山姆会员店的熟食，大包小袋装

满了整辆车。

同样，近期内地游客赴港澳探亲、购

物、看展览、听演唱会等也热度不减。中秋

国庆假期，阔别 5 年的香港烟花汇演回归，

维多利亚公园的中秋彩灯会、大坑舞火龙

等大型活动纷纷上演，仅长假前 4 天就有

61 万人次内地游客到达香港。

推动政策创新
拓展交流领域

10 月 20 日一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

口岸迎来又一个货车出境高峰。通道上，

满载供港或转道香港出口全球货物的大货

车，排成了好几条长队。

下午四五点开始捕捞，次日装车过关，

一般凌晨两三点就能运到香港，中午就能

摆上香港市民的餐桌。珠海市海淼水产公

司是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后，第一家通过

大桥向香港市场供应鲜活海产品的企业。

“相比过去经虎门大桥到深圳通关，时效大

幅提升，运过去的水产品新鲜多了。”海淼

水产总经理翁锡鹏说。

通过港珠澳大桥，香港到珠海、澳门

的 车 程 从 3 个 小 时 缩 短 至 约 45 分 钟 ，口

岸 24 小时跨境快速通关更让港珠澳大桥

成为大湾区的物流大动脉。珠海推动共

建 港 珠 澳 大 桥 经 贸 新 通 道 ，以 大 桥 延 长

线 为 轴 ，自 东 向 西 布 局 的 口 岸 跨 境 电 商

作业场所、粤港澳物流园、空港国际智慧

物流园、高栏港综合保税区等重要载体，

更 是 积 极 带 动 内 地 与 港 澳 之 间 人 流 、物

流 、资 金 流 、信 息 流 、创 新 流 的 深 度 融

合 。 截 至 9 月 底 ，经 港 珠 澳 大 桥 珠 海 公

路 口 岸 进 出 口 的 货 物 总 值 达 7187.5 亿

元 ，市 场 涉 及 国 家（地 区）从 2018 年 的

105 个增加至 230 余个。

去 年 9 月 ，黄 锐 权 和 朋 友 一 起 创 立

了“ 粤 港 越 精 彩 ”工 作 室 ，利 用 新 媒 体 产

品 向 港 澳 青 年 介 绍 新 时 代 的 大 湾 区 生

活 。“‘ 工 作 在 深 圳 ，生 活 在 香 港 ’‘ 早 晨

来 珠 海 ，晚 上 回 澳 门 ’，这 种 深 度 融 合 ，

正 是 我 们 视 频 产 品 讲 述 的 内 容 。”黄 锐

权 说 。 凭 借 独 特 的 讲 解 、有 趣 的 桥 段 、

精 彩 的 展 示 ，工 作 室 很 快 便 在 港 澳 青 年

中广受好评。

“深港两地交通很便利，在这边创业还

能享受到店铺装饰、品牌推广等方面的扶

持，对我来说吸引力很大。”在深圳盐田沙

头角的“小港夜”夜市，今年刚毕业的香港

青年陈家聪说。

目前，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各地，已

基本建成健全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体

系，通过创业担保贷款、就业创业补贴补助

等方式支持创业项目孵化。

随着政策持续创新，粤港澳在教育、医

疗、社会保障、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深

入，三地的往来互通已从旅游探亲、商务消

费拓展到就业创业和民生层面。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随着港珠澳大

桥生活‘快通道’、经贸‘大动脉’作用的不

断显现，日益融为一体的大湾区，必将迎来

新的快速发展期。”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

作研究院院长、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教授毛艳华信心笃定。

推出便利举措
助力互联互通

双向奔赴，离不开越来越高的互联互

通水平。“从香港金钟站坐地铁出发，一小

时就能到罗湖口岸，再乘坐深圳地铁一号

线直达东门老街。周五下班去深圳吃一顿

烧烤，当晚回香港都来得及。”正如在香港

上班的伍俊杰所说，今年来，“说走就走”的

“内地行”“港澳游”渐成常态。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实施，三

地积极联合推出系列举措，加速推动跨境

支付更便捷、跨城交通更畅通、消费优惠更

实在。遍布深港、珠澳各口岸的数字化技

术和智能化监管措施、“7× 24”的全天候贴

心通关服务、深港公交地铁“扫码互通”落

地……各种软硬件的联通，让内地与港澳

居民交流更加便利。

澳门青年陈启德直到现在还记得第一

次驾驶自己的澳门牌照私家车进入广东的

经历：“卡口‘一站式’查验，不到 20 秒就能

验放通关。”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有关负责人

林美红介绍：“我们对口岸 44 条小车通道

的边检查验系统多次优化升级，使通行效

率较 5 年前提升 40%以上。”

继今年 1 月 1 日“澳车北上”之后，7 月

1 日“港车北上”政策接续实施，效能持续

释放。为服务港车、澳车“北上”，拱北海关

备案环节全程实现无纸化、网上办，同时对

符合条件的入境香港、澳门私家车实行“免

担保”政策，进一步降低申办成本。目前，

已有超过 4.3 万辆香港和澳门单牌车完成

海关备案。

生活半径扩大，时空距离缩短，开车

“北上”逐渐成为港澳居民新的休闲方式，

也将港珠澳大桥“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

途 ”的 独 特 优 势 空 前 凸 显 —— 从 2018 年

10 月 建 成 开 通 后 一 度 车 流 不 大 ，到 拥 有

“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唯一指定通行口

岸 ，港 珠 澳 大 桥 成 为 大 湾 区 名 副 其 实 的

“超级通道”。截至目前，经港珠澳大桥珠

海公路口岸进出境港澳单牌车累计超 93 万

辆次，高峰期周末及节假日的日均通关量

近 7000 辆次。

“便利化双向通关，进一步打通了粤港

澳大湾区的发展经脉，推动香港深度融入

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香港特区立法会

议员陈恒镔说。

建成开通5年来，港珠澳大桥往来粤港澳三地人员3600万人次

促进往来互通 加速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 胡 健 贺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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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郑州 10月 25日电 （记者朱佩娴）记者从河南省口岸办获悉：

自 2013 年 7 月 18 日至今年 10 月 24 日，中欧班列（中豫号）累计开行突

破 1 万列，达 10023 列。其中，今年已开行 2483 列，同比增长超 60%。中

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公布的月份排名数据显示，今年下半年以来，河

南省中欧班列（中豫号）月份综合运营评价指标连续 3 个月保持在全国

前三。

据介绍，截至目前，中欧班列（中豫号）已形成 21 个境外直达站点、

8 个出入境口岸的国际物流网络，开辟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线

路，并通过铁海联运连接日韩地区，境外网络覆盖欧亚 40 个国家 140 余

个城市，境内辐射至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境内外合作伙伴达 6000 余

家，有效发挥了立足中原、服务全国的战略通道作用。

中欧班列（中豫号）累计开行破万列
今年已开行2483列，同比增长超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