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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资源打通互联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目标，是到
2035 年，全面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
一流湾区。其中，就宜居而言，内涵很
丰富，但最基本的，是要在教育、医
疗、养老、住房、文旅休闲、社会保障
等民生方面打通互联。说得更通俗些，那
就是大湾区是否宜居，“1 小时优质生活
圈”是否真正优质，它的客观标准由大湾
区内居民的“三感”构成——他们获得感
多不多、幸福感高不高、安全感够不够。

“港人到大湾区面对的问题主要是
‘人生路不熟’，对大湾区教育及医疗体制
方面或许不太适应。例如港人过去到大湾
区工作，其随行子女在教育、医疗等方面
未必能享有如内地居民般的福利，因此带
来的麻烦可能影响港人留在大湾区发展
意愿。”香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颂雄希
望《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内的相关措施能
尽快落实落细。他表示，内地目前有庞大
发展机遇，大湾区为香港提供更多机会，
让港人可以发挥所长，而中央完善便利港
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有助港人
更快适应大湾区生活。

港澳同享“市民待遇”

2019 年 2 月，香港规划署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每天往来香港和内地的跨
界上班人士达42500人，其中98.5％居住
在深圳，其中还包括许多在深圳买房、
在香港上班的香港市民。“近1年来不少
便利措施相继公布，涵盖购房、电子支
付、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范畴，极大
地解决了香港居民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的后顾之忧。”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特邀
会员朱家健表示。

在大湾区内，港澳居民出入证件可
办理运输、金融、通讯、教育、医疗等
30多项公共民生服务。《粤港合作框架协
议》 新公布的 57 项措施中，“共建优质
生活圈”再度升级，重点包括：优化落
实便利香港居民在粤购房政策措施，进
一步简化香港居民购房流程，完善香港
居民购房贷款政策，推动落实与广东本
地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推动满足相关条
件的在粤未就业香港居民，在居住证所
在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享受相应
待遇和财政补贴等。

在便利港人子女教育方面的重点工

作，包括完善香港居民随迁子女义务教
育入学、考试等政策，保障香港居民随
迁子女按规定享受居住地教育基本公共
服务。有不少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人
认为，与内地居民相等的“市民待遇”
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民生福利，将更坚
定他们扎根大湾区发展的信心。

共建优质生活圈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中提到，将推
动满足相关条件的在粤未就业香港居
民，在居住证所在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享受相应的待遇和财政补贴。暨
南大学香港毕业生陈霆锋表示：“国家鼓
励我们在内地发展，我身边不少香港朋
友看到这个政策出来以后，都认为这是
一个很大的机会。未就业也能办社保，
能解决很多香港青年生活中遇到的实际
难题。”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很多已在内地
找好工作的香港青年一直滞留香港。允
许未就业香港居民参保，考虑到了港人
的实际情况和诉求，增加了他们留在大
湾区发展的信心。陈霆锋同时表示，还有
很多香港青年尚不知晓这么多利好措施，

香港特区政府相关机构应该加强宣传。
珠江口的另一侧，澳门也在围绕

“宜”字做文章。珠澳两地携手合作的一
项重要综合民生工程——横琴“澳门新
街坊”项目的建设，没有因疫情而影响
进度。澳门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主席林金城介绍，“澳门新街坊”里设
有全面的生活配套，包括学校、长者中
心、卫生站及家庭小区服务中心 （托儿
所），致力为澳门居民打造一个集居住、
教育、养老、医疗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宜
居小区。上述配套建成后，将由澳门专
业团队营运，并把澳门的服务标准延伸
入内。另外，项目内还设有 200 多个人
才房，只租不售，为在横琴工作就业的
合资格人士，提供完善的住宅配套。

“横琴不断探索与澳门开展跨境民生
领域合作，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包括澳门
单牌车入出横琴、澳门专业人士跨境便
利执业、澳门常住居民参加珠海医保试
点、澳门企业跨境办公、开通免费跨境
通勤专线等一系列措施，两地社会民生
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横琴新区管委会主
任杨川表示，随着一系列新项目、新措
施的上马出台，在大湾区内工作生活的
澳门居民将可享受到更便利优质的生活。

大湾区宜居建设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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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提升“湾

区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是重

中之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出台以来，各项便利举措不断

颁布，逐步推动在广东工作生活的

港澳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

房等民生方面逐步实现与港澳的衔

接。最新的进展，是粤港签署落实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 57 项措施，

当中多项措施将为港人在内地工作

和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如港人日后

在广东买房可望享受当地居民同等

待遇，可参加养老保险，享受相应

待遇和财政补贴，随迁子女教育保

障等。这些措施让大湾区“软联

通”再向前迈出一大步，拓宽了港

澳同胞的生活空间，为港澳同胞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便利。

▶ 位于广州市中心城区的海珠湿
地，获评“2016 年度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 谢惠强摄 （新华社发）

“把握机遇 港深携手
共创辉煌”研讨会日前在
香港举行，来自香港和内
地的专家学者以线下和线
上的模式参加本次论坛。
与会人士纷纷表示，港深
发展紧密相依，两地应深
化合作，在完善基建等硬
联通基础上着力搭建生产
要素等软联通，携手共创
辉煌。现将部分嘉宾发言
摘编如下：

香港应密切关注并研
究深圳发展的新形式，参
与 深 圳 的 发 展 。 他 还 强
调，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中，
中央对香港建设成为国际
创科中心寄予厚望，香港
应把握这一新机遇。

——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

深圳的成长离不开香
港，香港的发展也需要深
圳。港深深化合作势在必
行，香港是高度依赖外部
市场的服务型经济体，内
地则拥有快速增长的庞大
市场和服务需求，两地应
在完善高铁、口岸等硬联
通基础上，着力搭建商务
往 来 、 跨 境 电 商 等 软 联
通，携手打造国际金融、
创科中心。

——全国港澳研究会
会长徐泽

在国家构建国内国际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
景下，创新、法治和高端
是这一发展阶段的三大关
键词。凭借香港金融、深
圳创新、澳门旅游、广州
服务、佛山制造及珠海绿
色的合成优势，粤港澳大
湾区能够超越其他湾区。

——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港深两个城市高度互
补，未来 10 年在教育、交
通运输和全球供应链服务
三个方面有机会进一步融
合发展。全球供应链服务
是港深合作中最关键但也
是最隐形的一个方面，共
同参与全球供应链不仅符
合两地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粤港澳大湾
区对构建“双循环”和“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支持。

——大湾区香港中心研究总监王缉宪

台北市立动物园发言人曹先绍表
示，清点园区动物要依动物习性和照养
方式，并不会一次性在早上或晚上清
点。很多动物逃脱的状况都令人意想不
到，包括这次石虎逃脱，也是后来通过
监视器影像才得知，它会去挖掘人工仿
岩的小洞，让洞变得越来越大，从而逃
离场地。曹先绍说，人工仿岩在10年前
可能没有问题，但如今可能会有些小
洞，这些小洞被动物看见后，伸爪挖一
挖就变成大洞，再挖大一点，动物就可
能从洞穴逃脱。“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经过这次才知道仿岩可能会让动物逃
脱，后续也会检查各区的仿岩是否有同
样的状况。”

园内食蚁兽母女则翻越设有电牧线
的栅栏逃脱，当时仅寻回小食蚁兽，食
蚁兽妈妈却下落不明。所幸动物园员工
后来在距离园区三四公里远的深坑林家
草厝山头附近，发现食蚁兽妈妈并送回
动物园中，目前它健康状况稳定。

据园区介绍，其实许多动物都有脱
逃的习惯。即便园区工作人员自认场地
设计完善，但动物也很聪明，园内的逃
跑常客长鬃山羊，因栖息地有斜坡，常
利用环境跨越电牧线逃跑。红毛猩猩、
黑金刚或长臂猿也因为周遭植物茂盛，
在嬉戏游玩的过程中攀爬植物离开，但
因为长期照养依靠人类，只要保育员一
出现，就会自己回家。

据台媒报道，早年台北市立动物园
还在圆山时，就曾有鳄鱼趁台风溪水暴
涨之际乱跑，在动物园周围被找到，3
年后再次逃跑，最后在社子岛发现，被
五花大绑抓回园区。还有大蟒蛇、老
虎、澳洲白鹤都曾逃脱，吓坏游客。后
来动物园迁到如今的木栅，因设备完
善，脱逃事件大幅减少。

至于要如何清点动物并防其逃跑？
曹先绍说，要依照动物习性规划不同清
点方式和防逃机制，例如夜行性与日行
性、网笼与放养就完全不同，得针对各

种可能来设计防逃机制，每次喂食也都
会点名。

新竹市立动物园长杨础远说，新竹
动物园从2017年休园重新规划后，针对
不同动物习性进行设施环境设计，防止
脱逃。像马来猴、长臂猿善于攀爬，因
此圈养灵长类动物的区域，主要以“猴
岛”方式设计，将动物的活动范围限缩
在水池中央的岛上，峭壁上也设有通电
围篱。新竹县六福村野生动物园表示，
为了防止狮子、老虎等猛兽逃出伤人，
园区用数米的双层铁栅栏围住，同时也
有通电设施。

高雄市寿山动物园曾发生“河马逃
脱记”，当时发情的河马不仅伤及管理
人员，一度还惊动霹雳小组打算实弹射
杀，最后出动麻醉枪射击河马小腿，才
结束一场6小时的“河马惊魂记”。

题图：长臂猿有时会因为嬉戏太开
心，在树枝上摆荡时荡出墙外。

（台北市立动物园供图）

动物常脱逃

台北动物园真烦恼
俞 晓

台北市立动物园近来连

续发生食蚁兽和石虎逃跑事

件，让动物园管理人员很是

烦恼。那要如何防止动物脱

逃？台北市立动物园发言人

曹先绍说，每种动物逃脱的

状况不同，要依照其习性设

计不同环境来防止。

两岸青少年木偶研学营日前在福建福州开营，邀请泉州、漳州及台
湾等地木偶剧团，为两岸青少年举办线上线下研学交流活动。

据介绍，发源于福建闽南地区的木偶戏演变分为掌中木偶戏和提线
木偶戏，特别是掌中木偶戏也就是布袋戏，于明末从闽粤沿海一带传入
台湾，并融入现代声光电元素，吸引了大批年轻受众。

“与掌中戏结缘三十余载，发扬掌中戏是我的事业，两岸的木偶戏源
出一脉，也是同属两岸的文化名片。”台北木偶剧团团长林永志说，希望
未来能与更多的两岸木偶戏同仁交流。

▲ 研学营的一名小朋友在学习布袋木偶表演技艺。
▼ 两岸青少年在学习传统木刻拓印技艺。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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