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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执业：
一次特殊的初体验

“横琴医院空间大、配套设施好，
坐诊体验很棒！”首批签约珠海市人民
医院医疗集团横琴医院的澳门中医关荣
基，今年初第一次“跨界”到内地坐
诊，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澳门律师李焕江每次则是从澳门半
岛出发，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过关
后，来到位于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的
办公室。每星期一到两次往返横琴、澳
门，处理跨境案件，已经成为他的工作
日常。

作为全球自由港，港澳专业认证起
步早，执业监管体系和行业规则相对规
范，专业人才资源丰富、素质较高。与
此同时，本地市场基本饱和的困境也日
益突出。以香港来说，截至2021年2月
28 日，香港律师会共有会员 12270 人，
持有执业证的律师会员有 10790 人。激
烈竞争下，小型律所和年轻律师常面临
案源不足的尴尬。

而内地舞台广阔，特别是 7000 万
人口、高速发展的大湾区，专业服务商
机无限。在横琴，单是横琴医院，2020
年总服务人次中有 1/4是澳门居民。澳
门中医药学会会长石崇荣说：“澳门医
生在横琴跨境执业，为他们在内地施展
专长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施展空
间、职业机遇、发展前景，是港澳专才

“进军”大湾区最看重的东西。
“全国首家内地与港澳三地合伙联

营的律师事务所中银—力图—方氏（横
琴）联营律所 2016 年 7 月在横琴自贸片
区挂牌成立，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
提出的‘港澳专业资格互认、推动内地与
港澳人员跨境执业’作出了有益探索。”
联营律所主任陈忆告诉记者，目前律所

已汇集了香港律师 17 名、澳门律师 11
名，一年承办跨境案件超100宗。

资格互认：
背后是规则的衔接

由澳门企业投资的信德口岸商务中
心 2014 年开工建设，业主提出，希望
设计、监理等都有港澳工程师参与。但
在内地执业，必须通过内地资格考试并
完成注册，港澳工程师也不例外。

“我们和内地很早就有往来。”参与
信德中心项目的香港结构工程师余伟清
透露，项目早期建设中，他就曾按港澳
通行规范提出建议，获得业主和承建单
位采纳。“但在资格没有互认前，只能
以顾问的身份参与，没有签字权。”

要素互补、人员互通、资格互认，
背后是规则的衔接。内地与香港、澳门
实行 3种不同的制度，跨越制度差异的
跨境执业，是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突
破，从一个项目标的额仅 2500 万元的
小试点开始。

“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发布后，我们就结合业主的需求，和横
琴新区生态环境和建设局不断沟通，最
终获得支持，选定2019年7月开工的信
德项目和广珠城际之间的连接线，开展
澳门工程管理模式的试点。”中建 （澳
门） 工程部副总经理邢益江感慨，虽然
仅是两条各 20 多米的并行通道，但这
个“吃螃蟹”工程意义重大。

边试点，边总结经验，边形成制度
固化下来。2019 年 12 月 1 日，《珠海经
济特区横琴新区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
询企业资质和专业人士执业资格认可规
定》正式实施。此后，不管是机构还是
个人，只要在港澳具有执业资格，到横
琴来不需要再“换壳”，经备案就可直接
执业。“珠海应用特区立法权，在建筑领
域首先开展跨境执业立法，是一次具有
开创意义的制度突破。”横琴新区管委会
生态环境和建设局副局长郑慧仙说。

截至目前，已有 25家澳门企业、8
家香港企业，88 名澳门专业人士、41
名香港专业人士，获得了由横琴新区生

态环境和建设局颁发的《备案认可书》。

人员互通：
携手塑造湾区发展未来

港澳专业人才内地执业，让港澳一
些新经验、好做法进入内地更加“无障
碍”。同时，在粤港澳交流互动、学习
借鉴、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
湾区的未来。

在横琴工作生活 5年有余的澳门人
孙女士去年突发皮肤问题，没有去大医
院，而是到附近的澳门医生欧伟乐执业
的内科诊所就诊。“诊所在澳门非常普
遍，这家诊所在澳门已经开了 10 多
年，值得信赖。”谈起这次就诊经历，
孙女士频频点赞，“挂号后无需多地跑
动，看病、按摩、治疗都在一个诊室内
完成。费用则按医院标准收取。”

经过这次求医，她更加坚定搬来横
琴的选择没错。“在横琴的澳门居民早
就可以跟本地居民一样，参加珠海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去医院看病报销更多、
费用更低。如今，横琴医院有专门的澳
门医生驻诊，又有澳门独立诊所开过
来。看病就医选择更多，服务更贴心。”

“琴澳两地医疗各有特色、各有优
势，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实现优势互
补，加强人才交流互动，联合培养国际
化的医学人才，为珠澳两地居民健康服
务。”签约首批 53名澳门医生来横琴坐
诊后，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副院长
忻勇杰说。可以预见，随着专业人才日
益顺畅的自由流动，粤港澳越来越趋同
的 专 业 服 务 ， 将 凝 聚 更 多 的 “ 湾 区
人”，汇集到这片热土上创业奋斗、工
作生活，携手铸造湾区的未来。

题图：珠海中心大厦、横琴国际金
融中心大厦等高层建筑和远处的澳门。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上世纪 60 年代末，黎炽明出生于一个
普通的香港家庭。从设计学院毕业后，他
先后涉足广告及建筑模型行业，练就了一
身过硬的手作及绘画本领。这一干，就是
20多年。

2007 年，香港社会都在庆祝回归祖国
10 周年。那段时间里，黎炽明也经常琢
磨，自己能为这喜庆的日子做些什么。

无巧不成书，一位名叫陈慧姬的手艺
人找上了门来。原来，当时正在香港微型
艺术会工作的陈慧姬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
带有旋转楼梯的建筑模型，感到设计得非
常漂亮。仔细一看，模型制作者正是黎炽
明。于是，陈慧姬随即发电子邮件给黎炽
明，邀请他参加微缩模型展览。

“微缩模型和建筑模型，虽然细节要求
不同，但原理相通，我不妨试试！”黎炽明
很爽快地答应了。几经思索，黎炽明决定
选择香港著名的老当铺“和昌大押”，作为
自己微缩模型“首秀”的主打景点。在他
看来，这座典型的“广式骑楼”，最能反映
香港这座城市的“根”与“蕴”。

在精心雕琢了两个月后，黎炽明制作

出自己的第一件微缩模型，并
交给了陈慧姬：惟妙惟肖的人
物、高度还原的布局、庆祝香
港回归 10 周年的主题音乐，当
观众走近黎炽明的作品时，当
铺的前门还能自动打开。这样
精美的艺术品，一展出就受到
民众的称赞与喜爱。

正是这次展览，开启了黎
炽明方寸之间的艺术人生。然
而，在香港从事艺术创作并非
易事，资金来源是一大难关。
在全职从事微缩模型制作的7年多里，拮据
成了黎炽明的生活常态。

“制作这样一件大型作品往往需要3到4
个月，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时间都扑在
模型上了。这期间，我的收入是零。”黎炽
明指了指长约1.5米的“大坑舞火龙”说。

尽管如此，黎炽明还是咬着牙坚持下
来。为了应付工作室营运与日常生活开支，
他不得不经常接一些“私人订制”的活儿，
或者将一些自己准备收藏的重要作品卖给
收藏家。有时，“忍痛割爱”后，黎炽明会

茶饭不思，甚至半夜爬起来开工重做。
凭着精细手工和逼真演绎，黎炽明的作

品得到广泛支持，屡次获邀在海内外展出。有
的老人拄着拐杖，细心观察每一件微缩模型，
兴奋地向子孙讲述香港的民俗和渊源；有的
外国观众特意穿上中式旗袍入场观展，向这
些饱含中华文化的微缩模型致敬；有的年轻
人忙不迭地向黎炽明请教制作经验……

“虽然我头发已经花白，但不缺坚持下
去的动力！”热情的观众，永远是黎炽明的
创作力量源泉。

（本报香港4月2日电）

据新华社上海电 （记
者潘清）“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
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
杏花村。”在日前举行的

“第八届海峡两岸清明文化
论坛”上，台北会场嘉宾
在线用闽南语吟唱唐代诗
人杜牧名篇，引起与会者
共鸣。

会上，围绕“清明文
化的生命关怀”“清明文化
与民族认同”“清明文化永
续传承”等议题，近百位
嘉宾学者在“云端”展开
热议。

“通过举办论坛我深深
体会到，清明文化所承载
的‘慎终追远’精神信仰
在两岸都获得了很好的传
承 。 这 对 于 强 化 民 族 认
同、深化两岸关系具有深
刻意义。”论坛创办人、上
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院长
陈士良说。

台湾元智大学人文社
会 学 院 前 院 长 刘 阿 荣 表
示，追求两岸和谐和平稳
定的关系，对于民众福祉
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有积
极正向的价值。血缘与文
化的传承是当前两岸互动
最自然的纽带。两岸大部
分民众都了解并遵循清明
等民族节庆和习俗，体现
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与珍惜。

参与论坛的嘉宾纷纷
表达了对两岸携手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的期许，并呼
吁通过推动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实现清明文
化的永续传承。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程鹏认
为，青少年是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人，校园是文化
传承的重要空间。语言叙事、景观生产、仪式
展演等校园传承路径，有助于青少年掌握理解
清明文化的内涵。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公众
号、短视频等网络渠道宣传清明文化，可以实
现跨地域交流合作，进一步凝聚民族认同，推
动“两岸一家亲”。

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澳门理工学院
讲师董致麟看来，经济是两岸融合的主要发展
路径，文化将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他
建议透过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及“体验式
交流”，吸引年轻人了解两岸文化的共同性，加
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创立于 2011
年。本届论坛以“尊重生命 永续传承”为主
题，由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台湾章亚若教
育基金会、台湾中华两岸关系发展协会及陕西
省榆林市清明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受疫情影
响，论坛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并分别在上
海、台北、陕西设置主会场，在北京、澳门设
置分会场。

为了宣扬珍惜大自然、爱护绿化环境的理念，澳门市政署日前举办
“第四十届澳门绿化周”，邀请过去从事绿化及林木护理的退休老员工、
主礼嘉宾、澳门小学生等，在黑沙海滩公园共同种植树木，寓意澳门绿
化植树工作40年来不断延续，老中青三代齐参与，保育自然的责任与成
果代代相传，同时培养巩固市民的环保意识。

▲ 小学生在齐力植树，传承爱护绿化环境的理念。
▼ “第四十届澳门绿化周”在澳门黑沙海滩公园举办，见证澳门40

年的环保绿化成果。 （澳门特区新闻局供图）

港澳专才 横琴逐梦
本报记者 贺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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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地与港澳专业资格互认范围，推动内地

与港澳人员跨境便利执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里的这段内容，为港澳专业人士逐梦大湾

区提供了广阔沃土。位于粤澳合作第一线的横琴新

区成为先行先试的窗口：以建筑师、律师、导游、

医师等领域为突破口，研究制定了港澳专业人士跨

境执业办法、成立三地联营机构、率先试点对港澳

相应资质专业人士单向认可……

方寸之间展现方寸之间展现““东方之珠东方之珠””
本报记者 陈 然

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人深刻了解一座城市？
方法很多。其中，香港手艺人黎炽明的答案很有趣：将城市景

观制作成微缩模型。
俯瞰翠山碧峦，简朴而单薄的木排屋沿峭壁而立、错落有致；

屋内火烛点点，主妇们正在厨房准备一家人的晚餐；山脚海岸边，
几个孩子追逐嬉戏，跟随起伏的海浪游水、捉蟹……半个多世纪前
港岛摩星岭旧村落的面貌，黎炽明用1∶50的比例，将其“浓缩”
到高仅约半米的精细模型之中。

▲ 黎炽明的微缩模型作品《港岛西环夜景》。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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