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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强强联手

深化大湾区各领域合作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弘扬戏曲艺术
传承经典国粹

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二十二次会议近日以视频
连线方式召开。广东省省长马兴瑞、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共同主持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粤港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协议，携手抓住国家发展机
遇，实现互利共赢。

会议指出，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国
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
方面，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新的重大使命。粤港双方
要深化各领域合作，优势互补、发展共赢，更好地
造福两地民众。

合作越趋紧密

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于 1998 年成立，每年一次、
轮流在广州和香港举行，目的是全面加强粤港的多
方面合作，改善两地在贸易、经济、基建发展、水
陆空运输、道路、海关旅客等事务的协调。

近年来，粤港双方多个合作领域进展顺利、取
得了重要成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在中央政
府支持、粤港双方共同努力下，双方已落实的措施
包括税务优惠、购买房屋便利、青年创业支援、科
技经费“过河”、律师和建筑专业服务开放等。

目前，粤港双方正全力推进“港珠澳大桥港车
北上不设配额计划”，并致力简化有关申请程序和降
低手续费用，争取尽快落实及公布详情。

粤港双方会后签署了五份合作协议：《开启“十
四五”双循环商机深化粤港经贸合作备忘录》《深化
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推广合作备忘录》《粤港马产业发
展合作协议》《关于共同促进穗港赛马产业发展框架
协议》《大湾区体育项目合作补充备忘录》。

林郑月娥表示，在推进大湾区建设的共同目标之
下，粤港合作越趋紧密。

香港多措并举

瞄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方面也是频频出招。
香港贸易发展局将于今年 6 月推出“GoGBA”

一站式平台，发布内地最新经济商务政策等信息，
支持港商拓展内销市场；在其深圳办事处设立“香
港贸发局大湾区服务中心”，为港商提供多元化支
援；并于 12 月举办“粤港合作周”，在广州和深圳

推介香港的产品和服务。
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就成立“泛大湾区外来投

资联络小组”与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展开讨论，年中
有望召开第一次联络小组会议以推进相关工作。

特区政府将鼓励更多合资格毕业生参与“粤港
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此外，特区政府将会
提供资本，资助约 230 个香港青年创业团队及向约
4000名青年提供创业支援及孵化服务。特区政府还
将成立“大湾区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联盟”，进一
步支持在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

据了解，特区政府还会积极参与大规模粤港澳
联合反罪恶专项行动，强化反恐能力，提升应急救
援的处理，并增进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共同建设
平安大湾区，维护粤港澳社会安全和稳定。

发展方向明确

从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到民生保障
和疫情联防联控，粤港多领域的合作一直在不断向
前。这次会议，从创造更多便利提升大湾区营商环
境，到采取更多便利措施促进跨境人员往来，粤港
双方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

联席会议表示，下一步，粤港将重点加强五个
方面的合作：一是持续做好粤港疫情联防联控工

作，稳妥有序优化粤港通关安排，促进两地互联互
通。二是扎实推进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
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积极
拓展合作空间，高水平打造深港口岸经济带。三是
加强创新创业合作，依托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等平台
载体，共同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合力提升粤港产业
发展能级，打造全球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四是深
化商贸和消费合作，携手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共同
打造国际消费枢纽。五是促进两地青少年交流交
往，支持更多香港青年来粤创新创业就业，在医
疗、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加强合作，推
出更多造福两地居民的务实举措，提升宜居宜业宜
游水平。

以前海为例。此前，香港数码港与深圳市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简称“前海管理
局”） 已签署合作备忘录。数码港将助力更多深圳
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走出去”，拓展东南亚及国
际市场。前海管理局将会为优秀的香港数码港初创
企业提供在前海落地的服务和相关政策支援。同
时，双方将互相推荐区内优秀企业，促进深港科技
生态圈发展。

利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发挥粤港澳大
湾区的引领作用，粤港发展的前景必将芝麻开花节
节高。

又停电了！这大概是台湾民众 5
月 17 日说得最多的四个字。这是惊
呼，也是怨叹，透着震惊、无奈、愤
懑和不满。

为何是“又”？因为台湾在短短5
天之内出现了两次大停电。5 月 13
日，台湾电力公司 （简称台电） 位于
高雄的兴达电厂发生事故，全厂停
机 ， 使 全 台 各 县 市 共 约 400 万 户 、
1319 万户次出现停电。5 月 17 日，兴
达电厂一号机因锅炉燃烧管理系统模
块故障，导致机组停机，全台数百万
户再次被拉闸限电。

一时间，岛内一些城市路口的红
绿灯停摆，交警扒下口罩吹哨指挥交
通，现场一片混乱；多个县市传出电
梯受困案件，其中基隆市有 1 人跌落
电梯井造成骨折；加油站员工拿着手
电筒不断画圈，提醒驾驶员加油站断
电歇业；小区中庭的民众边保持社交
距离，边聊着“冰箱里的东西怎么
办？”……到了 5 月 18 日，尽管没有
断电，但台湾供电吃紧的黄灯已经亮

起。下一次大停电会不会说来就来？
岛内民众心里直犯嘀咕。

看到这种情形，岛内有识之士忍
不住痛批，原本以为台湾部分地区因
干旱遭遇停水就够让人憋屈了，没想
到大家还要在高温天气承受停电带来
的闷热难耐之苦。现在岛内疫情形势
严峻，大多数民众为了防疫都以居家
活动为主，再碰上停电，究竟是要老
百姓忍受多少煎熬？

面对接连发生的停电事故，台湾
地区领导人称“感到非常抱歉”“自
己也难以接受”，并要求台电彻查并
公布报告，说明事故原因。对于这番
作秀，岛内民众并不买账。

台网友质疑，两次大停电出现
时，台电官网的实时数据都显示备转
容量率超过 10%，亮绿灯，这说明剩
余电量充足。可为何会出现影响数百
万户的大停电？难道数据有假？也有
民众说，从2017年的“8·15”大停电
到前几天的“5·13”大停电，台电调
查的主要原因都是基层员工操作失

误。所以一根“胖手指”就能点中全
岛供电的“死穴”，这个系统竟如此
脆弱吗？

岛内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进
党当局领导人曾多次声称“台湾保证
不缺电”，最近岛内一发生电力故障台
电都会说“这是电网问题，不是缺电问
题。”但一根手指按错，什么备转容量、
绿色电力开发、能源转型居然全部失
效，这怎能让人相信台湾电力充沛？显
然，频繁大停电的背后，就是台湾缺
电。造成缺电的根本原因，则是民进党
当局的能源政策存在严重缺陷，即

“2025非核家园”有问题。
依照这一政策，台湾所有核电厂

应于2025年前全面停止运转，实现所
谓的能源转型，届时发电量占比以再
生能源提高至 20%、燃煤占比降至
30%、天然气提高至 50%为目标。而
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台发
电量中的天然气比重为 40.8%，再生
能源比重仅为 5.8%，而核电比重仍有
12.7%，燃煤比重为36.4%。

现在距离 2025 年只剩下 4 年左右
时间，民进党当局既想废止核电站使
用，又不能过多使用燃煤发电，出现的
电力缺口要如何弥补？想靠提高天然
气发电比重，那么如何解决天然气站
建设工期长、对海岸生态破坏大的问
题？想靠再生能源，太阳能光电板侵占
农地问题近年争议不断，风力发电受
天气影响大，地热发电成本高、风险
大，相关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浮现，凸显出台湾能源转型政策的草
率与不合理，暴露的是民进党当局的
执政无方和漠视民生疾苦。

怪不得岛内有人讥讽，如今的台
湾缺水、缺电、缺疫苗，宛如“重灾
区”，岛内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作为当权者，民进党当局还不好好反
躬自省啊！

频繁大停电！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如“重灾区”
柴逸扉

深圳首次定向招录港澳籍公务员
据新华社深圳5月18日电（记者赵瑞希） 记者18日从中共

深圳市委组织部了解到，深圳首次设置定向港澳选拔职位，拟
录用4名香港居民为公务员。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研究推进港澳居民中
的中国公民依法报考内地公务员工作”。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
是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的一项重要内容。

2020年12月，深圳市在服务“双区”建设专项招录公务员考试
中，首次设置5个定向港澳选拔职位，涉及行政、金融、城市规划、涉
外人员管理、医疗监管等方面，吸引了446名港澳籍人士报名。

香港青年黄科毅是此次拟被录用的4名港籍公务员之一。他
说，深圳定向港澳招录公务员，为有志留在大湾区发展的港澳
青年提供了更大发展空间。

此前，在广东省统一组织的2020年度选调生和急需紧缺专
业公务员招录中，已有3名从内地全日制高校毕业的香港青年成
为深圳首批港籍公务员。

此次定向招录港澳籍公务员，是深圳自行组织的公务员招
录中首次设置定向港澳选拔职位，报考条件也进一步放宽，已
取得国 （境） 外学历、学位的港澳居民均可报考。

深圳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深圳定向招录港澳籍公
务员，不仅有利于港澳人力资源要素融入大湾区建设，也有利
于吸纳具备先进理念、专业能力和国际视野的港澳优秀人才支
持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

内地与香港相互执行仲裁
裁决的补充安排全面施行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者罗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8
日发布的公告，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
充安排将在内地与香港全面施行。

据悉，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签署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
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其中，补充安排第二条、
第三条需经香港特区完成有关程序后，在内地与香港同步施行。

今年 3月 17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决议修订香港特区 《仲裁
条例》 以实施补充安排第二条、第三条，有关修订于 5月 19日
生效。根据补充安排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律
政司 5月 18日分别发布公告，第二条、第三条于 5月 19日在内
地与香港同步施行。

据介绍，补充安排规定申请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范围依
据请求方法律确定，实现涉仲裁保全措施的全流程覆盖，明确
当事人可同时向内地与香港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切实畅通
执行路径。补充安排施行后，内地与香港在仲裁领域的协助机
制进一步优化升级，达成了全方位多维度的相互协作。

这是内地与香港首次检视、修改已生效运行的司法协助安
排，标志着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司法协助工作从建章立制步入完
善优化的新阶段。

台湾 19 日新增 267 例本土病例
全台疫情警戒升至第三级

新华社台北5月19日电（记者吴济海、姜婷婷） 台湾19日
新增 275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包括 267 例本土及 8 例境外输
入。这是台湾连续第五天新增逾百例本土病例。台湾地区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当天宣布，自即日起至 5月 28日止提升全台疫情
警戒至第三级。

当天新增的 267例本土个案为 127例男性、140例女性，年
龄介于未满5岁至80多岁，发病日/采检日介于4月30日至5月
18日，居住县市分别为新北市129例、台北市70例、彰化县28
例，桃园市16例、高雄市8例、台中市5例、基隆市4例、宜兰
县3例、台南市及新竹市各2例；新增县市为台南市。其中不明
感染源49例、疫调中27例。相关疫情调查持续进行中。新增的
8例境外输入个案，分别自印度、菲律宾、日本入境。

台湾地区已有逾半县市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指挥中心宣布，因应台湾本土疫情持续严峻，自即日起至5

月28日提升全台疫情警戒至第三级。
疫情严重的台北市、新北市已于5月15日升至第三级疫情警

戒。第三级警戒防疫措施包括：外出时全程佩戴口罩；停止室内5
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的家庭聚会和社交聚会；营业场所及洽公
机关（构）应落实人流管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关闭休闲娱乐
场、观展观赛场所，以及社区大学、乐龄学习中心等教育学习场
域；餐饮场所应遵守实名联系制、社交距离、隔板等防疫措施，无
法落实则采外带；避免不必要移动、活动或集会等。

本土疫情急速升温，近几日台湾不少县市传出医疗量能不
足，防疫专家和舆论呼吁当局应通过建立方舱医院等多种方式
提高医疗量能，确保民众筛检并得到及时医治。对此，指挥中
心19日称，医疗量能充足，民众不必担心。

指挥中心表示，将在热点区域增加筛检站，县市政府须于
第一时间 （确诊后6小时内，深夜时间除外） 将确诊患者依症状
分级，送至集中检疫所或医疗院所。指挥中心同时称，筛检不
是没状况都要去检验看看，这样不但浪费资源，而且没有状况
的人到热点区域反而增加染疫风险。为了让相对高风险者不至
于在多人采检情境下延迟采检，要求各采检站要设置“绿色通
道”给有需要、有症状、有高接触史者，可以实时采检。

指挥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台湾地区累计 279650例新冠肺炎
相关通报 （含 253155 例排除），其中 2533 例确诊。确诊个案中
14例死亡、1133例解除隔离、1386例隔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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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是以“绿色发展 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11个中国
旅游日。江苏苏州七里山塘景区、平江路等颇具江南水乡特色
的街区迎来初夏旅游人潮。人们或休闲逛古街，或乘坐手摇风
情船观光，畅享美好时光。图为游客在七里山塘景区古街水巷
游玩。 王建中摄 （人民视觉）

5 月 19 日，内蒙古呼和
浩特市玉泉区石头巷小学邀
请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的
演员走进学校，开展“弘扬
戏曲艺术 传承经典国粹”主
题活动。图为石头巷小学学
生在展示京剧装扮。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