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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日前公布，合作区将采用澳门与广
东共商共建共管的体制机制，澳门将在
合作区开发建设、管理运营等方面发挥
重要角色。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科
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人才支撑是关
键。粤澳如今正积极携手，在合作区这
片热土上吸引并培养人才。

形成区域人才共享机制

总体方案提出，允许具有澳门等境
外执业资格的金融、建筑、规划、设计等
领域专业人才，在符合行业监管要求下，
经备案后在合作区提供服务。推动在合
作区创新创业的澳门青年同步享受粤澳
两地的扶持政策。这些将为澳门的专业
人才走进横琴创业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科技人才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非
常重要，我们希望用好澳门的便利条
件，吸引更多海外人才来横琴发展事
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主任
李伟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未来在
人才进入便利、签证便利等方面都有相
关措施，能够让人才在合作区扎堆，推
动产业发展。

聚焦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以高新技
术、现代金融业、医疗健康、商贸消费、文
旅会展和澳门特色品牌加工等产业为重
点，合作区迎来“人才蓄水”的窗口期。
澳门特区政府积极对接此类产业对人才
的需求，增强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框架下，推动广州、
深圳等内地中心城市与澳门建立人才联

盟，形成区域人才共享机制，创新人才
供给方式，为澳门持续繁荣发展提供充
足稳定、机制化的人才保障。

提升澳门高等教育辐射力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除了吸引人
才，粤澳双方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共同培
育人才。

“‘横琴方案’是丰富‘一国两
制’实践的重大部署，有利于推动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将为澳门长远发展带来新机遇，拓
展新空间，澳门高等教育通过参与合作
区 建 设 也 将 再 上 新 台 阶 、 实 现 新 发
展。”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说。

宋永华表示，澳门大学将以“立足澳
门、共建湾区、融入国家、走向世界”为发
展定位，通过前沿科技研究和高素质人
才培养，为粤港澳大湾区、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和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澳门城市大学副教授周平说，上世
纪 80 年代，内地有了教育事业产业化
管理的萌芽。高校在坚持育人的前提
下，开办校办产业，形成产学研三者结
合的雏形。高等教育顺应了从重基础教
育到培育应用型人才的观念和行动上的
转变。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在教育产业化方面有实践探索，相关
经验值得借鉴。

澳门专才学会创会会长简浩贤认
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在高等教育协同
发展上，应该从认清不足、优势互补到
融合发展这三步走。

提高本地人才培养质量

澳门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这
为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良机。为大
湾区建设培养科技人才，通过产学研合
作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澳门高
等教育都将扮演重要角色。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澳门
高等教育如何融入大湾区发展中？

2016年，粤港澳三地教育部门合作
推动成立粤港澳高校联盟。三地院校结
成联盟，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合作和
资源共享。2017年，澳门通过《高等教育
制度》法案，在开办专业、学分互认等方
面给予澳门高校很大弹性。澳门还成立

高等教育基金，支持澳门的院校、学生到
内地交流。澳门也有不少高校学生通过
政府支持或社团组织，到内地尤其是大
湾区进行短期实习。

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娄胜
华认为，内地高等教育助力经济发展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的培养，
二是科技的支撑，其中都有值得澳门参
考的经验。澳门首先要发挥当地现有 4
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化
上的作用；其次在传统行业的改造中发
挥高校的技术优势，比如通过发展“互
联网+”，赋予传统旅游业新能量；再者
是加强与大湾区高校的科研合作，为促
进澳门多元产业发展，引进外地科技等
相关专业人才。

从横琴开发看粤澳如何构筑人才高地
本报记者 毛 磊 张 盼

香港2021年第三季本地
生产总值同比上升5.4%

新华社香港11月1日电（记者王茜） 香港特区政
府统计处1日发布统计数字显示，根据预先估计数字，
2021年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同比上升 5.4%。特区政府
认为，香港本地生产总值持续扩张是由于内部及对外
需求均维持稳健增长。

按本地生产总值各个主要组成部分分析，私人消
费开支在2021年第三季同比上升7%。政府消费开支同
比上升 4.1%。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上升 11%。
货品出口总额在第三季也同比上升14.3%，货品进口同
比上升16.5%。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环球经济活动持续恢
复和本地疫情稳定，香港的经济复苏在第三季更稳
固。货物出口在第三季维持显著增长，与消费相关的
活动进一步恢复。但访港旅游业仍然几近冰封，制约
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全社会必须保持警惕，努力实现
更广泛的疫苗接种，这将有助提高经济的韧性，并为
更全面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院经济研究员陈蒋辉表
示，从细分项看，私人消费开支第三季度同比上升
7%，部分是受益于疫情有效控制下失业率的持续下
降，部分也是受益于消费券的刺激提振；在政府多项
纾困措施和环球经济及疫情好转的支持下，社会营商
信心持续改善，本地投资在第三季度录得11%的增长。

香港金融管理学院客座教授杨玉川认为，香港
第三季度经济增长虽较二季度略有回落，但经济复
苏的态势相当稳固。香港经济受内地疫情受控影
响，进出口强劲复苏，带动香港经济。同时香港疫
情逐步受控后，消费和投资都有较好恢复，特区政
府推出的消费券又进一步刺激了消费，令香港经济
表现畅旺。

展望未来，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环球经济复苏应
为香港的货物出口提供进一步支持。然而，疫情的发
展，尤其是更具传染性变种病毒的威胁，以及许多经济
体出现供应瓶颈，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下行风
险。此外，能源价格飙升以及美国和欧洲的通胀压力偏
高，为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未来走向带来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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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岸 大 陈 乡 情 文 化 节 举 行
本报台州电（安阳） 以“血脉相连·两岸一家”为

主题的 2021 两岸大陈乡情文化节近日在浙江台州举
行，100 余名台胞台属相聚台州市椒江区，参加开幕
式、主题联欢晚会、参观大陈岛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考察椒江区重点建设工程等活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身处台湾的大陈乡亲虽无法亲临现场，但海峡彼
端的他们特地录制了视频，用地道的乡音传递了浓浓
的乡情。

大陈岛是大陈台胞的思乡之岛，大陈眷属的思亲
之岛，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思归之岛。20 世纪 50 年
代，约1.5万名大陈岛居民迁至台湾各地，发展到如今
的近15万人。两岸大陈乡情文化节自2015年以来连续
举办至今，为两岸大陈同胞和各界台胞回顾历史、畅
叙亲情、品味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为扩大两岸交
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台州市基层对台交流的品牌
项目。2020年11月，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授
牌仪式在大陈岛顺利举行。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潘清） 没有
指挥、没有伴奏，没有炫目灯光和华丽
舞台。多声部合唱加上人声模拟的各种
乐器，宛如天籁在海峡两岸间“穿越”。

日前举行的2021“声·越·家”两岸
阿卡贝拉青年交流云端音乐会，用无伴
奏合唱这一经典又时尚的音乐形式，成
就了两岸青年之间的一次美丽“约会”。

作为上海市徐汇区两岸青年文化交
流的品牌活动之一，“声·越·家”由上
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支持，徐
汇区台办指导，SACC上海阿卡贝拉中
心 与 “Vocal Asia” 人 声 乐 集 共 同 承

办，今年已是连续第二年举办。
除了两岸阿卡贝拉团队的在线交

流，选择徐汇区富含文化底蕴的老建筑
作为音乐会举办场地，也是“声·越·
家”的特色之一。今年的音乐会以“相
知”为主题，选址于徐家汇观象台旧址
上海气象博物馆。

这座以灰色清水砖墙为主体，由圆
拱券窗、宝瓶栏杆装饰的老房子，见
证了徐汇百余年发展变迁。在这里，
来自上海的“Aca Dreamer”、徐汇台
湾 青 年 阿 卡 贝 拉 团 、“Rebirth” 和

“WACappella Kids”等团队次第登场，

与来自台北的“神秘失控”“寻人启
事”和“Voco Novo”等团队在云端

“以歌会友”。
《浪漫途径》《龙的传人》《一瞬间

的阳光》《蝶恋花》 ……或抒情，或激
昂，或欢快，或诙谐。两岸团队用充满
独特风情的歌声，共同奉上了一场精彩
的音乐会。

参与此次音乐会的，既有拥有近20
年历史的台湾首支以纯人声演出的专业
团体神秘失控，也有成立仅半年的阿卡
贝拉“新生代”。

徐汇台湾青年阿卡贝拉团由徐汇区

台办与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徐
汇区工委会共同组建。团长戴亦君透
露，乐团今年春天启动招募，获得了不
少台青的支持。20多位团员中既有音乐
专业人士，也有爱好演唱但从未接触过
阿卡贝拉的“新手”。

“每周日的 90分钟排练，既提升了
音乐素养，也为这些在不同领域打拼的
台湾年轻人提供了新的社交管道。”戴
亦君说。

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SACC上海阿卡贝拉中心艺术总监陈光
宪表示，中心成立 10 年来，为两岸文化
交流作出了诸多努力。疫情下中心积极
调整交流方式，以更好地满足两岸同胞
共同的文化需求。他期待包括“声·越·
家”在内，两岸音乐人能有更多沟通交
流，共同为两岸关系发展锦上添花。

阿卡贝拉“声越”两岸

“青在当下”作品展在榕举办

“青在当下——台湾何志隆翡翠青瓷”作品展近日
在福建福州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开幕。该展览由闽台
历史文化研究院主办、台湾翡翠青瓷文化艺术传播中
心协办，共展出台湾艺术家何志隆的翡翠青瓷作品百
余件。何志隆在受访时表示，希望通过展览彰显汉唐
原始灰釉青瓷艺术的魅力，进一步加强两岸工艺美术
交流，让观众切身感受两岸历史文化同根同源相联
结，增进根、祖、脉的认同。图为观众在参观。

图片来源：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

“江苏戏曲进澳门——淮
安戏曲展演”活动近日在澳
门永乐大戏院举办。展演涵
盖京剧、淮剧、黄梅戏等多
个剧种，集聚了 《四郎探
母》《红娘》《女驸马》《天
仙配》等多个经典唱段。

上图：演员在表演黄梅
戏《天仙配》。

左图：演员在表演黄梅
戏《女驸马》。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江苏戏曲进澳门

中国移动香港5G客户突破100万
新华社香港11月1日电（记者陈珮盈） 由中国移

动香港举办的“5G 网络发展新里程新闻发布会”1 日
在香港举行，会上宣布中国移动香港的5G客户规模突
破100万。

“5G 用户突破百万给予我们更大动力，期望未来
能继续以前瞻性的市场触觉领航业界。”中国移动香港
董事长李锋表示，未来将继续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战略和香港特区政府发展方针，努力引领社会各行业
开拓 5G 技术应用，将 5G 科技融入生活，助力粤港澳
大湾区智慧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移动香港表示，5G是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慧等结合，
将加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及数字社会建设。目前中国移
动香港已将5G技术应用于建设香港的智慧银行、大厦、
工地，以及5G网联无人机平台和5G户外实地直播教学
等多个行业和场景之中，全面推动香港智慧城市发展。

中国移动香港于 2018年成为香港首家成功完成端
到端5G网络测试的网络营运商，2019年以3亿港元投
得 60兆赫频宽的 3.5吉赫频谱，即铺设 5G网络提供广
泛覆盖的主要频谱，其后于2020年4月1日正式在香港
推出5G服务。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许晓青、王婧媛） 香港贸易
发展局近日向记者介绍，贸发局已连续四年组织香港企
业参展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年组织了
近 60 家香港企业参展，同比上年增长 27%，持续向内地
引入多元化的香港优质食品及服务。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月 5日至 10日举
行。据了解，香港贸发局牵头组织参展的港企数量增

加，而参展港企总数较去年持平。
香港贸发局中国内地总代表钟永喜认为，进博会是

一个帮助香港企业有效拓展内地市场的多元合作平台，
港企参与过往三届进博会都取得丰硕成果，不少企业现
场签订了合作意向和订单，还有企业选择落户上海。

“我们希望透过进博会平台，发挥香港的重要通道作
用，一方面把香港的全球贸易资源、商品和专业服务带

到内地市场，另一方面也助力内地企业走向世界，对接
全球商机。”钟永喜说。

在第四届进博会上，香港贸发局组织的参展企业，
将分别设于“香港产品展区”和“香港服务业展区”。其
中，1200平方米的“香港产品展区”延续往届传统，主
要推广香港优质食品，今年展区特地设立表演台，展示
香港产品的魅力和香港独特的饮食文化。

“香港服务业展区”展出面积 550 平方米，以“香港通
道 连接全球”为主题，展示香港各项专业服务，包括基建
及建筑、物流服务、设计、专业服务、信息及通讯科技等。

今年进博会参展港企同比增长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