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23年8月4日 星期五
责编：任成琦 金 晨 邮箱：gtbhwb@people.cn

截至 7 月 31 日 17 时，“港车
北上”经港珠澳大桥通关车辆超
过6800辆次。

7 月 1 日零时起，“港车北
上”正式实施，符合条件的香港
机动车车主在香港预约通关获准
后，即可畅享粤港澳大湾区的出
行便利。据统计，香港单牌车经
港珠澳大桥通关总量呈阶梯式增
长。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通过“港
车北上”，以“人车自由行”的全新
方式跨境出行。随着人员往来便利
化和消费规模扩大，粤港澳大湾
区互联互通再添发展动能。

反应积极踊跃

香港车主对“港车北上”反
应积极踊跃，目前“港车北上”
的整体运转有序畅顺。香港特区
政府运输署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7 日，“港车北上”申请已突破
万宗，当中约3800名申请人已完
成所有申请程序并获发封闭道路
通行许可证。7月31日，“港车北
上”也已开启第六轮抽签申请。

快捷的出行方式和高效的通
关环境，吸引越来越多香港市民
以自驾方式经港珠澳大桥往返广
东省进行短期商务、探亲或旅游。

社交平台上相继出现关于
“港车北上”的资讯分享群组，活
跃度很高。即将去内地的车主对
申请、验车、保险等环节求解答
疑；去过内地的车主则热衷分享
自己的自驾游攻略和驾车体验等。

短短一个月内，香港车主江
先生就已通过“港车北上”2 次
往返粤港两地。他表示，从首轮
递交申请到最终完成所有程序，
只用了2周左右的时间。“自己开
车出行更加自由，而且经港珠澳
大桥过关只需要几分钟，通关更
快、效率更高。”江先生说。

“‘港车北上’方便了一家
人的出行，平时周末可以带着家
人去珠海逛一逛，感受不一样的
城市风光。”香港车主钟先生说。
由于“港车北上”规定每次进入
内地最长可以连续停留30天，他
表示，这也为自己在大湾区内地
城市的商业投资提供了利好条件。

完善流程环节

为保障“港车北上”顺利实
施，粤港两地在此期间不断完善
各个流程环节，持续优化两地交
通体验，提供便利、高效的配套
保障服务。

港珠澳大桥口岸优化车辆备
案管理，完善车辆疏导，升级口
岸查验系统，提升口岸边检通关
效率。同时，珠海、深圳等地多
间停车场已完成港澳单牌车自动
识别系统、智能支付系统的升级
改造，为港澳单牌车提供便捷的
停车服务。

作为提供跨境车辆检验服务
的机构，中国检验有限公司 （中
检） 汽车检验中心自6月1日正式
开放“港车北上”申请。截至 7
月27日，已累计验车3842辆。

中国检验有限公司副总裁周
明辉表示，中检汽车检验中心有
充足的检验容量满足香港车主的
需求，目前所有预约成功的“港
车北上”车辆可随到随检，验车
流程20分钟左右即可完成，保持
着较高的验车效率。

中国香港汽车会 6 月起开设
“港车北上”驾驶课程，并推出
“驾湾通”APP，帮助香港车主熟
悉“北上”前的准备、口岸出入
境的方式、掌握两地驾驶时的异
同，以及遇上事故的处理方法等。

“我们与广东省汽车救援中心
签订合作协议，随时为香港车主

提供 24 小时紧急支援。”中国香
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说，“港车北
上”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
步互联互通。

加快融合步伐

“‘港车北上’进一步打通
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经脉，推
动了香港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一小时生活圈’。随着取得通关
资格的香港车主越来越多，未来
大湾区的联系将更加紧密。”香港
特区立法会议员陈恒镔说。

自今年 2 月全面恢复通关以
来，在交通运力提升、促消费政
策出台、跨境支付结算创新等因
素促进下，内地旅客赴港和香港
市民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跨
境消费持续火热。

近期，深港之间各大口岸人
流如织，深港两地也积极出台各
项措施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跨城
消费”成为两地的亮丽风景。“我
下午5点下班从金钟站坐地铁，6

点多到罗湖口岸，地铁直达东门
老街，做完美甲再吃一顿烧烤，
当晚就能往返深港两地。”香港市
民曾女士说，她基本上每个月都
会去深圳消费。

与此同时，内地游客赴港热
度不减。“我们一家是自驾游到深
圳北站，然后乘高铁来到香港，
准备带小朋友去香港迪士尼乐园
玩。”在香港西九龙站，来自广西
百色的李思晓和丈夫带着 2 岁多
的儿子走出检票口，这是她们一
家第一次来到香港，脸上写满了
喜悦和期待。

日益便利的跨境支付环境，
也加快了大湾区跨境往来消费

“双向奔赴”的力度。支付宝数据
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人气走高，
出行、消费数据半年内呈现阶梯
式上涨。

跨境流动呈现出的“双向奔
赴”态势，凸显大湾区加快深度
融合步伐。

（据新华社香港/深圳电 记
者梁文佳、王攀、王丰）

“港车北上”满月 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添动能

7月1日，一名香港单牌机动车车主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入境后与车辆合影。 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摄

戴好安全帽、护目镜、防滑手
套，系紧腰间的攀树绳和电油链
锯，修树员双腿发力，灵巧地攀上
树冠；树下，另一工作人员手持平
板电脑，边观察数据边经对讲机指
示修树员修剪枝干。不消一小时，
被剪掉的碎枝叶片顺着游绳滑落地
面，树木已焕然一新。

这便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一级
资深技术督导员刘威隆近期的日常
工作。“香港郊野地区绿树成荫、
枝叶繁茂，在带来清新空气的同
时，却对架空电缆构成潜在风险，
所以一定要及时修剪。”刘威隆说。

1901 年成立于香港的中华电力
有限公司，是香港两家电力供应商之

一，主要为九龙、新界及大部分离岛地
区供电，目前服务全港逾八成人口。

日前，中华电力在新界荃湾举
行传媒探访活动。刘威隆向记者介
绍，为避免过高的树枝或断枝干扰
电缆而造成电压不稳等事故，中电
在2001年成立专责修树队进行树木
护理，并于 2022 年 4 月正式启用香
港首个“农林管理预测系统”，将
修树工作系统化、智能化，以确保
供电系统安全稳定。

从平板电脑上打开由中电修树
队研发的“农林管理预测系统”，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地图上密密麻
麻、不同颜色的“小树”图标。放
大地图局部，单击一棵“小树”，

屏幕左侧立刻弹出有关该树木的数
十项信息：地理位置、植被编号、
树种名称、树龄、树干与电缆距
离、修树记录、风险等级……

“这是一个综合树木管理平台。
我们结合地理资讯系统技术及全球
导航卫星系统，记录了中电架空电
缆范围内逾17万棵树木的资料。”中
华电力有限公司输电及供电业务部
北区总监刘浩然为记者演示该系统
使用方法时说，其最大特色是能够
预测树木未来6个月内的生长情况，
估算它们与架空电缆之间的距离，

“距离越近，潜在风险越高。”
系统经数据分析后，会将树木

划分为“低风险”“中风险”“中高风
险”及“高风险”4 个等级，并以绿、
黄、橙、红4种颜色显示在地图上，有
助修树队一目了然地监察树木情
况，合理安排修树工作。

“香港有400多个树种，其中超
过一半生长于架空电缆附近。”为
优 化 “ 农 林 管 理 预 测 系 统 ”， 有

“树博士”之称的香港教育大学地
理及环境科学研究讲座教授詹志勇
自告奋勇地参与了进来。

在系统正式推出前的一年多时
间里，詹志勇率领团队展开“架空
电缆沿线预测性植被管理研究”，
选取架空电缆范围内最常见的10个
树种，监测并探讨修树方式及天气

状况对树木新生长嫩枝 （又称“水
横枝”）的影响。

“研究发现，阳光、温度及降雨
量越高，水横枝的生长速度越快。”
詹志勇举例说，香港常见植物例如
银合欢、洋紫荆等，不仅自身生长速
度快，水横枝的发展速度同样惊人，

“修剪后2个月即可生长达2米。”
根据詹志勇及团队的研究数

据，中华电力不断修正树木生长
“方程式”，制订合适的树木管理措
施及修树“时间表”，以便更有效
地分配资源和人手，预计每年可节
省超过150万港元的营运成本。

提起“农林管理预测系统”的
精准高效，已有逾10年修树经验的
刘威隆赞不绝口。他直言，过去修
树全靠老师傅的记忆和经验，有时
需在树林里耗费大半天寻找有触碰
电缆风险的树枝，有时摸到记忆中
的树木跟前才发现其实际生长情况
尚未达到需要修剪的地步，“工作
效率很低，非常浪费时间。”

而在新系统的技术辅助下，由刘
威隆带领的40余名修树队员在过去
一年间已进行约 8 万树次的修剪工
作，不仅确保了树木健康生长，更为
香港郊野地区的安全供电保驾护航。

“现在，我不用额外花心思去硬
记树木资料，可以更专心地把电能
专业、树艺知识和农林护理技术传
承给下一代了。”刘威隆爽朗一笑。
伴随他们每一次攀树、修树，香港丛
林郊野的树木枝桠远离了电缆，守
护香港供电安全的使命责任也深深
印进了年轻修树队员的心中。

（本报香港8月3日电）

“智能修树”守护香港供电安全
本报记者 陈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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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广东深圳滨海
大道综合改造工程项目建设
如火如荼。建设者加紧施工，
全力以赴确保年底主线高质
量通车目标圆满完成。据介
绍，该工程项目位于深圳湾
畔，地跨南山、福田两区，是
深圳市的重点工程。图为施
工现场。

史家民摄 （人民视觉）

同跳一支舞，同唱一首歌……在西藏林芝米林县中
学，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青少年与当地青少年手拉手跳起
锅庄舞，还共同唱响了《我和我的祖国》。

这是“林海情深·粤动高原”——广东珠海市青少年交
响乐团、合唱团赴藏演出暨珠港澳青年人才研习交流营中
的温暖一幕。7 月 26 日至 8 月 2 日，活动走进西藏林芝，197
名珠港澳青少年和青年人才参加活动，“湾区明珠”与“雪域
明珠”跨越山海、青春牵手。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珠海市委、共青团林芝市委、珠海
市青联、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米林县 （珠海） 工作组
主办。共青团珠海市委书记侯文涛表示，希望以文化文艺
为媒介，促进港澳与内地青年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爱
我中华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珠海自2016年起对口支援西藏米林，从南海之滨的经
济特区到青藏高原的花谷药洲，从伶仃洋畔到雅鲁藏布大
峡谷，两地虽相隔3000多公里，却始终“林海情深”。青
少年文艺文化交流是珠海对口支援的重要项目之一，本次
活动是近年来两地之间规模最大、形式和内容最丰富的青
少年交流活动之一。

活动期间，主办方先后在米林县白鹭文化广场、林芝会
展中心、鲁朗小镇举办了3场珠港澳—西藏林芝青少年交流
音乐会。珠海市青少年交响乐团、合唱团和林芝市艺术团、
米林县艺术团等团体联袂登场献演，现场既有《红旗颂》《林
芝是个好地方》等振奋人心的红色旋律，也有《贝多芬第五
交响曲》《斯拉夫舞曲》等世界名曲。“以文会友，以艺通心。”
珠海市青少年交响乐团团长胡敏说，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
式，让同学们的心靠得更近，手也拉得更紧了。

珠港澳青年人才研习交流营是珠海市青联“港澳青年
看祖国”重点项目，14位港澳青年受邀参与了本次活动。
大家不仅全程观看了3场交流音乐会、参加了青少年结对
结亲活动，还到全国援藏展览馆、米林农场、鲁朗小镇等
地参观考察，与西藏青年代表就民族团结、创新创业等方
面进行深入交流。在珠港澳—西藏林芝青少年交流音乐会

（鲁朗专场） 上，珠港澳青年代表合唱《如愿》，还与西藏
青少年在雪山之下、林海之中动情演绎《天路》，唱响团结奋进的青春强音。

“不仅用脚步丈量伟大祖国的大好河山，更用心感受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
魅力活力，在精神洗礼中不断坚定与党同心、建功湾区的信心决心。”珠海市青
联副主席马志文说。澳门经济民生联盟主席刘家裕表示，此行了解到很多西藏
历史文化，也欣赏到了林芝的美丽景色，希望可以多创造机会让大湾区与西藏
的青少年多交流多互动。珠海市青联港区常委蔡嘉苓颇有感触地说，第一次到
西藏，感受到祖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对西藏各方面的支持，祝福
西藏的明天更加美好。

“心与心相连，梦与梦相通，这是跨越山海的青春牵手，也是民族团结的青
春强音。”共青团林芝市委书记索珍表示。 （本报拉萨8月3日电）

下图：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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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3 日电 （记者金
晨） 针对民进党当局宣布赖清德 8 月
中旬“过境”窜美的日程，国台办发
言人朱凤莲 3 日答记者问表示，我们
坚决反对赖清德以任何由头、任何形
式窜美活动，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
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美
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

朱凤莲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公然宣称自己是
“务实‘台独’工作者”。他“过境”
窜美的目的是“倚美谋独”，是在兑
现其“走入白宫”的“台独”承诺，
并为个人谋取选举私利，最终损害的
是岛内民众利益，破坏台海地区和平
稳定。事实会证明，赖清德是彻头彻
尾的“麻烦制造者”。

国台办：

坚决反对赖清德窜美谋“独”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 者谢妞）
由香港国际机场及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联合举办的国际航空论坛2023，8月
2 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揭幕，吸
引逾千名环球航空界专业人士齐聚
香江。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揭幕仪式上致辞时表示，粤港澳大
湾区经济前景乐观，加上目前进行一
系列基础建设，香港作为航空枢纽的
发展前景光明。

据介绍，特区政府将通过提供税
务优惠，发展香港成为飞机租赁及服

务枢纽，以吸引更多飞机租赁公司来
港，同时支援航空业的人力资源培
训，欢迎更多具专业知识与经验的海
外航空界人才到香港发展。

香港机管局主席苏泽光表示，虽
受到疫情影响，但我们对机场发展充
满信心，积极维持机场正常运作，并
推进三跑道系统工程项目。扩建后的
香港国际机场运力将会提升50%。

本届论坛为期两天，期间举行演
讲及专题小组讨论，就粤港澳大湾区
航空旅游及空运货物的新机遇、航空
业新技术趋势等议题分享意见。

国际航空论坛2023在香港举办

近日，由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香港现代水墨画会、澳门文化艺术学
会等共同主办的“2023沪港澳台绘画联展”在香港举办。展览汇聚75位沪港澳
台艺术家的126幅作品，以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互动。图为观众在联展上参观
留影。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