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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5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勾勒出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的宏伟蓝图。

5 年巨变，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满目繁
华、气象万千。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
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人们见证着这片热
土上高铁飞驰、大桥飞架，规则衔接机制对
接不断深化；科技创新、优势互补，现代化
产业体系迸发出新动能；民生融合、往来密
切，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加快形成，绽放出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的无限魅力。在此关键节点，本报今起推出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五年观察”系列报
道，展现大湾区在科创产业加速发展、软硬联
通不断拓展、协同融合纵深发展等方面取得
的丰硕成果，敬请关注。

软硬联通软硬联通，“，“北上南下北上南下””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五年观察①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五年观察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汪灵犀汪灵犀

新华社北京2月 27日电 （记者
于佳欣、黄垚） 在 2024 年全国两会
即将召开之际，设在北京西长安街北
侧梅地亚中心的两会新闻中心 27 日
正式启用。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
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将分别于3月5日
和3月4日在北京开幕。记者从两会新闻
中心获悉，目前已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
报名采访全国两会，其中境内记者2000
多名，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1000多
名，中外记者报名数量较近几年有明
显增长。两会新闻中心将秉持开放、透
明精神，为中外记者提供新闻服务。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新闻发布厅

及新闻中心采访室已设置妥当，届时
将有一系列采访活动在这里举行。境
内记者组、港澳台记者组、外国记者
组已做好为中外记者提供服务的准
备。新闻中心还周到地为中外记者设
置了茶歇区。

记者了解到，两会新闻中心还将
通过互联网为中外记者采访提供服务
和便利；将向中外记者提供会议主要
文件的电子版，不需媒体记者在现场
长时间排队等候领取；在代表委员驻
地设立采访室，为代表委员接受媒体
采访提供便捷服务。

上图：2024年全国两会新闻中心。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2024 年全国两会新闻中心启用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记者王立彬） 截至目前，
全国粮食主产区收购秋粮近 1.5亿吨，进度已过七成半，
南方秋粮旺季收购基本结束，东北、华北开始集中上量。

记者 27 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截至 2 月
25日，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近1.5亿吨，进
度已过七成半。其中，中晚籼稻旺季收购已于 1 月底结
束，累计收购超 2700 万吨；粳稻旺季收购即将于 2 月底
结束，目前累计收购超3100万吨；大豆、玉米旺季收购
分别将持续到 3月底和 4月底，目前分别累计收购超 250
万吨、8700万吨。

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副司长唐成对记者
说，目前南方省份秋粮旺季收购基本结束，东北、华北
地区集中上量。春节后，农民售粮需求增加，收购进度
加快。国家粮食和储备局采取针对性措施，保障收购工
作顺利开展。目前涉粮央企、地方骨干企业积极入
市，加大收购力度；中储粮增加收储库点，延长服务
时间、优化收购流程、增加人员力量，进一步提高收储
入库能力；相关地方结合实际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农民
顺畅售粮。

唐成说，2023年中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6.95 亿吨，其中秋粮 5.21 亿吨，同比增加近 1000 万吨，
将有效保障今年粮食供应。目前全国库存处于较高水
平，特别是小麦、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库存充足，能够确
保口粮绝对安全。中国粮食安全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完
善，市场调控机制更加优化，储备和应急能力稳步增
强，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针对近期部分地区雨
雪冰冻天气影响，各地完善应对预案、加强监测预警、
强化值班值守，保障了春节前后国内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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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以下简称“十四冬”）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
原落下帷幕。在这场冰雪盛会上，3000余名
运动员以拼搏之姿诠释中华体育精神，书写
了新的冰雪传奇。

作为北京冬奥会后中国举办的首个大型
综合性冬季体育赛事，“十四冬”恰逢北京冬
奥会成功举办两周年。放眼神州大地，立春
之际的一片雪花，今日已“飘”入寻常百姓
家，带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微光”聚火成
炬，点燃大江南北的冰雪激情，释放冰雪经
济新动能。

“十四冬”见证了中国冰雪健儿的强劲实
力。两年前的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
团实现全项目参赛，9金4银2铜创造了参加
冬奥会以来的最好成绩。冬奥会后，依靠努
力训练和科学备战，中国冰雪运动员在世界

赛场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作为两届冬奥会之
间的“期中考”，“十四冬”全面对标2026年
意大利米兰冬奥会，竞体比赛设 8 个大项 16
个分项 176 个小项，是历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多、标准最高的一届。赛场
上，苏翊鸣、任子威、武大靖、徐梦桃等冬奥会
冠军悉数亮相，比赛精彩纷呈，竞争激烈，创造
了多项优异成绩，达到了检验水平、锻炼队伍、
发现新人、为冬奥练兵的目的。越来越多的00
后、10后小将在“十四冬”舞台上崭露头角，实

现了自己的冰雪梦想。
“十四冬”见证了中国冰雪运动的无穷魅

力。曾几何时，冰雪运动在中国“不进山海
关”，冰雪项目发展主要依靠东北地区。历届
冬运会上，东三省运动员独领风骚，东北话
成了冬运会的“官方语言”。北京冬奥会后，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变为现实，冰雪
运动跨过山海关，走进全国各地，开启了中
国乃至全球冰雪运动新时代。通过联合培
养、跨项选材等方式，全国各地的冰雪少年

跨入冰雪之门。“十四冬”赛场上，来自31个省
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地区的35支代
表团参赛，多个代表团上演冬运会首秀，上海、
广东、浙江、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等南
方省份都有金牌进账。“南腔北调”的“十四
冬”，充分展现了中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
进”战略的扎实成效。

“十四冬”见证了中国冰雪经济的蓬勃活
力。从北京冬奥会到“十四冬”，以大型冬季运
动赛事的举办为契机，中国体育竞技体育强、

群众体育弱和“夏强冬弱”“冰强雪弱”等问题
正在逐步解决，新时代体育事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如今，全国冰雪场地资源日渐充沛、赛事活
动丰富多彩、参与人群不断增加。这个冬天，从

“十四冬”举办地呼伦贝尔到“双奥之城”北京，
从黑龙江哈尔滨到南方地区的冰场、雪场，冰
雪旅游和冰雪运动热潮席卷全国，“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成为现实。

冰雪热潮涌动的中国，正在建设体育强
国的道路上奔向未来。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十四冬”见证中国“冰雪之力”
■ 刘 峣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
近年持续开展湿地保护和
水资源涵养工程建设，着
力把郧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打造成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高质量发展样板。图为郧
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景观。

张启龙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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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27 日电 （潘旭
涛、杨林娜） 国家知识产权局 27 日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专利转化运用
专项行动有关进展。高校和科研机构
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创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专利转化运用的重要
力量。据介绍，截至 2023 年底，中
国国内高校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79.4万件，科研机构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22.9万件，合计占国内有效发
明专利总量的1/4。

为推动专利成果更好更快地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期
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高校和科研机
构存量专利盘活工作方案》。《方案》

提出，到 2024 年底前实现全国高校
和科研机构未转化有效专利盘点全覆
盖，2025 年底前加速转化一批高价
值专利，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产
业化率和实施率明显提高。

梳理盘活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存量
专利，是着眼创新源头，推动一批高
价值专利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工作，也
是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部署的首
要任务。据悉，国家知识产权局将
突出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的主体作
用，把能够转化的专利存量家底摸清
摸透，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同时，
突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政府服务
支撑作用。

高校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79.4万 件

新春二月，深港、珠澳各口岸人流熙熙攘攘，
“北上南下”的旅客经此跨境探亲、旅游、购物。
“上午在广州见朋友、吃早茶，下午在深圳采买礼
盒，晚上在香港看烟花汇演，第二天到澳门看花
车巡游……”在广州工作、自称“湾区人”的姜莹，
向记者介绍自己春节期间的行程安排。

这正是粤港澳大湾区“路畅、人兴、财
旺”的生动缩影。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 5 天

（大年初一至初五） 有超过200万人次港澳居民
经广州、深圳、珠海到广东，假期前7天 （大年初
一至初七） 约210万人次内地游客到访港澳。随
着大湾区软硬联通不断拓展，“北上南下”双向奔
赴，人流、资金流、物流相互交织，粤港澳大湾区
日益呈现出深度融合新景象。

““硬联通硬联通””日渐完善日渐完善

新春伊始，深中通道施工现场热火朝天。
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收尾工程，向着 2024
年建成通车加速冲刺。这项世界级跨海工程连

接珠江两岸，通车后，中山直达深圳的通勤时
间，将由以往的2小时缩至30分钟。

不仅深中通道，狮子洋、黄茅海等跨江跨
海通道也在加紧施工。当下，“联通”已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的主题，交通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
建设，为大湾区经济循环高效畅通提供了有力
支撑。

2018年广深港高铁通车运营、港珠澳大桥
建成通车，2019年南沙大桥投入使用，2023年
广汕汕高铁正式运营；“澳车北上”“港车北
上”政策相继实施，大湾区互联互通、融合发展
迈出关键一步；拱北口岸、横琴口岸、青茂口岸实
行“一次排队、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便利化措
施，让通关进入“30 秒跨境珠澳”新阶段……如
今的粤港澳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2500公里，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约 5000 公里，高铁、城际、地
铁、高速等交通网络越织越密，构建起外联内畅、
通江达海、高效便捷的大交通格局，“一小时生活
圈”基本形成。

“现在坐高铁 15 分钟就能到深圳繁华商
圈，购物、吃喝体验非常好，偶尔我们还会去
享受按摩、看看电影。”住在香港、周末不时带
着全家人到深圳游玩的李先生说。

““软联通软联通””加速推进加速推进

“硬联通”完善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软
联通”也在不断加速，5年实现大跨越。

在金融领域，“深港通”、“跨境理财通”、
债券通“南向通”、“互换通”等制度落地实
施，粤港澳金融市场加速互联互通，市场双向
开放不断提升；在标准衔接方面，随着第二批

“湾区标准”清单日前公布，“湾区标准”已覆
盖食品、交通、养老等32个领域183项，“一体
化”进一步走进居民生活；在营商环境方面，

“数字湾区”启动建设，108项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粤港跨境通办，“湾区通”工程深入实施，

“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规三地”深入推进，
港澳企业商事登记实现“一网通办”；在民生领
域，2021 年“湾区社保通”上线，港澳居民

“足不出境”就可以享受广东的社保服务，同年
“港澳药械通”政策实施，在医疗方面实现大湾

区资源互通……
数据显示，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达34.67

万人次，领取待遇 4.72 万人。截至 2023 年底，
粤港澳三地共 67家银行、6.92万名投资者参与

“跨境理财通”试点，累计办理相关资金汇划
128.1亿元人民币。截至 2024年 1月 8日，通过

“港澳药械通”政策累计批准 19 家指定医疗机
构，临床急需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56个，共
惠及4509人次。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身穿内地律师袍，佩戴律师徽章，自 2022
年取得律师执业证 （粤港澳大湾区） 起，香港
青年谢庆绵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这里有庞大
的法律服务市场，未来发展会很好。”

像谢庆绵这样获准在大湾区内地 9 市执业
的港澳律师超过 380 名。他们熟悉港澳、内地
不同的法律体系，能在跨境法律事务处理中发
挥所长。而在医师、教师、导游等 8 个领域，
已有3200多名港澳专业人士取得内地注册执业
资格。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卢伟国表示，香港青
年在本地发展空间有限，大湾区内地城市为他
们带来更多发展机会，也有助于深度解决港澳
民生问题、拓宽港澳居民生活空间、深化港澳
同胞祖国认同。

“随着大湾区不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
接，粤港澳三地交流交往之密切前所未有，大
湾区建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广东省
发改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
绍，2023年，约有5300万人次香港居民北上内
地，港澳居民对大湾区认同感进一步提升。

朱伟表示，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教育、医
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合作，破解融合发展瓶
颈，提升三地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尤其是便
利港澳居民来粤发展，无论是购房、看病、上
学、买社保还是就业、执业、创业，都尽力为
他们提供便利，从而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压题图片：广东中山城区景观。
张鉴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