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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在香港举行的粤港合作联
席会议上，粤港双方同意就港珠澳大
桥、广深港高铁、莲塘／香园围口岸等
即将开通的重大跨境基建项目提早规
划，深化联系，进一步方便香港市民在
内地就业、生活。广东与香港，从30年
前的“前店后厂”到今天的水乳交融，
携手打造了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最经典的
范本。

相辅相成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成为香
港的生产基地。粤港协作，成就了珠三
角“世界工厂”和香港现代服务业的地
位。随着内地经济起飞，粤港经济融合
加深，两地角色逐渐发生深刻变化。

今天，香港的金融、深圳的创新、广州
的商贸、其他珠三角城市的制造，加上依
托港澳正在搭建的国际化金融、法律、
税收、信息等服务平台，粤港两地各有
所长，相辅相成，不再是一方带动另一
方，而成了相互促进、互师共进的关系。

广东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和市场拓
展，香港是重要的融资渠道。广东企业
要和国际接轨，香港提供了大批熟谙国
际金融规则和市场化运作方面的专才。
而在与广东自贸区的合作过程中，香港
产业加速了转型升级。

广东省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方面
走在全国前列，珠三角地区成为内地迅
速崛起的科技创新中心。香港特区政府
近年致力于将香港建设成“东方硅谷”，
广东成为最好的依托与合作对象。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港澳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
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重点。“一
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构想，为两地
提供了巨大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全球创新、金融、

航运和经贸的重要枢纽。粤港澳大湾区
拥有扎实的经济基础、强劲的经济增长
能力和位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地利，必将
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枢纽。

先行先试

粤港两地可以亲密合作，因为地理
相近、文化相通，也缘于国家不断推出
先行先试的粤港合作制度。

2008 年，中央在 CEPA 框架下出台
在广东先行先试政策；2010年，粤港双
方签署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2014年，
粤港率先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两
地在政府层面建立了高层会晤、联席会
议、专责小组等合作机制。

多个合作平台的出现，让粤港企业
实现了“面对面”的互动。2010年在深
圳前海建设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2015年，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
正式获批设立，成为粤港合作新的高水
平平台；2016 年，“深港通”正式开

通； 2017年1月，与香港签署《关于港
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
备忘录》，合作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粤港合作，让广东成了香港的发展
腹地和机遇之地。在广东自贸区前海蛇
口片区，已有4400余家港资企业在此落
户，其中过半是金融和现代服务业企
业；在南沙片区，航运物流、金融、科
技创新等领域企业特别是港澳融资租赁
机构集聚加快；横琴片区则重点引进文
化、进出口贸易、商务服务类港企入驻。

广东自贸区要实现国际化，还需要
在法律、制度层面与国际接轨。广东与
港澳合作，构建符合国际惯例的商事纠
纷解决机制，目前已初步建立集诉讼、
调解、仲裁于一体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仅南沙片区法院就聘请有港澳特邀
调解员7名，占特邀调解员总数的16%。

常来常往

粤港之间除了钱来钱往的经济交

流，还有人来人往的“一日生活圈”。每
天，不少香港人拿着公文包或背着双肩
包进出深圳的罗湖和皇冠口岸，就像上
下班一样平常。而广州和深圳居民去香
港购物、过周末甚至看电影，都是家常
便饭。

便利的交通是“一日生活圈”的基
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跨境巴士穿梭粤
港两地，超过 400 艘客船搭载进出香港
的港澳码头。2016年，粤港两地人员往
来超过 2 亿人次，日均往来人员超过 60
万人次。

一些大型工程相继落成，将让两
地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港珠澳大桥
香港接线已于今年 5 月全线贯通，通
车后珠海至香港将由现在的水路 1 小
时 、 陆 路 3 小 时 ， 缩 短 至 20 至 30 分
钟。全长 142 公里的广深港高速铁路
也将在 2018 年完工，届时香港高铁站
将与广州南站相连，进入国家高速铁
路网。

连接粤港两地的工程不仅体现在交
通层面。香港市民打开水龙头流出的
水、日常照明用的电、每天碗中的蔬菜
猪肉等都离不开粤港工程的支持。目
前，香港有 70%到 80%的水来自于东江
—深圳供水工程；有 1/4 的供电来自于
南方电网；食品市场中有 90%以上的食
材来自于内地。

越来越多港人选择在广东工作、生
活和养老。据统计，在内地工作的港人
数量多达30万人，广东是最主要的聚集
地之一。目前，近1.7万名香港老人在广
东养老，并通过港府推行的“广东计
划”领取长者津贴。

粤港合作是中国改革开放具体而微
的缩影，是香港帮助内地走出去、国家
支持香港发展的生动案例。在国家大战
略的支持下，粤港合作已取得巨大成
果，未来更是前景无限。

粤港合作 从“前店后厂”到水乳交融
本报记者 王 平

图为港珠澳大桥“中国结”造型桥塔。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图为港珠澳大桥“中国结”造型桥塔。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岛内绿营近日传言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APEC
会 中 建 议 宋 楚 瑜 转 告 蔡 英
文，可以举行“习蔡会”来
解决两岸问题。选前选后，
蔡英文团队几次三番提“习
蔡会”，呼吁“两岸之间要尽
快坐下来谈”。问题是，民进
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
就失去了对话基础，又谈何
领导人见面？绿营频繁炒作
该话题，隔空喊话，漫天要
价，毫无诚意，意在混淆视
听而已。

“习马会”实现两岸领导
人历史性会晤，将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和政治互动推到了
新高度，确立了两岸关系政
治现状的新标准，台湾方面
也引以为“里程碑”和“两
岸重要定锚”。作为两岸最高
层级的互动，在对两岸关系
发展成果的总结与未来指向
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指标性
意义。

但 两 岸 领 导 人 实 现 会
面，乃是两岸双方克服多少
困难，循序渐进辛苦达致的
成果，绝非一蹴而就天上掉
馅饼。两岸首先要确认的，
是两岸究竟是什么关系，双
方领导人以何种身份见面。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
共识”，是“习马会”不可或
缺的前提。

蔡英文当局执政以来，
始终不承认“九二共识”，不
回答两岸关系是何种性质，
将前人千辛万苦得来的成果
一朝毁弃。对于因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制度化
联系沟通机制停摆的现状，
一面极力“甩锅”给大陆，
一面假称怀抱善意，频频隔
空喊话，要与大陆方面进行
所谓“沟通”。

两 岸 僵 局 借 由 “ 习 蔡
会”解决的观点，去年以来
经由绿营人士频频散播，可
说是一筹莫展下急于“放大
招”，更是以拖待变、误导民
众的障眼法。一面大搞形形
色色的“台独”分裂活动，一面却“耻”度无下
限，声称要与大陆领导人“坐下来谈”。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承认“九二共
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
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
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日前也说得明白：两岸对
话的钥匙和密语在哪里，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切的
善意和诚意都应该拿到“九二共识”这个试金石上
来检验。

台湾陆委会却回应称，两岸官方、民间各层面
都可以创造“不涉前提”的实质对话机会，才有助
双方相互理解。蔡英文不久前隔空喊话，让大陆

“发挥智慧”，与台湾对话。
如今，民进党仍抱着“台独党纲”，只屡屡预告

两岸关系将迎来转机，要推出“两岸互动新模式”，
又频繁奢谈“习蔡会”，
然而改善两岸关系的具体
举措，却像戈多一样永远
等待不来，单见其鼓弄唇
舌。

只要套路深，铁杵磨
成针？民进党这种拖延和
欺骗战术，只怕观众早就
看够了。蔡当局“维持现
状”已经破功，“习蔡会”烟
幕弹又能放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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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香港时代
广场举办卡通人物“史努
比”主题展览传媒预展。本
次展览将于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6 日正式展出，呈现多
个“史努比”主题场景。图
为一名媒体工作人员在“史
努比”展品前拍照。

新华社记者
刘 昀摄

香 港 举 办
“史努比”展

11 月 19 日，2017 第三
届“知音音乐剧大赏”在台
北南海剧场开演，两岸院校
共九支表演团队将在十天里
陆续登台竞技，推动两岸音
乐剧文化交流和音乐剧发
展。图为台湾师范大学表演
艺术研究所的团队为观众带
来的原创音乐剧 《你的侧
脸》。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摄

两岸学生
同演音乐剧

台湾陶艺师陈金旺取出来自台中大肚山的红土，福
建陶艺师陈艗取出来自建阳水吉的红土。两人交换红土
后，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共同制成一个茶器胚胎。

“天然泥的釉惑——陈金旺柴烧茶器展”近日在福州
举行。闽台两位陶艺师认为，两岸红土的交换交融是一
种美好的象征和期许。“人亲，土亲，一家亲”。

“做陶瓷的人不去建阳，是种很大的遗憾。”陈金旺
在办展前特地跑了一趟福建建阳。

中国陶器有几千年历史，其中，釉在中国陶瓷发展
史上是一项特殊的成就。两宋时期，福建南平市建阳区
水吉镇烧制的黑釉瓷器“建盏”受到追捧，盛极一时。

作为建阳区建盏非遗文化传承人，陈艗带着陈金旺
探访了建阳水吉宋代古窑址，观摩了龙窑建盏工艺。“我
们讨论泥料配方、分享烧窑技艺，一见如故，有说不完
的话题。”陈艗说。

“建阳水吉土好、木材好，烧制建盏得天独厚。”陈
金旺感慨，建阳水吉红土含铁量达到8％至10％，而台中
大肚山红土含铁量只有约 6％。另外，建阳用松枝助燃，
这也是台湾没有的。

虽然大肚山先天条件不如建阳，但令陈金旺引以为
豪的是，他自己取材大肚山红土，利用独特的窑烧技
术，也闯出了一片天地。

过去，台中大肚山岩矿红土被视为低温土，主要用
来制作红砖。陈金旺打破“低温不能为器”的魔咒，尝
试以它为浆釉制作柴烧茶器。

“建盏讲究兔毫、油滴、鹧鸪斑等釉色纹样，而我的

柴烧作品比较在乎色彩。”陈金旺说，台中的红土没有建
阳的好，只能靠窑变改变色彩，此次展览自己带来约百
件柴烧茶器，釉色各具特点。

传统制陶过程中，陶艺师会使用匣钵防止草木灰等
物质污染胚体和釉面。但陈金旺不用匣钵，而是利用草
木灰含量和落灰方式的不同，让釉面产生一定的玻化现
象，烧制出别具特色的茶器。

陈金旺说，这些茶器在台湾获得认可，最高峰时，一窑
茶器卖了上百万元新台币。但他注意到，购买自己作品的台
湾消费者比较有限，“大陆市场很大，我必须走出去。”他说。

陈金旺频繁往来大陆。2015年，他成为辽阳职业技
术学院美术系客座教授。学院一位“80后”大陆老师专
门到陈金旺的台中工作室学习了2个多月，后来成为辽阳
知名的陶艺师。

今年，陈金旺到海南和天津进行两岸陶艺交流，现
在是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天津美术学院的客座教
授，他希望为更多年轻人传授传统技艺。

这也是陈艗孜孜努力的事情。从事建盏技艺 10 多
年，他希望两岸携手让传统文化“传下去、传出去”。如
今，这方面已初见成效，在福建商学院金融系任教的

“80后”台中女子廖文如，得空就从福州赶到建阳，已经
跟陈艗学了半年多制陶技艺。

此次亲见闽台两位“陈老师”交流制陶技艺，廖文
如格外开心。她认为，建盏文化要更多交流，发展创新
思维。“闽台血浓于水，亲上加亲，可作为坚实的第一
步。”她说。

“人亲，土亲，一家亲”

两岸陶艺师携手烧制“釉惑”
新华社记者 许雪毅

据新华社香港11月19日电（记者周雪婷） 为促
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 19日公布两个合作项目，分
别为“一带一路”消除白内障致盲行动计划和香港
青年新跑道计划。

在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
谢锋及柬埔寨驻港总领事森西亚等的见证下，“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 19日在香港与柬埔寨卫生
部、亚洲防盲基金会，以及香港新家园协会等单位
签署合作备忘协议，启动“一带一路”消除白内障
致盲行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将与亚洲防盲基
金会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向柬埔寨磅湛省派出
义务医疗队，为因白内障致盲的当地民众提供免费

手术治疗。该计划预计将惠及当地逾万名因白内障
致盲的民众。

全国政协副主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
主席梁振英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华商有更多
到各国投资的机会，有责任为投资地点的民众出力，
兼顾企业的社会责任，让当地民众共享“一带一路”倡
议的成果，这也是民心相通的一个方面。

此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18日与李
文俊慈善基金签署协议，全面启动两者合办的香港
青年新跑道计划。计划将为香港中学及高校学生提
供免费到“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考察探索的
机会，从生涯规划视角了解青年人在当地事业发展
的机遇。计划目前已批准 10家学校的申请，各探索
团将在12月起陆续启程。

两项民心相通国际合作在香港启动两项民心相通国际合作在香港启动

更多内容请见“港台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