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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为大湾区“通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

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
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
政策措施。

一桥飞架三地，碧海终成通途。据了解，有“超级工程”美誉的港珠澳大桥已
全线贯通，进入通车前最后准备阶段。

在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朱永灵看来，这座全球最长跨海大桥集三地之力、融
三地之智、便三地之民，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代表性工程。“三地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在大桥建设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大桥必将成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
岸的重要枢纽。”他说。

港珠澳大桥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项目。此外，广深港高铁
香港段计划三季度正式通车，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内地口岸区建设工作
已进入尾声；莲塘／香园围口岸、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等项目也在加快进行。另据了
解，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已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2020－2030年）》编制
工作，未来大湾区将建成“一小时城轨交通圈”。

除便利交通措施外，一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8 月 3
日，国务院宣布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其中包括取消台港澳人员在
内地就业许可事项。得知这一消息，在内地就读研究生的澳门青年卢震豪格外高
兴。他表示，包括取消就业许可证在内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使澳门青年获得了更
好的发展条件，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

广东省推出了“便利湾区”18项举措。前海、横琴、南沙率先实现港澳居民就
业免办就业许可证；专业资格互认深入推进，前海、横琴试行香港工程建设模式；
全省有52所高校面向港澳招生，港资澳资医疗机构达46家……

42岁的香港居民李志健2015年来到深圳前海工作，从取消就业证到缴纳和提取
住房公积金享受市民待遇，他在内地工作生活的获得感大大增强。不久前，他还竞
聘成为深圳市前海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生产服务部副部长。

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高效互联互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基础性要素，一
年来取得的显著进展是大湾区建设的早期收获，已经使三地尤其是港澳同胞受益。

创新合作为大湾区“充电”
香港青年联会副秘书长廖永通 2006 年来到内地，开启自己第一

个科技创业项目，目前在深圳做电动滑板车项目。因为有切身体
会，他十分看好国家创新科技快速发展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
来的机遇。

“包容的环境、扶持的政策，从金融服务到硬件设施的完善配套，
加上背靠内地庞大市场，这样的环境非常适合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发
展。”廖永通说。

一年多来，从青年人才创业到高校联合科研，从产业园区建设
到跨境项目投资，科技创新合作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推动
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
题组组长王福强介绍说，广东已出台《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打造
产业联动、空间联接、功能贯穿的创新经济带。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
正在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案》，为粤港澳科技
创新合作进行顶层设计。

今年 2 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首次为发展创科额外预留逾
500亿港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科研合作、培育初创企业、推动产业
发展等。特区政府计划5年内将研发总开支大幅增加到每年约450亿港
元，在GDP中所占比例由0.73％提升至1.5％。

据了解，科技部、财政部今年 5 月出台规定，鼓励港澳高校和科
研机构参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组织实施；深圳和香港在落马洲河套地
区共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推动港澳高校对接广东科技成果转
化，6 所香港高校在深圳设立 72 个科研机构；粤港联合创新资助项目
达151个。

在科技创新合作热潮中，粤港澳三地青年人才意气风发。今年 7
月，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协会在横琴揭牌创业基地，以此搭建三地青年专
业人才培养合作交流服务平台。

“我们希望借助横琴基地这个平台，以大湾区发展规划为蓝图，帮
助更多港澳青年来横琴创新创业。”该协会创会主席李培说。

创新机制为大湾区“定盘”
过去一年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与粤港澳三地，落实 《深化

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共同推进相关工作，尤其在合作机
制上进行综合协调。通过创新合作机制，卓有实效地形成合力，推进高层次
融合，是大湾区建设发展的重要保障。去年6月和12月，内地与香港、澳门
分别签署了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下的投资协议和经
济技术合作协议，标志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合作迈入新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港澳参与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南沙、前
海、横琴进驻港澳资企业分别达1700家、8000家、2800家；南沙粤港深度合
作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横琴粤澳合作产业园建设扎实推进；南
沙粤港澳青年创新工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等基地
建设加快，累计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868家，其中国家级110家。

今年5月，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正式签约。该基金将在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持重大平台建设、培育新兴产业、共建宜居宜业宜
游优质生活圈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概念深入人心、机构纷纷成立、对接构想不断推出、创新合作成果已然
显现……王福强说，一年多来，以框架协议签署为起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正式起步，发展蓝图已从构想转化为行动。从政府到民间，从学界到商界，
从机构到个人，各方力量正凝聚起来。

世界湾区经济，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
头羊。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面积约5.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800万；2014
至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 GDP 实现“四连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 （2018）》则指出，粤港澳大湾区除突出的区位和产
业优势外，“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更是独具一格。

回顾一年来的建设成果，有理由相信，粤港澳大湾区将在中央关怀、支
持下，立足三地优势、加强三地联动，进一步高质量高效率向前推进。一个
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大湾区和城市群，必将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图景。

（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记者王攀、刘欢、安蓓、陈键兴）
压题照片：深圳和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及周边风光。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大湾区 大手笔 大未来大湾区大湾区 大手笔大手笔 大未来大未来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亲自见证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一年多来，“粤港澳大
湾区”成为备受关注的热词，中国南方这片活跃度极高的经济热土，又以崭新姿态吸引了各界关切的目光。

在中国发展昂首步入新时代的宏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蓝图正化为脚步坚实的行动，愿景正变成风生水起的现实——从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提升市场一体
化水平，从探索科技创新合作到谋划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迈开了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步伐，生动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一国两制”新实践的勃勃生机。

一如所料，民进党当局一手操控的“教育部课
审大会”8 月 13 日通过了岛内 12 年义务教育高中历
史课纲。依据这个课纲，以后台湾高中历史课将只
教单独成册的“台湾史”、“东亚史”及“世界史”。
之前的“中国史”不再存在，被“纳入东亚史的架
构下讨论”，“以主题方式分单元呈现”。这份升级版
的“台独”历史课纲一出笼，就遭到岛内外有识之
士的口诛笔伐。毋庸置疑，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之
私，将岛内学生当成“政治祭品”，将两岸关系进一
步推向险境，最终难逃历史的惩罚。

台湾的教科书之乱，始于李登辉主政时期。比
如 1997年抛出的教科书 《认识台湾》，“我国”变成
了“中国”，“李白是我国诗人”则变成了“李白是
中国诗人”。陈水扁在台上时承续了李的衣钵，为了
遂行其“台独”分裂图谋，更是在教育文化领域上
下其手。就拿高中历史教科书来说，“台湾史”被从

“中国史”中抽离出来，“中国史”俨然成了“外国
史”。而所谓的“台湾史”，则说台湾原是无主之
岛，葡萄牙人首先发现了它，所以从那时到现在，
台湾只有 400年的历史。“台湾史”中还竭尽吹捧日
本殖民统治台湾之能事，抹杀抗日先贤英勇事迹。
更为可笑的是，由于实行所谓的“一纲多本”，即台
教育主管部门订定统一的课程纲要，符合资质的出
版社都可以编写教科书，结果，不同的历史教科书
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评价竟然可以南辕北辙。

民进党再次上台之后，打着“维持现状”的旗
帜，干着“去中国化”“渐进台独”的勾当，阻挠、
限制两岸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打压主张发展两岸
关系人士，在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就拿教科书来
说，民进党当局“独”性发作、动作不断。先是撤
销之前马英九主政时期的排“独”课纲，接着又大
幅删减语文教科书的文言文比例，如今又强渡关

山、推出升级版的“台独”历史课纲。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都意在“编织”他们的“台独”迷梦。

岛内教科书刻意扭曲历史、颠倒黑白，偷渡
“大陆台湾，一边一国”“独”素。与此同时，“台
独”分子还无所不用其极地妖魔化中国大陆，仇视
大陆，诋毁大陆，挑动岛内民众的对抗情绪，离间
两岸同胞的手足深情。“台独”作祟的直接后果，就
是导致岛内青少年对国家、民族、文化认同错乱，
以至于自己是不是中国人成了台湾社会一个争议性
很大的问题。少数“台独”分子更攫取了“爱台
湾”的话语权，在肃杀的政治气氛之下，有的人根
本就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
人。”

树无根则枯，水无源则涸。那些试图切断台湾
根脉和源流的“台独”分裂势力，实际上正在荼毒
台湾学生、断送台湾未来。民进党当局的卑劣伎俩能
蒙蔽人于一时，不能蒙蔽人于一世。历经两年多来民
进党的执政“梦魇”，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已经看破台
湾当局居心，他们以实际行动来参与两岸交流合作，
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两岸关系大局，并从中体认到两岸
同胞是骨肉天亲、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体；两岸关系
好，台湾民众才会好，台湾才会有前途。

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
向，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民进党当局操弄历
史、逆流而动，难逃舆论“诛杀”、难逃历史惩罚。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操弄历史终将被历史操弄
■ 吴亚明

“宣言”掷地有声的宣言
侠客岛解读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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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黄金村120余亩有机软米早稻开始收割，这是今年江苏省最早上市的新米，大米售价每
公斤40元。这批早稻从今年5月份就开始插秧，于近期成熟收割。图为8月14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黄金村的
村民驾驶收割机在稻田里收割成熟的有机早稻。 陈 暐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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