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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近日公布的数
据，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访澳旅客
共有 63.7 万人次，相比去年 3 天假期，今年假
期前 3天迎来旅客 53.2万人次，同比增长 37%，
其中内地旅客达43.7万人次，升幅约43%。

港珠澳大桥开通带来观光利好和旅客人
潮，有人却打起了歪算盘，做起了“非法导
游”。据 《澳门日报》 报道，澳门“非法导游”
问题加剧，影响当地旅游业界的生存空间，损
害澳门的旅游形象和服务品质。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近日回应
说，虽然“非法导游”的取证困难，但特区政
府正研究通过多种方式协助搜证和执法，并与
业界建立更好的沟通，期望有效打击违法行为。

根据澳门法律规定，旅行团到澳门之后，
必须由本地导游接手带团，而这些疑似“非法
导游”身上，并没有携带澳门本地导游识别
证，通常都是以旅客身份来澳或持其他职业的
蓝卡来澳门带团一日游。澳门业界人士指出，

这些人不单来自香港和内地，有许多国家和地
区的人士利用这种非法途径在澳门带团赚钱。

自2018年底起，澳门的“非法团”和“非
法导游”数量大增，影响业界生存空间。由于

“非法团”没有当地旅行社负责，也无旅游保
险，如遇突发情况，旅客权益将欠缺保障。另
外，“非法导游”普遍未受过专业培训和缺乏专
业知识，也没有为旅客妥善安排交通和膳食，
服务水平参差，破坏澳门的旅游形象。

文绮华表示，近期不断收到业界和居民投
诉“非法导游”，相关部门对此十分关注，因此
与澳门劳工局和治安警察局等部门合作加强巡
查，每天都有人员在口岸或景区巡查。如发现
疑似“非法带团”，会搜证核查是否违规。目前
为止，暂时未有一宗成功处罚的案例，承认

“非法导游”的取证有一定难度。
尽管如此，文绮华认为特区政府要致力解

决相关问题，将持续研究多种更具针对性的方
式协助搜证和执法。前线人员曾遇过不少疑似

“非法导游”的情况，但经过调查后，证实带团
人是持牌导游。因此，她强烈呼吁从业人员在
工作时必须按规定配戴工作证，以免被罚款，
同时也可方便相关部门执法。

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与业界代表
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当业界发现疑似违规
情况，除可拨打当局的热线电话，也可透过
业界团体直接向相关部门反映，提升巡查和执
法效率。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期望相关部门加强执
法，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防止有人利用法
律的灰色地带及搜证困难，“非法带团”牟利，
同时在口岸和旅客密集处加强宣传，提升旅客
守法和安全意识。

在“五一”期间，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在
巡查方面加大力度，执法中未发现“非法导
游”类型的违法行为。澳门特区政府表示高度
重视节假日期间澳门旅游承载力，并将致力于
优化旅游环境。

“绝不能对大湾区视若无赌、听如未闻、
漠视无感。”台湾作家黎建南近日投书《联合
报》，以其粤港澳之旅的亲见亲闻，向将参加
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政治人物建
言。两周前，黎建南随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所
率的参访团，在粤港澳大湾区访问了12天。

一个近在咫尺而迅速崛起的世界级湾
区，对台湾意味着多少机遇，答案不言而
喻。黎建南大声疾呼，只因民进党当局一直
以来对粤港澳大湾区冷眼相向。此前，岛内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若台湾不尽早布局大湾
区，恐怕难逃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命运。

冰火两重天

黎建南在文章中提到，4 月 15 日发生的
巴黎圣母院大火，巴黎消防部门紧急从法国
政府部门借来深圳大疆无人机，确定洒水灭
火点最佳位置、获得控制火势必要数据，让
全球都知道大湾区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将
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地方。

这个例子，体现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

优势。大湾区涵盖“9 市 2 区”，GDP 总量
2016 年已达 1.3 万亿美元，是台湾的两倍
多，预测到2022年GDP总量将超过日本东京
湾区和美国纽约湾区，在世界四大湾区中居
首位。

台湾毗邻粤港澳大湾区，两者缘分深
厚。宋楚瑜行前对媒体介绍，珠三角地区是
上世纪80年代台商前往大陆投资最早、也是
最为热门的地方，即使到了今日，仍然是大
陆台商汇集规模数一数二的重镇，占大陆台
商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然而，岛内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态度可谓
“冰火两重天”。一边是蓝营政治人物、台商
和岛内工商界人士纷纷关注和肯定粤港澳大
湾区崛起的意义所在，另一边是死守意识形
态的民进党当局，对大湾区的规划及发展冷
漠以对，不但不鼓励岛内各界前往寻找商
机，反而处处设限。岛内工商界认为，台当
局掩耳盗铃的做法，肯定不利台湾未来发
展，长此以往，台湾经济将进一步边缘化、
空洞化。

台湾 《旺报》 评论文章说，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将在“一国两制”框架内严格依照宪
法和基本法办事，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对
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启示。台湾共
同参与大湾区建设，既符合经济规律，符合
合作原则，也具有协同互补的优势，台湾不
能做旁观者。

台企“第二春”

台湾当局袖手旁观，台商必须自己找出
路。《旺报》报道指出，大陆今年2月发布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受到台湾工
商界高度瞩目，因大湾区涵括范围正是台商
在大陆最“熟门熟路”地域。30年前，台商
即是从这里开展大陆投资事业，几年后就在
此建立了规模化的加工出口产业体系，主力
基地在东莞、深圳、珠海、广州。

岛内工商界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将
港、澳、广、深等南方重镇合并规划发展，
设定为“高增值产业体系和国际一流城市
群”，将成为大陆南方经济发展新世代平台，
肯定也会对台湾产生“辐射”影响力，进而
带动两岸经贸转型升级。两岸台商相关团体
宜把握这个重大契机，合力开创台企在大陆
南方“第二春”。

粤港澳大湾区会给台湾带来哪些机遇？
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撰
文指出，台湾若能尽早加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将迎来一大波机会。比如，台湾可以借
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成为国际和
大湾区之间的资本、技术中转站，可以推动
两岸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安排，可以借机加强
与长三角、海西的对接及两岸“南南合作”，
可以在基础设施、航空、海运、旅游、科
技、人才、教育各领域展开合作，也可为台
湾青年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处处是商机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珠三角打拼多年的台
商，对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澎湃动能感触最深。

台商陈文典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有南

沙、前海、横琴三大自由贸易区；同时也是
大陆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广东是
台商最早西进大陆投资的重点区域，很多台
企需要转型升级，粤港澳大湾区能为台企提
供创新的动能。而有相当部分的台企注册地
和理财中心都设在香港，粤港澳大湾区在服
务、创新及市场等方面，都能为台企带来全
新商机。

广州台青之家会长郑明嘉认为，大湾区
的市场很大，台湾青年的创业选择可以非常
多元化，比如高科技、幼儿教育、养老照顾
培训基地等，都锁定了大陆在发展进行中的
人口红利政策，还有农业、养殖渔业都会有
良好的布局点。

台湾资深媒体人、两岸青年影视文化论
坛执委会秘书长李宗衡表示，根据规划，粤

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经济和产业合作的阵
地，还是一个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走向世
界的前沿。这对两岸青年影视文化论坛来说
是绝佳的发展机会。他目前已与广州相关方
面接触，两岸青年影视文化论坛或在广州落
地，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东风，壮大两岸
四地影视界合作发展，用优秀的影视作品传
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深圳众行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人、台湾青年钟卓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 的出台，势必将会形成集聚效
应，会吸引更多高端专业人才和优质的企业
进入到湾区来。同时，随着 《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 的出台，各行业各领域的扶
持政策等将变得更为具体精准，“这些都是大
湾区将带给我们的助力。”

湾区崛起湾区崛起 台湾不应做旁观者台湾不应做旁观者
本报记者 王 平

澳门业界联手打击非法导游
俞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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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珠江口两岸的又一座大桥——南沙大桥 （虎门二桥项目） 不久前开通。
（资料图片）

本报广州5月 7日电 （记者贺
林平）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超大型水
利工程——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
工程 6 日全面开工建设，工程总投
资约 354 亿元，将引西江优质水
源，经广州、东莞，输送到珠江口
东岸，从而大大缓解深莞等粤港澳
大湾区东部城市缺水问题和东江水
资源不堪重负的局面。

此项工程西起西江干流佛山顺
德江段鲤鱼洲，经广州南沙区新建
的高新沙水库，向东至东莞市松
木山水库、深圳市罗田水库、公明
水库，输水线路总长度 113.2 公里。
工程设计多年平均引水量为17.87亿

立方米，多年平均供水量为17.08亿
立方米，惠及受水区人口近 3000
万，满足沿线城市2030年之前的用
水需求。

据了解，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
置 工 程 由 一 条 干 线 、 两 条 分 干
线、一条支线、三座泵站和一座
新建调蓄水库组成，由广东粤海
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其与广
州、深圳、东莞三地市政府指定
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共同组建
项目公司——广东粤海珠三角供
水有限公司，负责珠江三角洲水
资源配置工程的融资、建设、运
营及管理。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超大水利工程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开工

本报香港5月 7日电 （记者陈
然）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红
与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陈肇始 7 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签
署药物监管及中药标本馆的相关合
作协议，以加强内地与香港在药
物、医疗仪器和中药监管等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保障两地市民健康。

陈肇始在签署仪式上表示，透
过签署 《关于药品监管领域的合作
协议》，特区政府将与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共同推动大湾区建设，例如
引进本地和跨国药企，以香港为基

地申请新药注册和引入医疗仪器，
并到大湾区发展，同时惠及两地有
需要的病人。

陈肇始建议香港与内地加强中
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她说，特区
政府正积极筹备永久的政府中药检
测中心，其中会设立中药标本馆，
收集中药材及其原动植物标本，并
开放予公众、业界及国际科研机构
使用；签署 《关于中药标本馆建
设、研究与管理的合作协议》 后，
香港与内地将制定有系统的标本收
集计划，完善彼此馆藏。

内地与香港签署药物监管合作协议

5 月 7 日，台湾
抗日志士亲属协进
会一行在安徽省合
肥市子木园抗战馆
参访，观看抗战图
片以及烈士们使用
过的武器、生活物
品等，了解先辈抗
日的英雄事迹和两
岸共同抗战的历史。

葛宜年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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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 7日电 （记者常
钦） 近年来，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
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态势持续向
好。据统计，2012—2018 年，台农
台商在大陆投资农林牧渔业新增企
业 998 家，新增投资金额超过 5.52
亿 美 元 ； 两 岸 农 产 品 贸 易 额 从
23.14 亿美元增长到 37.73 亿美元。
这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海峡两岸农
业交流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
获悉的。

据了解，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
会是两岸农业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
带。近年来协会以对台农业合作园

区为抓手，持续推动两岸农业合作
交流的领域扩展、规模扩大、层次
提升。目前，全国 14 个省 （区、
市） 共建立了 29 个台湾农民创业
园，有效承接了台湾农业产业转
移。2018 年，协会以“一园一品”
为目标，组织线上线下联合推介，9
个台湾农民创业园60多种规格产品
在生鲜电商新上线，销售额超过
620万元。

协会还广泛组织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交流互访、农产品展示展销等
活动，助推两岸农业界交流往来与
经贸合作。

两岸农业交流合作渐入佳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