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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区位优势

自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 2019 年发布之日起，将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论坛与
会者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科
技方面拥有深厚潜力和突出优势。

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
高、经济活力和创新活力最强的区
域之一，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开
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强大的创新集
聚效应。他呼吁，粤港澳携手推进
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
科 技 人 才 一 体 发 展 和 对 外 开 放
合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
学校长薛其坤说，自 2021 年创办
以来，大湾区科学论坛汇聚全球知
名专家学者、企业家，组织了一系
列专题论坛和特色活动。要充分利
用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开放格局，
进一步推动跨学科、跨领域、跨境
的科研协作与人才培养，为大湾区
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建

设成果日益显现，打造出科创“硬
实力”。根据 《2024 年全球创新指
数 （GII） 报告》 先期报告显示，
全球十大科技创新集群榜上有 7 个
在亚洲，中国深圳—香港—广州城
市群连续 5年蝉联全球第二。

聚焦前沿科技

2024 大湾区科学论坛围绕新
质生产力、开放科学、碳中和、人
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科学话题
和领域设置 14 场分论坛和 5 场特色
活动，为大湾区及全球多个前沿领
域的科技创新提供新思路。

围绕“低空经济”这一热点话
题，论坛分别在广州、深圳两地安排
了“低空经济发展战略分论坛”和

“电动航空智能制造分论坛”。“下个
经济增长点，我认为是低空经济。”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香港工
程科学院院士倪明选受访时表示，
发展低空经济可以解决交通拥堵问
题，技术目前正逐步走向成熟。

当前，大湾区正不遗余力发展
低空经济。前不久发布的《广东省推
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6 年）》提出，到 2026 年，
全省通用飞机飞行达到 15 万小时，

无人机飞行达到 350 万小时，城市
空中交通、低空物流、全空间无人体
系等试点示范取得积极进展。

在广州南沙举办的人工智能高
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工程院院士、外籍院士和专家，以
及鹏城实验室、百度、科大讯飞、
腾讯、智谱华章等企业的优秀代表
汇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与前沿
技术”“人工智能与创新生态”“人
工智能与产业赋能”等方面，探讨
交流人工智能的新技术和新趋势。
数据显示，大湾区目前已经拥有超
过 2200 家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
产业规模超过 3000 亿元。

在“中国科学院、广东省科技成
果对接会”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型储能与新能源、空天海洋与农业、
生物医药与健康、高端装备与智能
制造、新材料等六大领域共 240 余
项科技成果集体亮相，为优质科技
项目落地广东搭建高效平台。

倡导国际合作

倡导国际开放合作，是大湾区
科学论坛的一大特点。本届论坛邀
请了 24 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会，
通过科技开放合作、共建共享，助

力大湾区加快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让论坛

“国际范儿”十足。
一些分论坛主题即定位于国际

合作。大科学计划与国际合作分论
坛在广州国际生物岛举办。论坛以
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
为牵引，围绕国际数据共享、生物
样本跨境、技术转移等国际合作热
点问题，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西
班牙、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开
展交流研讨。

“ 国 际 组 织 与 湾 区 对 话 分 论
坛”在香港举行，探索粤港澳大湾
区与世界知名湾区的科技交流对话
机制，探索国际科技合作赋能人类
发展新途径。

在中韩氢能源产业科技创新与
转化合作论坛上，韩国创新企业与
中国的氢能领域专家、投资机构以
及 技 术 企 业 进 行 充 分 的 交 流 与
对接。

大湾区科学论坛主席、中国科
学院院士白春礼表示，希望通过大
湾区科学论坛这个平台，能够进一
步激发区域内外科学人才的互动交
流，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环
境，共同探索国际科学前沿的最新
进展、推动国际科技共同体建设。

2024 大湾区科学论坛举办——

让科技为湾区建设加注强劲动能
本报记者  王  平

以“开放科学 勇立潮头”为主题的2024大湾区科学论坛近日举办，吸引全球超过100位院
士与数千名专家、业界代表参会，共同探讨科学前沿热点问题，共议将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打造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本届论坛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粤港澳三地同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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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椰风阵阵。第十二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
大联欢活动近日在三亚举行。身着
不同民族服饰的年轻人夹道欢迎天
南海北的来客。在喧腾的乐声中，各
族同胞载歌载舞，交换礼物，结识朋
友，在大联欢、大团圆中留下难忘
回忆。

“在赛事之外，能有这样盛大
的民族大联欢活动，让我们看到

56 个民族各自的文化，并且能有
机会互相交流认识，是非常棒的体
验。”澳门代表团表演项目运动员
黄梓轩说。他之前只在课本上了解
过 56 个民族，如今亲眼看到，非
常震撼。作为澳门大学一名传统文
化艺术领域的教师，他拍了许多照
片，打算回去和同学们分享。

在民族大联欢上，黄梓轩接受
运动会组委会邀请，献唱 《爱我中

华》，并且和天津、河南等代表团
合影留念，还和浙江代表团队员互
相交换了礼物、留下联系方式 。

“他们送了我一个‘吉贝’吉祥
物，我回赠了一个澳门的标志性徽
章，还邀请他们到澳门玩。”他说。

行走在身着各民族服饰的人群
之间，澳门代表团团部官员李沛荣一
直感叹：“这么多民族服装，好厉害！”
他说，运动会是大家一次相互了解的
绝佳机会，队员们与很多代表团都在
赛事期间展开了亲密友好的交流。

一进入会场，香港代表团就被
各民族舞者的热情所感染。看到手
拿酒坛、伴随音乐欢乐舞动的黎族
表演者，他们纷纷拿起手机拍照。双
方不约而同地要求合影留念，脸上
笑容洋溢。一些香港队员还好奇地
从黎族表演者手中拿过酒坛询问。

对于香港代表团龙舟运动员陆
文豪来说，这场运动会开启了他很
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来海南
感受“天涯海角”的浪漫，第一次
亲眼看到 56 个民族的特色文化，
第一次经历两万人为自己鼓掌，第

一次看火炬点燃的浪漫，第一次认
识一些朋友……

陆文豪的联系人列表里又增加
了许多新朋友。

“这次经历对我而言真的很难
忘，大家都非常热情，让我感受到
一种团结、一种力量，真的有很多
温暖的细节。”他说。

在“天涯海角星”纪念雕塑附
近，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表演者身
着特色民族服饰，手拉手围成一个
圆，在 《我们都是一家人》 的歌声
中，为观众献上热情舞蹈。不少代
表团成员进入圆圈中，用手机将这
份欢乐与温馨定格。

“欢迎你们来阿里山。”“也欢
迎你们来云南。”台湾少数民族代
表团表演项目领队江惠慈和云南代
表团龙舟教练李吉欣在大联欢现场
收到了来自彼此的礼物。

江惠慈及团队成员把这次运动
会经历做成了视频。视频中，他们
与其他参赛队伍合影留念、互道

“加油”，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友
谊，一个微笑就够了；微笑来不及
的话，一个眼神也可以。”

“ 一 来 到 这 里 就 像 老 友 见 面
会。”李吉欣说。

“我们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大
家真的就是一家人。”江惠慈说。

（新 华 社 三 亚 电  记 者 马 思
嘉、严钰景）

天涯海角，港澳台同胞共享民族大联欢

近日，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展览馆举办“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暨艺脉相承·梦想启航大型书画作品展”，助力
香港与内地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合作。本次展览以粤港澳大湾区多所
大学的大学生作品为主，向观众展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图为展览
现场。 中新社记者  陈永诺摄  

本报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者汪
灵犀） 日前，台陆委会对岛内旅游业
界到台“观光署”抗议陈情回应称

“两岸观光交流阻碍在陆方”，针对国
台办呼吁解除“禁团令”称“陆方并
无开放陆客来台观光的诚意”。对
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近日应
询指出，台陆委会的说法罔顾事实、
倒打一耙，企图混淆视听、甩锅卸
责，不得人心，无助于两岸旅游恢复
正常化。

陈斌华表示，2020 年以来，民
进党当局以新冠疫情为借口，禁止大
陆居民赴台，叫停岛内旅行社经营赴
大陆团队游业务。早在 2023 年 5 月，大
陆就已宣布恢复台湾居民来大陆团队
游业务，今年 4 月、8 月先后对大陆居

民赴马祖、金门旅游和赴岛内团队游
作出安排。但民进党当局时至今日仍
然罔顾台湾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
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无视台湾旅游
业界和基层民众的呼声诉求，拒不解
除“禁团令”，对台湾旅游业界提出的
平潭到台湾包船申请迟迟不回应，对
全面恢复两岸客运直航航点航班的呼
吁也不予正面回应，甚至将台湾居民
来大陆旅游警示调升至“橙色”。事实
再清楚不过，两岸旅游问题的症结和
障碍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他还表示，我愿再次强调，只要
民进党当局取消“禁团令”，撤除限
制两岸人员交流往来的各种障碍，我
们 将 积 极 研 究 扩 大 大 陆 居 民 赴 台
旅游。

本报珠海 12 月 2 日电 （记者贺
林平） 今天 13 时 11 分，澳门轻轨横
琴线首班车从横琴线莲花站开出，标
志着轻轨横琴线正式通车运行。

列车从莲花站出发经过十字门水
道的河底隧道，到达位于横琴口岸澳
门口岸区的横琴站。乘客出站后可步
行前往横琴口岸的离境大堂。

横 琴 线 全 长 约 2.2 公 里 ， 设 有
莲花站和横琴站两个车站，全程行
车 时 间 约 2 分 钟 ， 班 次 约 6 分 钟
一班。

横琴线通车后，为市民和旅客进
出横琴口岸提供另一便捷、高效的交
通新选择，助力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一小时生活圈。

国台办：

两岸旅游问题的症结和障碍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澳门轻轨横琴线正式通车运行

近日，为确保供港蔬菜市场供应，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组织工人加
快采收蔬菜。图为在当地生态农场的“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工人们正在加紧采收。 杨正华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深圳/香港 12 月 1 日电
（记者梁希之、王昕怡） 深圳市居民
赴港“一签多行”新政 12 月 1 日起正
式启动。

从当天起，深圳市户籍居民和居
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前往香港旅
游的“一签多行”签注，即在 1 年内可
不限次数往来香港地区，每次在香港
逗留不超过 7天。

业界人士认为，这一新政有助于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融合交流，为区域
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活力。

1 日上午，记者来到离深圳湾口
岸不远的一处智能签注服务点，看到
陆续有民众前来办理签注业务。深圳
市民张先生和妻子使用自助服务机提
交办理“一签多行”签注申请，插入港
澳通行证后勾选“一签多行”选项并扫
码缴费，数分钟内便完成了所有流程。

张先生得知可以办理赴港“一签
多行”签注的消息后，决定第一时间前
来体验。“我俩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香
港逛街购物，以前一周只能去一次，以
后过去就更方便了。”

接受采访的深圳市民普遍对新政
表示欢迎。居民周女士说以前主要是
工作需要才去香港，“一签多行”出台

以后，她准备近期就去申领新的赴港
签注。

“中央赠港大熊猫本月计划同公
众见面了，想趁着‘一签多行’带家人、
孩子多去转转，很方便。”周女士说。

香港旅游、消费业界普遍看好“一
签多行”新政实施带来的“红利”。香港
特区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认为，“一签多
行”新安排尤其适合年轻且具有一定
消费能力的群体，他们更倾向于灵活
自主地规划旅行计划。他建议进一步
挖掘市场潜力，针对这部分人群开发
更多特色项目，从而分散客流，促进深
度游发展。

从明年 1 月 1 日起，珠海市户籍居
民也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一周
一行”签注。线上旅游平台携程数据显
示，香港、澳门均位列今年内地居民出
境旅游热门目的地前十名。

香港中国旅行社总经理陈瑞东
说，正值圣诞、新年假期临近之际推出
这项政策，无疑将极大促进内地特别
是深圳旅客访港的热情。“人气旺对于
香港的旅游、餐饮、零售、酒店、运输等
行业将会是直观的利好，配合交通网
的布局和升级，将进一步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建设。”

深圳居民赴港“一签多行”新政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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