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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联通”日渐完善

近日，国家重大工程黄茅海跨
海通道正式通车，粤港澳大湾区跨
江 跨 海 交 通 网 络 再 添 “ 关 键 一
横”。“这将加速大湾区城市群的高
效互联互通，促进大湾区经济一体
化进程，助力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综
合交通枢纽。”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厅长林飞鸣说。

粤港澳大湾区有超过 8000 万
人口、经济总量突破 14 万亿元，繁
荣的经济带来生产要素流通的旺盛
需求。日渐完善的大湾区交通基础
设施“硬联通”，为湾区一体化发展
和区域协调发展畅通了“大动脉”。

今年 6 月底通车的深中通道，
让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深莞惠”与

“珠中江”两大城市群实现了跨海
直连。自开通以来，深中通道车流
量始终保持高位运行，通车 118 天
车流量即突破 1000 万车次，成为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融 合 发 展 的 重 要
纽带。

不仅仅是日益壮大的跨海跨江
通道群，“轨道上的大湾区”也在
持续加快建设。今年 5 月，粤港澳
大湾区最长城际铁路贯通，形成了
一条全长 258 公里的交通大动脉，
自东向西连接了惠州、东莞、广
州、佛山、肇庆。“旅客搭乘城际
铁路与地铁一样便捷，实现随到随
走，无需提前购票，出行时间更加
灵活。”广东城际铁路运营有限公
司车服中心主任工程师张巧说。

今年 6 月 15 日起，广州东站至
香港西九龙站高铁列车由每日 20
列增至 26 列，深圳北站至香港西
九龙站高铁列车由每日 146 列增至
159 列，福田站至香港西九龙站高
铁 列 车 由 每 日 97 列 增 至 106 列 。

“现在出行，车票基本上是随到随
买。”在南沙粤港澳 （国际） 青年
创新工场创业的香港青年孙涛说。

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世界
级机场群也在加速成型。目前粤港
澳大湾区已有 7 座运输机场，航线
四通八达。今年 11 月 28 日，香港
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正式启用，机
场整体运力将增加 50%，每年可处
理 1.2 亿人次客运量和 1000 万吨货
运量。

“三跑道系统启用，将在进一
步增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竞争力的
同时，让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联通国
际的能力如虎添翼。”香港机场管
理局署理行政总裁张李佳蕙说。

一座座跨江跨海大桥凌空飞
架，一列列城轨高铁飞速奔驰，一
架架飞机在蓝天穿梭……粤港澳大
湾区“硬联通”正向着更深层次的
融通前进，呈现出车畅、人兴、财
旺的新气象。

“软联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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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才跨境往来、车辆跨境通
行、数据跨境流通到政务服务跨境
合作，从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
领域到跨境金融、合作查验等专业
领域……今年以来，粤港澳三地持
续扩大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覆盖
面 ， 推 动 资 源 要 素 更 加 便 捷 地
流动。

在金融领域，“债券通”升级、
“跨境理财通”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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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批“湾区标准”清单于今年 2 月公
布，累计覆盖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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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进入全面实
施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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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企业商事登记实现

“一网通办”；在民生领域，广东省
于今年 9 月公布粤港澳大湾区“港
澳药械通”第三批指定医疗机构名
单 ， 新 增 25 家 指 定 医 院 ， 实 现

“港澳药械通”大湾区内地 9 个地
市全覆盖……

今年 3 月 1 日零时起，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实施分线管理
封关运行，人员进出更加便利 ，
物流资金流更加高效。如今，往
来琴澳人员在横琴口岸最快 20 秒
就可完成通关，多功能自由贸易
账户已开立 170 多个。经“一线”
横琴口岸从澳门进入合作区的货
物免保税政策进一步拓展，已有
约 100 家企事业单位获免税进口
主体资格，涉及科技研发与高端
制造业、文旅会展商贸业等多个
重点产业。

“最近刚完成一宗涉及澳门投
资者餐厅的劳务纠纷案件代理，案
子在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
法院一审，并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来自澳门的首批大湾区
律师谭晓红已在广州南沙执业两年
多，成为大湾区律师后，业务更
忙了。

像谭晓红这样取得内地执业资
格的港澳专业人士超过 3000 名，
越来越多港澳青年选择逐梦大湾
区。今年 10 月，香港特区政府与
商务部共同签署协议，在金融、电
信、建筑、旅游等领域，进一步降
低或取消对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准入
门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说，这意味着更多香港专业人士可
在内地取得执业资格，更多优质的
香港服务可提供给内地市场，为国
家发展贡献力量。

“心联通”人文相亲

随着软硬联通不断拓展，大湾
区不仅已形成“1 小时生活圈”，
更构筑了“优质生活圈”。“说走就
走”的跨境旅行，丰富多元的文艺
演出、餐饮美食、展览潮玩，高品
质的社区、医疗和教育，都成了大
湾区人生活中触手可及的选项，湾

区居民“心联通”不断加强。
“一天转了 3 座城市、打卡 2 座

超 级 工 程 ， 通 关 很 快 ， 感 觉 很
棒！”近日，香港市民黎先生一大
早驾着香港单牌车，带上全家经港
珠澳大桥到珠海喝早茶，中午到中
山参观游览，晚上走深中通道到深
圳吃晚饭，再返回香港，体验了一
趟粤港澳大湾区“一日游”。

随 着 “ 港 车 北 上 ”“ 澳 车 北
上”等政策落地实施，内地赴港澳

“个人游”城市的持续扩容及深圳
居民赴港“一签多行”新政启动，
大湾区掀起“双向奔赴”跨境消费
热潮。不仅是美食和购物，各类演
唱会、歌剧、参观博物馆……越来
越多大湾区居民享受高品质的文化
之旅。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香港
市民“北上”深圳数量达 4466 万
人次。以全香港 750 万人计算，平
均每人约 6 次，相当于每人每月一
次。与此同时，今年前三季度，超
过 2523 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逾
1823 万人次内地旅客到访澳门。

90 后澳门姑娘黄茵在横琴创
办了一家公司，并在澳门新街坊买

房定居，“在横琴我找到了家的感
觉。”她说。

澳门新街坊是横琴首个为澳门
居民打造的综合民生工程，目前已
有 500 多户居民入住。澳门政务 24
小时自助服务中心内，新款遥距服
务柜台、自助办证机、自助领证机
等设备一应俱全，居民可以“跨境
办证、通办通取”；社区卫生站按
澳门模式建设，由澳门工作人员运
营；澳门街坊总会进驻，组织澳门
社工为“新街坊长者中心”的老人
举办活动、兴趣班，还组织上门探
访、社区办事等，累计服务 3 万多
人次；今年 9 月，濠江中学附属横
琴学校开学，将提供从幼儿园至高
中的“一条龙”教育服务……“各
项服务不只是趋同于澳门，甚至超
越澳门了！”黄茵感慨道。

风劲帆满，蓄力腾飞。粤港澳
大湾区这片 5.6 万平方公里的热土，
不断绽放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
界级城市群的无限魅力。基础设施

“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
湾区居民“心联通”，粤港澳大湾
区高质量发展成色越来越足，正迸
发出勃勃生机。

这一年，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不断加速——

奋楫扬帆，潮涌湾区天地宽
本报记者  汪灵犀

从近百米高的深中通道悬索桥上空俯瞰，碧海蓝天之间，长桥如龙蜿蜒，连通珠江两岸。随着
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今年相继建成通车，日渐完善的“硬联通”不断为粤港澳大湾区赋能；

“港澳药械通”“湾区社保通”“跨境理财通”以及政务服务“跨境通办”等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加
速推进的“软联通”让大湾区各类要素更便捷流动；“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一签多行”等政策
的落地实施，促进大湾区跨境消费热潮持续升温，湾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今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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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车辆行驶在深中通道上图为车辆行驶在深中通道上。。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毛思倩摄摄

图①：12月2日，澳门轻轨横琴线正式通车运行。图为乘客
乘坐澳门轻轨首班车前往横琴站。 张金加摄 （新华社发）  

图②：11月24日，2024粤港澳公路自行车赛暨第十五届全
国运动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举行，比赛跨越粤港澳三地，途经
港珠澳大桥。图为参赛选手冲过终点。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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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刘刚、
李寒芳） 2024 南国书香节“粤澳
共读周”近日在澳门街坊会联合
总会社区服务大楼开幕，为读者
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出版
成果。

本次活动由澳门中联办宣传文
化部、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广东
省出版集团、澳门文教出版协会等
主办。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董事长蒋鸣
涛致辞表示，希望通过“粤澳共读
周”搭建好文化交流平台，以“粤
澳共读”加强出版合作，促进文化
共融、民心相通。

澳门自 2016 年首次参加“南
国书香节”，每年持续推动澳门出
版物走入内地。从 2021 年起，广
东在澳门设立“南国书香节·澳门
分会场”，让内地图书更好地走进
澳门社区和校园。

澳门文教出版协会会长林发

钦表示，未来澳门将以书展为平
台、图书为载体、阅读为行动 ，
持续以出版业推动文化基地建设，
探索开辟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
路径。

活动中举行了“粤港澳大湾区
出版合作成果发布会”，发布由多
家出版社合作、并以繁体字和简体
字在粤港澳三地出版发行的多种
图书。

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出版资
源整合和文化交流，“粤港澳大湾
区出版合作共同体”在活动上正式
成立。这一共同体由广东教育出版
社、澳门文化公所、澳门启元出版
社、中华书局 （香港） 作为发起单
位，将持续邀请粤港澳三地的出版
机构携手共建，让更多读者能够接
触到大湾区的优秀图书。

澳门文化、教育、出版等各界
人士近百人出席了活动，主办单位
向多家社团和学校赠送了图书。

本报香港 12 月 29 日电 （记者
冯学知） 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的“美丽河北”——河北文旅专
场推介会 28 日在香港举办。推介
会通过沉浸式推介、文艺演出、非
遗展示、图片展览等方式，集中展
示河北特色旅游资源和优秀传统
文化。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
苏清栋致辞表示，香港与河北长期
以来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保
持密切合作。此次推介会不仅提供
了宣传河北文化魅力的绝佳平台，
更为两地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创造
新机遇。

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常
斌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同为重大国家战略，希

望冀港两地能够建立重大战略对接
机制，全面加强文化旅游、传媒影
视、医疗卫生、科技创新等领域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推介会上，4 家冀港旅行商举
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同日，“河北
文旅（香港）推广中心”正式揭牌。

本次推介会是“美丽河北——
香港河北文旅周”系列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旨在促进冀港两地文化
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河北文旅品
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香
港民众来河北旅游休闲。除文旅专
场推介会外，“香港河北文旅周”
还将走进香港社区和商圈举行推介
活动，举办河北名家名段演唱会，
让更多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河北
魅力。

据新华社长沙电 （记者谢樱）
第三届湖南大学与台湾大学“书
院与中国传统文化研讨周”开幕
式及师生学术论坛近日在湖南大
学岳麓书院举行。来自湖南大学
和台湾大学的 30 余名师生进行分
组专题讨论，分享对中国历史和
思想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进学
术情谊。

研讨周由湖南省海峡两岸交流
促进会、湖南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
室指导，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台湾
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本届研讨周
从 24 日至 30 日，包括 5 场移动文
化课堂、2 场师生学术论坛、3 场
专题讲座、1 场历史文化资源考察
等活动。

论坛开始前，两校师生肃立于
岳麓书院文庙大成殿前，拜谒至圣
先 师 孔 子 ， 齐 诵 《岳 麓 书 院 学
规》。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李贤中
说，两校的学术交流活动具有重要
意义。在岳麓书院，能够将书本上
或大家脑海中的儒家思想及传统文
化具象化、生活化。特别是论坛开
始前恭谒圣贤、齐诵学规的环节，
充分体现出岳麓书院尊师重道、注
重文脉传承和人才培育的传统，值
得继续发扬光大。

在学生发言环节，岳麓书院
历史学系学生邢顺谈到 ，“书院
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活动主题
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大家在朱
熹、张栻曾经讲学论道的地方 ，
进行思想上的对话和切磋，能触
碰 到 新 的 思 想 空 间 ， 有 很 多 新
收获。

“在学术交流研讨的基础上，
在浸润于长沙这座深厚历史底蕴
与 时 代 气 息 交 织 的 城 市 的 过 程
中，我产生了情感共鸣 。”台湾
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苏嫈雱说，期
待 两 校 的 同 学 在 论 坛 中 彼 此 启
发，为各自的学术研究注入新的
思路与灵感，缔结更深刻、友好
的情谊。

据项目负责人、湖南大学岳麓
书 院 党 委 副 书 记 谢 丰 介 绍 ， 自
2022 年 10 月开始，“书院与中国传
统文化研讨周”紧密结合两校的深
厚文化资源及优秀师资力量，借鉴
古代书院讲学和研讨的理念、方
法，以书院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为
纽带，以青年学生为参与主体，以
学术专题论坛、专家主题讲座为重
点，组织开展系列活动。3 届活动
吸引了百余位湖南大学和台湾大学
师生参与。

2024 南 国 书 香 节“ 粤 澳 共 读 周 ”开 幕

“美丽河北”——河北文旅专场推介会在港举行

湘台师生岳麓书院共论“书院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二届“艺文香港”国际博览会近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其
中，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巨幅齐白石作品的“天趣画境——齐白石沉
浸式数字光影艺术展”，令市民游客享受视觉“饕餮盛宴”。图为小
朋友在互动区“作画”后“融入”大屏幕上的齐白石画作。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数 字 化 齐 白 石 画 作 亮 相 香 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