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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 6 月 19 日电（记者肖文峰、周
强、马晓澄、周颖）俯瞰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市南沙
区位于其地理几何中心。自 1993 年 5 月广州南
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以来，经过近 30 年发展，
南沙已发展成为区域功能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深圳前
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是大湾区引领带动粤港澳
全面合作的三大重要平台。近日，国务院印发《广
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
案》，广州南沙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徐徐起势 科创引领

　　 5 月 27 日，人工智能公司云从科技在上交
所上市，这是广州南沙本土培育的首家科创板企
业。依靠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公司发展迅速，研发
了 100 余项自主可控的全链 AI 技术。
　　云从科技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正
是大湾区加快建设的生动注脚。2021 年，粤港澳
大湾区经济总量约 12.6 万亿元人民币，比 2017
年增长约 2.4 万亿元人民币；进入世界 500 强企
业 25 家，比 2017 年增加 8 家；广东省现有高新
技术企业超 6 万家，其中绝大部分都在粤港澳大
湾区，比 2017 年净增加了 2 万多家。
　　广州南沙是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之一。随着
大湾区的建设，广州南沙步入快速发展期。《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打造广州南沙粤港
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共建创新发展示范区。
　　规划目标正在变成现实。全区已集聚 400
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其中的广州宸境科技有限公
司致力于空间智能开发。“选择在南沙创业正是看
中了当地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形成的产学研集聚优
势。”公司联合创始人曹田甜说。
　　基础科研是南沙区和大湾区发展中的短板。
近年来，随着众多高端科研机构的聚集，南沙开始
成为大湾区突破基础科研瓶颈的重要支撑。从基
础科学到前沿科技，从庆盛科技创新产业基地到
规划 99 平方公里的南沙科学城，一批大院、大
所、大科学装置已进驻。
　　中科院明珠科学园首期工程即将收官；历时
3 年建设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将于今年 9 月招
生；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已
汇聚 16 个院士团队……
　　“南沙的科创已经起势，展现出强劲的后发优
势。”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符正平说，
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就是此次总体方案提
出的五大重要任务之一。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广深港、广珠澳科技
创新走廊为依托，加快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南沙
处于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人字形”走廊交汇
点，是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
　　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院长高民 2007
年来到南沙，当时一片荒芜的南沙如今已耸立起
栋栋孵化器、创新工场。“随着国际化人才特区加
快建设，高层次人才纷至沓来。过去很多人要送
小孩到中心城区上学，现在南沙引入了优质教育、
医疗资源，解决了人才的后顾之忧。”他说。

　　科创蓄力推动南沙经济实现高质量快速跃
进。“十三五”期间，南沙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5
年的 1063.23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846.11
亿元，年均增速 9.6% 以上。面对近年外部挑
战和新冠疫情冲击，南沙依然取得不俗成绩。
立足新发展阶段，南沙出台政策力求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等“四链”深度融合，推动
创新发展迈出新步伐。

通江达海 牵手世界

　　 6 月 1 日，以航天产品研发为主业的中科
宇航探索技术有限公司正式迁入广州南沙。选
址南沙的考量，除了当地发力深空产业的政策
支持，还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火箭在南沙
产业基地生产出厂后，无论是走海运发往海南
发射场，还是执行海上发射任务，都能大大提高
火箭产品的运输效能。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广州城市发展，以珠
江为轴带，一路“东进”“南拓”。2005 年 4 月设
立南沙区，广州从滨江迈向滨海，由江入海开启
城市发展新格局。作为全市唯一出海通道，南
沙成为连接珠三角城市群的重要枢纽性节点。
　　南沙距香港 38 海里、澳门 41 海里，方圆
100 公里内汇聚了粤港澳大湾区全部 11 座城
市以及广州机场、深圳机场、香港机场等繁忙的
国际空港。地理几何中心代表了城市的先天禀
赋，但需要不断完善航运、空运、铁路、地铁等基
础设施，才能让南沙转变为交通中心，进而成长
为功能中心。
　　大湾区建设以来，南沙加速构建粤港澳大
湾区“半小时交通圈”。广州地铁 18 号线首通
段开通运营，南沙大桥、明珠湾大桥通车，从庆
盛站乘高铁，35 分钟可直达香港西九龙。随着

将来深中通道南沙支线、狮子洋通道、广中珠澳
高铁等建成通车，广州南沙协同港澳共建高水
平开放门户的基础将更加坚实。
　　南沙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2021
年，南沙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1766 万标准箱，
开辟了 135 条外贸航线。在基于北斗导航而
建的南沙港四期全自动化码头，几乎看不到工
人忙碌，只有自动运行的机械。
　　广州港集团副总经理宋小明说，去年底南
沙港铁路开通，打通了海铁公联运“最后一公
里”，中欧班列逐步增多，大大提高南沙“链”接
全球的能力。
　　买全球、卖全球——— 通联内外的开放门户
让南沙成长为跨境电商发展高地。目前累计有
约 600 家企业在南沙备案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今年 1 月至 5 月，跨境电商进出口值约 150 亿
元，同比增长约 87%。
　　货畅其流，人畅其行。在国际经贸舞台上，
南沙显示度不断提升，一个新的国际交往平台
正在搭建。大湾区科学论坛永久会址正在筹
建，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连续举办。南
沙将进一步融入区域和世界经济，构筑大湾区
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

改革攻坚 试验示范

　　从事贸易行业的于崇刚曾是南沙口岸大厦的
常客，大厦里分布着多个政务部门，办手续、跑流
程，从前的来回奔波让他对这座大楼印象深刻。

“现在随着数字政务改革落地，智慧海关配套齐
全，线上办理业务方便快捷。有一天我路过这座
大楼，突然意识到已经 3 年多没进去过了。”他说。
　　自挂牌以来，南沙自贸片区累计形成了
789 项改革创新成果，多项举措在国家和省市

层面复制推广。从国家级新区到自贸试验区，
从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到立足湾区、协同港
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南沙在国家发
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在变化中提升，不变的是
南沙区持续的改革试验。
　　近年来，南沙以深化制度型开放为牵引，探
索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今年 4
月，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迎来成立一
周年。“咨委会成立后，南沙与香港的合作变得
更加紧密。”咨委会香港工作站主任廖霭仪说。
　　建设全球溯源中心和全球优品分拨中心，
社会投资类建设项目“交地即开工”，创立港澳
专业人才在内地申请职称评价标准体系……瞄
准国际最高标准，今年 5 月，南沙营商环境创
新试点再出发，旨在打造标杆“试验田”。
　　在无人驾驶领域，小马智行的快速发展离不
开南沙区的敢闯敢试。公司副总裁莫璐怡说：

“南沙在全国率先发布智能网联汽车道路路测政
策，全域开放公开道路测试区，率先发放面向自
动驾驶的货运许可，需要勇气和魄力。否则，我
们就难以发展成为自动驾驶独角兽企业。”
　　金融改革是改革攻坚的硬骨头。在上级支
持下，南沙稳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去年
2 月，广州期货交易所落地南沙，境外机构首次
获准入股内地期货交易所。今年 5 月，南沙新
区片区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内投资
试点落地，被业内誉为“最宽松”试点。
　　江海交汇春潮涌，更多的改革举措将在南
沙试行。
　　“湾区有大未来，南沙有大机遇。”广州市委
常委、南沙区委书记卢一先说，“新定位、新使命
对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只要坚持在更高
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南沙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定会越走越宽广。”

为 大 湾 区 再 注 新 动 能

广州南沙：从地理几何中心走向区域功能中心 新华社记者

　　从科学规划到
全面稳步实施，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宏伟蓝图，正一步
步化为生动现实。
自《粤港澳大湾区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9 年 2 月正式
公布以来，大湾区
经济总量从 2018
年的 10 万亿余元
增 至 2 0 2 1 年 约
12.6 万亿元，综合
实力显著增强，协
同创新加快推进，
互联互通取得新突
破，粤港澳三地民
众获得感更加充
实，不断向着国际
一流湾区和世界级
城市群的目标踏浪
前行。
　　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是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
的重大国家战略，
是进一步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有
力举措，也是保持
香港、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和丰富“一
国两制”实践的重
大创举。作为中国
开放程度最高、经
济活力最强的区域
之一，大湾区面积
约 5 . 6 万 平 方 公
里，常住人口逾 8000 万，区位优势明
显，创新要素集聚，合作基础良好，在
国家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一
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
货币”之下的大湾区建设，开世界未有
之先例，重大机遇前所未有，大有
可为。
　　近年来，在粤港澳三地和有关部
门积极作为、有力有序推动下，大湾区
建设热潮澎湃，在协同创新、产业协
作、民生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
大合作平台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建
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
效，为港澳发展拓展新空间、注入新动
能，不断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新内涵，
彰显“一国两制”生机活力。
　　基础设施“硬联通”加速推进。曾
经“蕉林绿野，农庄寥落”的横琴岛，如
今大道纵横；曾经荒野滩涂的前海，如
今满眼繁华。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
桥通车、莲塘/香园围口岸启用，深中
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珠三
角“1 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粤港
澳大湾区不断加快“硬联通”，如今，覆
盖 11 个城市的立体交通网络正越织
越密。
　　制度机制“软联通”不断优化。“湾
区通”工程持续推进，“制度之异”正变
为“制度之利”。体现规则深度衔接的
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亮相，横琴加快
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
系，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有序推进，职业
资格认可、标准衔接范围持续拓展，推
动制定首批“湾区标准”清单……大湾
区内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不断深化，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形成。
　　交往交融“心联通”日益紧密。随
着系列便利措施接连出台，越来越多
港澳青年来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学习、
就业、生活。目前，在粤纳入就业登记
管理的港澳居民超过 8.51 万人。截
至 2021 年底，港澳居民在粤参加养
老、失业、工伤保险累计达 27.92 万人
次。正如许多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
发展的港澳青年所言，“大家都是湾区
人”。广泛交往、携手打拼、共创未来，
让湾区民众更加了解彼此，“心更相
通”。
　　潮涌大湾区，风劲好扬帆。当前，
大湾区建设继续稳步向前，更显机遇
难能可贵。“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高
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支持港澳巩
固提升竞争优势，为港澳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注入强劲信心、提供广阔机遇。
　　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
年。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
期，凝心聚力谋发展、加快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已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势将
推动香港更积极投入大湾区建设。我
们相信，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
之利，粤港澳三地把握机遇、勇于探
索、携手努力，定能打造高质量发展的
典范，不断将大湾区建设推向新高地。
     新华社深圳 6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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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深圳/香港电（记者赵瑞希、苏万明）
“在深圳，可以最快把研究从实验品变为商业化产
品。”来自香港的何耀威已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
作区深圳园区创业四年。他创办的科技企业进行
了四轮融资，首款产品已经上市。
　　在深圳河对岸的香港河套地区，港深创新及科
技园建设也正如火如荼地推进。这个香港最大的科
技创新园区预计于 2024 至 2027 年间分阶段落成。
　　深圳、香港，一河之隔。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
作区位于深圳福田区与香港交界处，由深圳河北
侧的深圳园区和深圳河南侧的香港园区组成。
2017 年，港深签订备忘录，合作发展河套地区“港
深创新及科技园”；2021 年，两地签署《关于推进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园”建设的合作
安排》，为发展合作区成为“一国两制”下的“一区
两园”定下了合作方向。
　　目前，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已
筹集 60 万平方米科研空间，建设十个专业园区
陆续投入使用，吸引了很多与何耀威一样有创新
创业梦的港人进驻。
　　而在深圳的西边，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滩涂上
拔地而起一座新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因深港合作而生、因深港携手而兴。面向香港企
业出让不少于三分之一的土地；明确域外法查明
和适用机制，保障当事人自由选择适用域外法权
利……一系列政策不断提升软硬件环境，推动前

海成为深圳的港资港企聚集地。2021 年，前海
注册资本 1000 万美元以上的港资企业超过
2400 家。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
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
案》，为前海这个“特区中的特区”擘画了崭新前
景。根据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 14.92 平
方公里扩展至 120.56 平方公里，为进一步推进
深港合作带来更多空间。
　　“85 后”香港青年刘佳海外留学归来时，就
作出了到深圳发展的决定。从贸易公司里的一
名打工人，到创办跨境电商平台，他的第一桶金
就来自两地贸易。如今，他在前海运营创业孵
化器，为更多港澳台青年在内地实现梦想助力。
　　“小时候经常和家人来深圳，看着深圳产业
升级过程，感受到了巨大的变迁和机遇。”刘
佳说。
　　货拉拉的周胜馥、大疆的汪滔、顺丰的王
卫……一位位充分利用深港两地资源优势实现
创业梦想的代表人物，是深港双城携手发展的
亲历者。
　　如今，过上双城生活的港人越来越多。深
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3.7 万余名香港居民在深参加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较 2018 年底增长 204%。
　　为便利港人北上发展，深圳出台了包括执业
便利在内的多项措施。2021 年 8 月，已在香港
大学深圳医院跨境执业 9 年的香港医生樊敬文
拿到了正高级职称证书，成为深圳便利境外人士
在深执业的一个缩影。他说：“有了正高级职称，

就打破了两地执业资格认定壁垒。我们香港医
生在深圳执业更加便利了，发展空间更大了。”
　　深圳还通过放宽境外专业人才参加国家职

业资格考试限制、明晰各领域境外专业人才执
业政策等方式，推进实施高度便利化的境外专
业人才执业制度。
　　深圳的公务员岗位也向港澳青年开放。自
2020 年底起，深圳定向招录的港澳籍公务员陆
续入职，人员等要素在大湾区内的流动更加顺
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跑出“融合加速度”。
　　 2021 年初，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大湾区青
年就业计划”，有 689 名香港青年通过该计划
来到深圳工作。作为其中的一员，在深圳普华
永道从事咨询工作的李卓熹说：“咨询工作属于
高端服务业，是香港的优势产业，也是深圳大力
发展的方向之一。来到深圳工作，可以接触到
很多内地企业，增长个人阅历。”
　　深港携手，共谋发展，也共克时艰。这背
后，有一份浓浓的同胞情。
　　 2022 年上半年，深港两地都遭遇新冠肺
炎疫情袭击。深圳果断采取“慢生活”方式遏制
住疫情发展。但按下“慢行键”的深圳，依旧步
履不停。深圳口岸是内地供港物资的重要通
道，为支援香港抗疫，深圳通过优化跨境陆路运
输模式、开辟水路和铁路跨境运输通道等方式，
确保深港跨境运输生命线不中断。
　　香港青年丁政凯创作了歌曲《同心抗疫
深港同行》。他说：“深港两地守望相助，我们是
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2 月深圳疫情反复时，何耀威第一时间加
入了深圳志愿者队伍，在核酸检测点服务。他
说：“来了就是深圳人，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同心
前行。”

深港携手打造“双城记”新生活
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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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东部过境高速公路已通段梧桐立交
（6 月 17 日摄，无人机照片）。该跨境交通基础
设施通车后将进一步畅通香港与内地人员物流
往来，促进龙岗、坪山等深圳东部地区发展，为服
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一条新的“黄金通道”。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