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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香港/澳门 10 月 16 日电（记者王茜、曹
槟、郭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在港澳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社
会各界人士表示，香港、澳门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重大历史机遇，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积极作为深入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港澳各界人士纷纷表示，要抓住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机遇，用好自身优势，主动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表示，联盟将督促特区政府
尽快研究推出具体措施配合国家战略发展部署，积
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带动香港
摆脱困境再出发。
　　香港工业总会表示，希望港商善用香港的国际
视野及世界金融中心优势，担当重要的枢纽角色，把
外国投资者“引进来”，带领内地企业“走出去”。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友好协进会会长唐英年说，
习主席对深港合作、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点评，也提出了重要要求。香港与深圳可谓一对优
势互补、唇齿相依的好兄弟，香港在大湾区发展规划
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香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认为，习主席对粤港澳
大湾区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全面、详细的发展策略，为
香港指明方向。
　　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表示，以深圳为代表的几
个经济特区的成功，印证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
前瞻性，成功之道值得香港学习借鉴。香港亟待进行
深层次、多方面改革，为自己确定方向、找对出路。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香港金融管理局前总裁
任志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突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

展对香港和深圳未来的重大机遇，香港要让自身的
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建设。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宏斌说，深圳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与香港的关系是
合作大于竞争。香港只有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才能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澳门归侨总会会长刘艺良表示，习主席在讲
话中精辟总结了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积
累的宝贵经验，相信“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澳
门将继续发挥与内地融合发展、相互促进的积极
作用，实现互利共赢。
　　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董事长崔世平认为，习
主席的讲话为同样身处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和粤
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澳门，带来协同发展的新机
遇、共同努力的新方向、自我优化的新动能。
　　习主席指出，要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先行启动区建设为抓手，加强与港澳创新资源
协同配合。港澳人士表示，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
内创新资源协同配合，应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
　　香港经济学会顾问刘佩琼说，香港本身在科
研方面有优势，但没有条件完成从创新到科研、
再到投资以及产业化的全过程，因而需要加强合
作，为香港的科研成果在内地寻找市场，再通过
香港走向国际。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说，香港培养了不少
科研人才，如今正好结合香港的人才优势和内地
城市的产业优势，推动高科技发展及建立产业链。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
示，香港将致力开展前瞻性科技创新，加强大湾区
内的创新资源协同配合，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
互联互通，并继续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科技

创新合作与人才培养。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施家伦认为，锐意进
取、刀口向内，改革开放不止步，尊重人才、重
视创新，闯劲、创劲、干劲是深圳成功的秘诀。
改革开放再出发、归零创业的心态值得全国各地
学习。澳门再创“一国两制”事业的新成就，必
须要开启新一轮思想破冰，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
国家、拥抱世界。
　　澳门社会文化发展研究学会的阮建中博士
说，澳门未来可在两方面加大发展力度，一是大
力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作为参与大湾区建设
的切入点，二是切实发挥澳门“一基地”的作
用，建设好“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
的交流合作基地”。
　　习主席强调，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
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
　　香港湖南青年会执行会长孙秀祖表示，香港
青年不仅要更深刻地理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更要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香港青少
年和大湾区青少年的交往交流交融。
　　“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年轻人的发展提供了
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接下来，就需要香
港教育界、工商界携手，努力推动香港青年到内
地交流，要突破制度上的障碍。”将军澳香岛中
学校长邓飞说。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表示，将充分运用粤港澳合作平台，促进香港青少
年到内地学习、就业、生活，增强对国家的向心力。
特区政府将与深圳深度合作，为港深、大湾区及全
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三次委
员长会议 15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
任委员李飞向会议作了关于修改专
利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生物安全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
报，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出口管制法
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国
旗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修改国徽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
见的汇报，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
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
委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提
出了相关草案建议表决稿。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业遂向会议作了关于《〈巴塞尔公
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四次会议第 14
/12 号决定对〈巴塞尔公约〉附件
二、附件八和附件九的修正》《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引渡
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比利时王
国引渡条约》审议情况及批准的决
定草案代拟稿的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
向会议作了关于全国人大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建
设委员会等 3个专门委员会的代表
议案审议结果报告审议情况的汇
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建
议表决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
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
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
竺、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
峰、武维华出席会议。

港澳各界热议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东方风来，改革潮涌。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
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
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
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深圳、珠海、汕头、厦
门、海南 5个经济特区的干部群众倍受鼓舞。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
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潮中勇担
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
贡献。

  经济特区辉煌成就彰显改革开放磅

礴伟力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
　　“顺丰在深圳发展壮大，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我感到非常振奋。”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卫表示，“40 年来，深圳的发展成就有目共
睹，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得益于这样的环境，顺
丰才能从几十个人的小企业，迅速发展为跨国快递
平台公司，没有深圳，就没有今天的顺丰。”
　　地区生产总值从 1980 年的 2.7 亿元增至 2019
年的 2.7 万亿元，财政收入从不足 1 亿元增加到
9424 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 40
年来，深圳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
　　前海，这个“特区中的特区”，已是一派生机勃
勃。“我们要进一步将前海打造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
门户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努
力做到不断培育新动能，提升新势能。”深圳市前海
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说。
　　 40年来，经济特区建设不仅实现了经济社会跨
越式发展，更给广大群众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绿树成荫，道路宽阔，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湖
里，已由昔日的小渔村华丽变身为现代化城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枫亲身经
历了这日新月异的变化。“1995 年我大学毕业刚来
这里时，道路尘土飞扬，想打篮球要坐 40 分钟车去
市体育中心。现在，交通四通八达，健身步道、街心
公园随处可见，居民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经济特区
一路走来，在改革发展事业中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广
大干部群众的奋勇拼搏。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0 月的海南温暖如春。洋浦保税港区的多个
项目现场一片繁忙。
　　“几乎每天都有企业来考察洽谈，大家都看好洋
浦保税港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被赋予的先行先试
的有关政策。”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周军平
说，“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引，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用足用好政策，全力

打造自贸港建设的‘样板间’。”
　　站在新的历史关头，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必须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蹄疾步稳深化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改革永远在路上。中央支持深圳实施综合
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是对深
圳的充分信任和深切期待。”深圳市福田区区长
黄伟表示，福田区对照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健
全综合改革试点贯彻落实机制，将全力以赴抓
好金融业改革、营商环境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改
革和空间治理体制改革等重点工作落实。
　　今年以来，汕头顶住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经
济下行压力，前 8个月 55个省重点项目完成年度
计划的 93.8%，进度位居广东全省第一。
　　“我们将在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小微企业资金
信贷、人才引进政策配套等重点领域拿出‘新招’，
打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营商环境，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汕头市发
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刘世群表示。

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
　　四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横琴设立分部、先进
智能计算平台澳门分中心落户横琴创意谷……在
珠海，横琴的开发建设正在驶入快车道。
　　珠海市横琴新区党委书记牛敬表示，横琴新
区的干部群众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要

求，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
区精神，在经济特区新一轮大发展和促进澳门产
业多元发展中，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
　　“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经济特区发展的创
新创造活力”，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党工委书
记梁嘉深有感触，“近年来，通过对观澜河等进
行治理，解决了困扰居民几十年的黑臭污染问
题。我们将继续发扬基层首创精神，优化生态、
生产、生活空间格局，为居民提供更加舒适宜居
的环境。”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调整以后，今年 7 月至 9
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同比增长 227.5% ，
购物人数同比增长 62% 。“我们将整合优质资
源，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的商品及服务，让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
税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高绪江说。
　　“当前，改革开放到了新的历史关头，更需
要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作为厦门经济特区改革
开放的‘试验田’，厦门自贸片区将继续在制度
创新、重点平台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大胆
创新。”厦门自贸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熊衍良表示。
　　四十载波澜壮阔，新征程催人奋进。在新起
点上，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勇立潮头、开拓进
取，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
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记者李延霞、张千千、白瑜、陈宇轩、赵叶萍、颜
之宏、詹奕嘉、王浩明） 新华社北京10 月 16 日电

乘势而上 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潮中勇担使命
习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 5 个经济特区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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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济南 10 月 16 日电（记者吴书光）10 月
16 日是世界粮食日，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在山
东青岛、潍坊和浙江温州三地进行海水稻产量测评，
测评结果从亩产 320 公斤到 739 公斤不等。至此，
10万亩海水稻完成测产，产量喜人。
　　由行业专家组成的测评小组在三地分别进行海
水稻产量测评，专家的测产结果为：青岛基地编号
yc-2003 的耐盐碱水稻亩产为 542.5公斤，超优千号
亩产为 739.7 公斤；潍坊基地编号 yc-2003 的耐盐
碱水稻亩产为 625.3 公斤；温州瑞安基地编号 yc-
2002的耐盐碱水稻亩产为 320.78公斤。
　　听到潍坊市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郑以宏代表
测产专家组宣布“ 625.3 公斤”的结果后，负责运营
潍坊示范基地的山东滨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国庆告诉记者，去年试种了 1000 亩海水稻，测产
结果是 536公斤；今年增加到 5万亩，测产结果又增
加了，“很高兴，我们计划明年把海水稻种植面积扩
大到 10万亩。”
　　今年，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在全国的海水
稻示范种植面积由原来 2 万亩扩大到 10 万亩。9 月
下旬以来，布局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山东、黑
龙江、浙江等地的 10 万亩海水稻陆续完成测产，其
中，新疆喀什、宁夏石嘴山、黑龙江铁力和山东东营、
潍坊、青岛等地测评亩产均超千斤。
　　记者在测产现场看到，袁隆平在视频连线中说：
“非常成功，东营盐碱地产量超过 800 公斤，很了不
起！”
　　袁隆平表示，希望早日实现海水稻种植面积
达到 1 亿亩，那时增产 300 亿到 400 亿公斤水稻
是完全可能的。“ 300 亿公斤，相当于湖南省粮食
总产量，能养活 8000 多万人，这将是对我国粮食
安全的巨大贡献。”袁隆平难掩兴奋。

十 万 亩 海 水 稻 测 产 结 果 喜 人

山 东 宁 夏 等 多 地 亩 产 超 千 斤

　　新华社香港/澳门 10 月
16 日电（记者刘明洋、郭
鑫）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 14 日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
在港澳舆论场引发热烈反
响，各大主流媒体 15 日纷
纷在头版头条予以大篇幅
报道。
　　港澳主流舆论认为，习
主席的重要讲话既总结了深
圳特区 40 年跨越式发展的
宝贵经验，提出进一步推进
深圳高水平改革开放的要
求，又指明了港澳未来与深
圳和内地的合作发展重心，
为港澳开创新局指明路向、
提供答案。港澳要把握当前
重大历史机遇，努力再创
辉煌。
　　香港《文汇报》发表社
评认为，敢闯敢试、创新引
领、凝心聚力不折腾，是深
圳特区 40 年跨越式发展的
宝贵经验，也曾是香港缔造
“东方之珠”奇迹的法宝。
社评指出，香港要诚心借镜
深圳的成功经验，革故鼎
新，积极在新时代高水平改
革开放中扮演参与者和贡献
者角色，大胆创新，在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和港深合作中

发挥优势，以新担当、新作为让香港再出发，也
为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轻一代开创更广阔天地与美
好未来。
　　香港《大公报》社评指出，对深圳而言，改
革开放是过去 40 年的成功之道，也是未来发展
的新使命；对香港来说，要与时俱进，不断改
革，首要一点就是要改变过时的心态。在一些人
心目中，罗湖桥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心理障
碍。这样的格局，限制了香港的视野，阻碍香港
再出发。文章说，端正心态，摒弃内耗，团结一
致，才能谋得出路。
　　《香港商报》发表时评表示，对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习主席提出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
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
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
体化水平；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
少年来内地学习、就业、生活等。宏图令人振奋，路
径非常清晰。香港有国际金融中心和科研人才之
优势，与深圳高新科技、现代制造互济，广泛深入
合作，优势互补，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共创大湾
区，定能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星岛日报》社论指出，香港经历动乱之后
元气大伤，如今又面临欧美“制裁”，投入大湾
区建设是不二选择。文章说，深圳获得“大
礼”，对香港也是机遇，香港完全可以发挥“近
水楼台”的优势，与深圳在科技、金融、教育、
社区建设等领域展开合作，携手并进，共同上演
新时代的“双城记”。希望香港青年能够放下包
袱，不要故步自封，大胆北上，闯出一片天。
　　香港《经济日报》社评说，面对复杂多变的新
形势，特区政府上下应强化历史观和战略眼光，主
动积极与深圳磋商如何在金融、创科方面分工，加
强经济产业合作互补，才有望打造经济提速新
引擎。
　　《澳门日报》题为《中国续写“春天的故事”》的
社评指出，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昨天，已写在光荣的
史册上，今天依然要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改革精
神，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深圳等经济特区将继
续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试验田，为全国
各地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澳门《濠江日报》发表社评《融入湾区创新发
展》指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
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特区政府和业界须主动
把握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发展机遇，加快实现澳门
经济复苏和多元化发展，推动特区各项事业不断
取得进步，深入推进具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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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月 16 日，在潍坊市寒亭区海水稻三产融合示范基地，一名农民展示刚收割的测产水稻。

  当日，由袁隆平青岛海水稻科研团队研发的耐盐碱水稻（海水稻）在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水
稻三产融合示范基地完成产量测评，该基地 5 万亩海水稻平均亩产 625.3 公斤。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