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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化国有农垦体制改革，一项

项新技术、新业态在黑龙江农垦建三江

七星农场不断得到推广应用，“无人化农

场”示范点建设拉开农业现代化的美丽

画卷。

昔日北大荒
今日大粮仓

区域时评

珠 澳 加 速 打 造 优 质 发 展 新 空 间

□ 魏 蒙

“内地与澳门避免双重征税安

排第四议定书落地生效，横琴一纳

税人享首单免税待遇4000万元。”

这则消息，揭示了珠澳正在加速打

造大湾区优质发展新空间——此举

减少了澳门特区政府在内地投资的

税务成本，对珠澳两地经济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有重要作用。

近期以来，类似这样的“喜讯”

络绎不绝。“珠海争取在科技创新和

产业上深入与澳门合作。在就学、

就医、教育、交通等民生方面，正在

加强合作。珠海将以珠澳深度合

作开发横琴为总牵引、主平台，围

绕新体制、新环境、新产业、新都

市、新生活等5个‘新’做好珠澳合

作开发横琴这篇文章。”珠海市市长

姚奕生说。

继粤澳跨境金融合作（珠海）示

范区、中药材现货交易中心等落地

后，5月底，又有13个项目落户横

琴，包括恒星蓝海等澳门项目，总投

资额120.2亿元。截至目前，横琴澳

资企业已达到2522家。

为澳门发展留足空间，成了珠

海特别是横琴的最强音。集人流、

物流于一体的“大通关”口岸——横

琴口岸已经建成，可实现无缝换乘

和便利通关。在强化交通枢纽、设

施建设的同时，横琴近期又新添多

个珠澳合作项目，其中包括澳门高

校国家重点实验室横琴分部暨横琴

先进智能计算平台澳门分中心落户

横琴创意谷以及澳门大学和澳门科

技大学现有的中药质量研究、模拟

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智

慧城市物联网、月球与行星科学等

四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横琴设立分

部等。

这一强音，还直观地体现于正

在建设中的横琴“澳门新街坊”中。

总占地面积约19万平方米的该项

目，是内地首个为澳门居民专门打

造的，集居住、教育、养老、医疗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民生项目。在

为澳门居民提供的约4000套住房

中，有约200套只租不售的人才住

房。在此项目上，将同步开放澳门

标准的医疗、教育、社区服务等公共

服务配套。

受到澳门青年欢迎的，还有横

琴·澳门青年创业谷。过去5年，这

里已累计孵化项目433个，其中港

澳项目244个，引进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52家，为30家企业融资5.03亿

元，成为该区服务港澳、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青创孵化的重要载体和

平台。今年上半年，在横琴新注册

的澳门创业项目有37个，科技创新

类企业比例达59.6%。

对来自澳门的优秀科研项目，

横琴正在努力提供着产学研全链条

的成长环境。“横琴新区已与澳门特

区政府经济局签署了《关于共同推

进横琴、澳门青年创业孵化的合作

协议》，建立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机

制；与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签署

了‘跨境联合孵化’框架协议。这一

切，有助粤澳深度合作实现与市场

无缝衔接、与国际高度接轨。”该区

管委会副主任吴创伟说。

在横琴建设粤澳深度合作区，

是珠澳合作开启的新征程。“就横琴

而言，其主线是构建粤澳双方共商

共建共管的体制机制，优化‘分线管

理’政策，为澳门拓展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推动横琴、保税区一体化区

域加快发展。同时，探索在民商事

法律适用、贸易等领域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打造与国际规则高度衔接

的营商环境，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为澳门长远发展开辟广阔

空间、注入新动力。”珠海市横琴新

区党委书记牛敬说。

从经济产业融合到社会民生融

合，横琴对澳合作走向新阶段。“澳

门主动参与横琴开发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空前强烈，这是横琴发展的重

要机遇。双方正在推进一批涉及人

工智能、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领域

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项目，为珠澳

两地发展提供新的经济支撑。”珠海

市横琴新区管委会主任杨川说。

□ 朱宇轩 徐弘毅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速推

进，港澳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一批批惠港、惠澳政策措施接连推

出，惠及港澳同胞的范围持续扩大、

力度越来越强，在内地求学、就业、

创业、生活的港澳同胞获得感越来

越强。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

金融中心之一，享有“东方之珠”的

盛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稳

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青年

提供一个更大的逐梦舞台，一群杰

出的香港青年成为时代的见证者、

受益者，涌现于粤港澳大湾区各行

各业。

融入大局筑信心

在广州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的

一间“网红销售直播室”里，年轻夫

妻李剑禧、孙嘉晞正坐在直播台前

用“港味”十足的普通话介绍面膜产

品。这是他们踏入直播行业的第3个

月，经过市场快速历练，两人面对镜

头已经驾轻就熟。

“大家好，我们是‘港夫广妻’！”

每次直播，他们都以一个热情的招呼

开始。李剑禧是一位在广州创业的

香港青年，妻子孙嘉晞是广州人，两

人因一次公益活动结缘。今年初，

夫妻俩决定把握广州打造“直播电

商之都”的契机投身电商行业，打造

他们特有的“港夫广妻”直播品牌。

李剑禧曾在香港从事金融工

作。新冠肺炎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

压力，这对夫妻敏锐地看到大湾区

的发展新机遇，李剑禧选择来到广

州入驻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和妻

子携手创业。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提供办

公场所租金等各种支持，对创业者

具有吸引力。此外，企业开办所需

的工商注册、税务等流程，都可以

通过青年之家找专业人士帮忙。”

李剑禧说。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旨在为港

澳青年在穗创业发展提供帮助。目

前，广州共建成港澳台青年创新创

业基地32个，成功孵化企业200多

家。广州还成立了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服务中心，为港澳青年提供咨询、

创业指导等服务。

“港夫广妻”组合成立后，李剑禧、

孙嘉晞夫妻俩开始在短视频平台运

营账号，其中不少视频收获了可观

的点击量。“不少网友喜欢我老公说

的‘港普’。”孙嘉晞说。

在近日举行的广州直播节上，

“港夫广妻”也帮助生意伙伴直播带

货，反响良好。“经历这次疫情，线

上业务迎来风口。”李剑禧说，疫情

加速了他的职业转型，今后希望通

过直播带货将更多港货介绍到内地

市场。

在广州南沙，25岁的香港青年

曾祥盛正在和创业团队紧锣密鼓地

工作，筹备着新项目上线。曾祥盛

毕业于暨南大学，是一位教育科技

创业者，所在团队专门面向港澳台

侨学生提供内地高等院校专业升学

信息和咨询服务。

今年初，经过一番考察，曾祥盛

选择将创业公司入驻南沙的“创汇

谷”粤港澳青年文创社区。“广州地

理位置优越，同时南沙也为我们港

澳青年创业提供了许多支持政策。”

他说。

2019年以来，广州南沙制定出

台全方位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发展的

一揽子扶持办法，并出台“港澳青创

30条”，为港澳青年提供就业创业全

流程的奖励与补贴。

今年4月，曾祥盛成为首批入住

南沙青创人才公寓的港澳青年之一。

南沙青创人才公寓坐落于“创

汇谷”粤港澳青年文创社区，主要服

务港澳青年在南沙安居置业。公寓

目前共有110间房，可容纳180人入

住，配套设备齐全，为港澳青年生活

居住提供一站式服务。

曾祥盛说，自己所在的园区配

套完善，公司就在人才公寓对面，每

天步行到公司上班，不出园区即可

满足工作生活需求。

据广州市港澳办介绍，广州实施

“乐居广州”行动计划，已筹集近

500套人才公寓定向提供给港澳居

民申请。目前共有20,000余名港

澳学生参加广州市城乡居民社会

医疗保险，10,000 余名在穗就业

的港澳居民参加广州市职工社会

医疗保险。

“我和创业伙伴都很喜欢广州

的创业环境。”曾祥盛说，“正因为我

们有从港澳到内地升学的经验，我

们得以了解港澳台侨青年的求学需

求，可以为他们搭建更加通畅的信

息平台，为大家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出一份力。”

从初创公司到孵化平台

一间只有两个员工的初创公

司，成长为向20多家公司提供服务

的企业孵化平台需要多久？香港青

年陈晓锋给出的答案是：在粤港澳

大湾区，只需要一年。

现年31岁的陈晓锋是一家扎根

粤港澳大湾区的移动互联网社交平

台的创始人。时间倒回至几年前，还

在香港城市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学位

的他，与一位香港高校计算机科学的

博士朋友一拍即合，勾勒出一个以人

工智能赋能青年社交的创业蓝图。

2018年初，粤港澳大湾区共同

发展的春风在这片热土上酝酿，一

片更广阔的天地正在陈晓锋眼前徐

徐展开。

“在大湾区里，信息、资金等要

素应自由流通。青年也是一个重要

的要素，那我们为什么不构建一个

生态，让年轻人了解大湾区、参与大

湾区、建设大湾区呢？”秉持这一理

念，陈晓锋和搭档将视角由香港拓

展至整个大湾区市场，一个旨在连

接区内所有青年的手机社交应用程

序应运而生。

虽然这一创业项目在香港未

能顺利落地，但陈晓锋并没有放

弃，他将希望转向与香港一河之

隔的深圳。

梦想在那里开始生根发芽。

陈晓锋的公司获批入驻南山区留学

生创业大厦，并提供300万元的人

才资助。“第一天交申请表，第二天

面试，一个礼拜后我们公司就直接

搬进大厦，300平方米的办公室每月

租金只要约1万元。”“深圳速度”让

陈晓锋赞不绝口。

政府扶持、创业氛围加持，

陈晓锋团队研发的手机社交应

用程序2018年中顺利上线，陈晓锋

也迈开了粤港澳大湾区梦想起航

第一步。

截至目前，平台已有约700万

订阅用户，超过一半用户活跃在粤

港澳大湾区。陈晓锋表示，这些用

户多为年轻人，他们在平台上用文

字、图片积极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展现他们在大湾区读书、创业、恋

爱、交友等多姿多彩的生活。

2019年初，陈晓锋将手机应用

程序从线上平台延伸至线下。他

的团队在深圳宝安区搭建了一个

创业空间，专为在内地创业的香港

公司提供孵化服务。截至目前，已

有超过20家香港初创公司入驻孵

化平台。

“在我们孵化平台创业的不仅

有香港的博士，也有草根青年和艺

术家。”陈晓锋说，他不仅仅只是想

为创业青年提供一个场所，更多的

是想以“过来人”的身份，帮助创业

青年克服文化差异，为他们提供融

入内地的经验。

今年年初，陈晓锋团队本打算

在深圳龙岗开放第二家孵化平台，

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项目暂时搁

置。陈晓锋无法前往深圳，但他并

未自怨自艾，而是立刻将目光转向

了直播电商的风口。

陈晓锋说，香港金融、法律等行

业入行门槛高，很多香港青年难以

迈入，而直播电商则提供了全新的

机遇。“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适合去

创业。香港年轻人把香港建设好、

发展好，也是贡献大湾区。”

陈晓锋的梦想很大。为了开拓

事业，给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提供更

多、更好的服务，他今年又向深圳前

海粤港澳青年创业区提出入驻申

请，上月刚完成了网络路演。

“我们还在等结果，但我相信没

问题。”陈晓锋踌躇满志，一条更长、

更远、更深的粤港澳大湾区融合之

路正等着他探索。

香 港 青 年 大 湾 区 追 梦 记

推动政策服务一体化
便利人才流动

□ 王辉耀

从“世界工厂”到科技创新湾区，粤港

澳大湾区已经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程中，香港是极为重

要的一环。在珠江三角洲区域，香港不仅

是货物和资金的流转站，更是一个国际化

优秀人才的聚集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中，香港可充分发挥其国际化人才中心

的作用，为湾区发展提供更多金融服务、科

学研究和企业管理等领域的高技能人才。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连接内地和港澳的广

阔平台，湾区意味着香港的企业家和创业

者将拥有超过7000万消费者的巨大市场。

在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知识和信息成

为新的“金矿”，人才则是让“金子”发光的

关键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我们

应充分利用大湾区发展机遇，鼓励来自香

港的青年才俊登上湾区发展的逐梦舞台，

通过人才流动让整个湾区建设共享“人才

红利”。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迅速，快捷的交通线路使“一小时经济生

活圈”逐渐成为现实，为大湾区内部人员流

动提供了优质的硬件支持，对推动企业家、

学者、高校学生等人才交流合作具有重要

作用。

要想最大程度调动人才交流、激发大

湾区人才潜力，不仅需要升级基础设施，更

需要进行管理创新。由于粤港澳大湾区跨

越三个关税区，包含三种流通货币和司法

体系，现行管理政策中还存在一些阻碍人

才流动的限制，消除这些限制，真正落实对

港澳同胞的“国民待遇”，是未来激发大湾

区发展活力的关键一步。

推动湾区居民公共服务一体化，特别

是让港澳特区居民能够在大湾区内享受与

内地居民同样的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和

教育服务等公共服务。有关部门可开设专

属业务窗口，以便利和简化特区公民办理

相关业务。

统一大湾区对金融、法律和会计等行

业的从业资格考试认证标准。目前，内地

和港澳对一些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认证

标准不统一，特区居民不能参加内地组织

的相关行业的从业资格考试，这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港澳人才在内地工作的积极

性。有关部门应逐步取消这种限制，组织

相关行业协会统一从业人员资格认证标

准，调动港澳人才来内地发展的意愿。

目前，香港高校与内地企业和研究机

构的合作实习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应

当考虑增加项目数量，扩大项目规模。来

自香港的高校学生通过学校组织前往内地

实习，有利于增进香港学生对内地就业情

况的了解，增强他们毕业后前往内地就业

创业的积极性。若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大幅

增加这种实习项目，将提高港澳籍高校学

生去往广东工作的积极性，进而推动湾区

人才流动。

香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

重要作用，未来香港的转型发展，对香港本

身更是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流动，将进一步激发

湾区建设活力，更多香港青年才俊将登上

更加旷阔的逐梦舞台，香港这颗“东方之

珠”也将折射出更加迷人的光芒。

广州至深圳开广州至深圳开通首条通首条““水上巴士水上巴士””
广州南沙首条直航深圳的水上高速客运航线日前启用，航行时间缩短至35分钟，此举将进一步助力粤港

澳大湾区互联互通，为水上1小时生活圈增添新时速。图为航拍停靠在南沙客运港内的“新时速”豪华双体高

速客船。 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一对“港夫广妻”在广州天河区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一个港大博士在深圳宝安区搭建了
自己的创业空间。随着一批批惠港、惠澳政策措施接连推出，港澳同胞获得感越来越强

广东珠海在科技创新和产业上与澳门深入合作，在就学、就医、教育、交通等民生方面，
正在加强合作。截至目前，横琴澳资企业已达到2522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