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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会议要求，成渝地区牢固树立一盘棋

思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健全合作机制，打

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今年以来，成渝

两地间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合作活力，“双核

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圈建设正在起步，西部

迎来发展新格局。

双核驱动
打造西部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大湾区速递

跨海过桥出新天跨海过桥出新天
香港扬帆香港扬帆再出发再出发

回归祖国23年后，香港更处于“一国

两制”伟大实践的崭新节点。在香港国

安法的护航之下，无论与深圳共谱新时

代“双城记”，还是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蓬勃浪潮，香港都迎来了再次出发

的最佳契机。图为香港维多利亚港举行

巡游活动（10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 摄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中医药高地
构建中医药共商共建共享体制机制

本报讯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广东省人民政

府10月22日联合发布《粤港澳大湾区中医

药高地建设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

称《方案》），提出构建粤港澳中医药共商共

建共享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中医药高地建设

新格局。

《方案》的主要任务包括：整合优势资

源，打造医疗高地；促进融合发展，打造创新

高地；夯实发展基础，打造人才高地；深化互

利合作，打造产业高地；助力“一带一路”，打

造国际化高地等五方面内容。

《方案》明确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

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合作体系基本

确立，共商共建共享体制机制运行顺畅，建

成一批覆盖大湾区的高水平中医医院、中医

优势专科和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建设一

批优势特色突出、具有较强服务功能的中医

药人才培养基地，打造一批国际水平的中医

药科技创新平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重大科研创新成果，推动一批岭南中药知名

品牌进入国际市场。

到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

发展体制机制更加成熟，成为中医药特色服

务引领者、中医药教育改革先行者、中医药

科技创新示范者、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

发展推动者，实现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

幅提升，对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辐射

带动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对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贡献度日益彰显。 （徐弘毅）

全社保业务进驻“前海e站通”
服务粤港澳居民，助力大湾区建设

本报讯 近日，深圳市社保局积极创新

服务模式，与前海管理局合作在南山区“前

海e站通”服务中心设立社保业务专窗，受理

前海片区的企业和参保人政策咨询和经办

业务，打通惠企便民最后“一百米”，服务粤

港澳居民，助力大湾区建设。

服务前海企业，首创无差异专窗。自前

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海蛇口自贸区

相继成立以来，企业参保登记量快速增长，

达到3.48万家。此次专窗将社保业务嵌入

了前海公共服务体系，不再局限于社保业务

进驻区、街的54项业务范围，而是首次开办

了和社保经办机构相同的无差异专窗，实现

全口径社保业务进驻。

首推社保新政，同享无差别待遇。在前

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港澳台人员较多，

为吸引和留住港澳台人才，深圳市全面取消

港澳人员就业许可，并将在深居住的未就业

港澳居民按规定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范围，让其与内地居民享受同等养老保险

待遇。“前海e站通”可全面受理港澳台职工、

灵活就业、居民参保登记等业务。

延伸基层服务，打通最后“一百米”。深

圳市社保局积极探索推广“e站”服务新模

式，推动社保服务向街道、社区延伸，现前海

深港基金小镇党群服务中心、中行前海蛇口

分行都开设有“e小站”专窗定期提供社保

服务，方便企业及居民就近办理。

（辛 华）

□ 牛 琪 郭 鑫 吴 涛

今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支持

港澳提升经济竞争力”“深化内地与

港澳合作”。五年来，香港和澳门

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在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基础上，进一

步发挥了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

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展望下一个五年，在中国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中，港澳应抓住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全面融

入国家发展伟大进程，为丰富“一国

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作出更大

贡献。

独特优势提升地位功能

“十三五”规划的港澳专章提

出，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

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

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

香港金融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杨玉川说，过去五年，香港在巩固和

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取得了

一定成绩，创新科技也有发展，连接

内地与香港的大型基建更取得了重

大进展。

“2016年12月开通的深港通，

可以让内地和香港以及境外投资者

更便利地投资香港及内地的上市公

司股票；2017年7月开通债券通，境

内外投资者通过‘北向通’可实现在

香港买卖内地债券，打开了外资通

过互联互通机制进入中国债券市场

的大门。”杨玉川列举说。

事实上，无论是强化全球离岸

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

理中心功能，还是支持香港发展创

新及科技事业，规划中的蓝图在香

港都正变成现实。

“澳门经济体量较小，产业比较

单一，国家在‘十三五’规划中将澳

门定位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

台’，基于澳门历史地理及综合现

况、与葡语系国家的联系，可以说对

澳门的城市发展定位非常精准。”澳

门民联智库副主席陈晓君说。

2016年9月，澳门特区政府颁

布了首个五年发展规划，4年来执行

情况理想。“十三五”期间，澳门本地

生产总值已从2015年的3687亿澳

门元，增加到2019年的4347亿澳

门元。

澳门在搭建中国与葡语国家经

贸合作服务平台方面更发挥了其特

有优势，连续承办多届“中国—葡语

国家经贸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使

得澳门在国家改革开放大局中拥有

独特的定位和功能。

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0月22日上午，长21公里、由

珠海和澳门双方共同投资的珠海跨

东西部地区的第二条原水主干管工

程——“平岗—广昌原水供应保障

工程”正式通水。这是粤港澳大湾

区相互连通的又一进展。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不断深化——2018年

9月23日开通运营的广深港高铁香

港段，使香港和内地的距离大大缩

短；10月24日迎来开通两周年的港

珠澳大桥，两年来有超过1792万人

次出入境；今年8月26日正式启用

的深港间第七座陆路口岸莲塘/香

园围口岸，让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

条物流大通道……

融合不断深入的粤港澳大湾区

不仅有基础设施的连通，更有制度、

文化、市场等诸多方面的开放、接轨

和融通。

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展推进处处长

祝永辉介绍，广东以实施“湾区通”

工程为抓手，加快建立与国际高标

准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

系。广东目前对港澳服务业开放部

门达153个，港澳企业“一网通办”

“银证通”“注册易”等已实施，资格

认证也在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港

澳建筑、医疗、旅游等专业服务人士

可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便利执业。

粤港澳三地正充分发挥广深

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等重大创

新平台牵引作用，打造具有影响力

的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十三五”期

间，科技部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础前沿类专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向港澳开放。粤港澳大

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快速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更进入全球创新

集群前10位。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

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国

家改革开放下的重大发展战略，将

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积极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香港特区在

疫情后恢复经济动力的重点方向。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说，

在国家发展新时代，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是澳门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可持

续发展，以及提升自身在国家经济

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的

重大机遇，也是破解空间局限难题、

探索发展新路向的根本途径。

以创新思维贡献更大力量

澳门“90后”蒋家文2017年大

学毕业后，和同学创立了一家AR

内容创意公司。在成功进驻澳门青

年创业孵化中心后，蒋家文的事业

版图已经扩展到香港数码港。如

今，蒋家文正在广州招兵买马，扩充

团队和业务规模。

未来五年，这或许是越来越多

港澳青年的生活与工作常态。

作为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

年，“十四五”是迈进创新型国家前

列的起步阶段。新形势需要新担

当、呼唤新作为。香港和澳门应该

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

机遇，以创新思维运用好自身优势，

在未来五年为国家发展贡献应有的

力量。

正如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所

说，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特区政

府会继续透过既定的工作机制与国

家相关部委紧密沟通，把握国家“十

四五”规划带来的新机遇，以巩固及

提升香港的竞争优势，为国家的长

远发展作出贡献。

杨玉川则指出，过去香港一些

反对派逢中必反，在外部势力的支

持下阻碍香港与内地加强合作，香

港国安法的实施打击了恶性破坏力

量，为香港的未来发展铺平了道路。

展望“十四五”，广州市南沙区

常务副区长谢明表示，南沙正在打

造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香港和

澳门是连接世界经济的重要节点，

南沙希望成为与港澳连接的重要

节点。

而在粤澳合作的核心区横琴，

珠海市横琴新区党委书记牛敬说，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两点两廊”

的核心点，横琴将成为澳门产业发

展的腹地，珠海将引入优秀企业和

人才跟澳门合作打造粤港澳深度

合作区。

“澳门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和国家治理体系，在特区制度设

计和规划的过程中加强与国家‘十

四五’规划的衔接，用好用足国家赋

予的功能和相关支持政策，共建大

湾区市场共同体和共同家园，在服

务双循环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澳

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施家伦说。

□ 刘明洋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友好协进

会会长唐英年表示，香港与深圳在

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优势互补、共同

成长、彼此成就。未来，香港要继续

善用“一国两制”独特优势，把握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历史机遇，更好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唐英年参加了日前举行的深圳

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他

说，40年前，国家在深圳建立经济

特区，率先在经济特区解放思想、改

革开放，为深圳取得今天的发展成

就奠定了基础。在国家改革开放的

40多年里，香港与深圳在发展上有

着很强的互补关系，就像两个好兄

弟，共享优势、互补不足。

回想起改革开放之初在深圳投

资建厂的情形，唐英年记忆犹新。

“我们1978年就已经在深圳开办了

第一间工厂，做纺织品，那时深圳还

是一个小村庄。”唐英年说，当时很

多内地人到深圳来打工，工厂给工

人提供食宿，虽然跟香港比起来条

件简陋，但已经比工人在家乡的生

活条件好了很多。

如今深圳翻天覆地的变化令

唐英年感触颇深。“今天的深圳到处

是高楼大厦，吸引的不再只是工厂

打工者，还汇聚了众多海内外优秀

人才，主要发展的是信息技术等高

端产业。从一个小村庄发展到现在

的大都市实在不易。”

“在深圳40年的发展过程中，

香港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

唐英年说，现在深圳需要的不只是

香港的资金和市场经验，更需要国

际化的金融市场和与世界标准接轨

的专业服务。港深合作要与时俱

进，更上一层楼。

对于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唐英年认为，未来大湾区主要城

市的发展要坚持错位发展、优势互

补原则，融合发展可实现全方位互

补，更好地造福当地居民。他举例

说，深圳在科技创新及应用方面做

得很好，而香港在金融、贸易、航运

等领域拥有传统优势。内地企业要

走出去，可以借助香港这个国际化

平台；而香港要发展科创，也可利用

深圳的资源与经验。

“未来香港在继续保持‘一国两

制’独特优势的同时，要更好地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创新发展。”

唐英年指出，香港人多地少，未来要

打通大湾区内的“关关卡卡”，推动

大湾区内经济民生互补发展。

谈及目前香港的社会情况，

唐英年表示，去年肆虐的“黑暴”对

香港社会造成很大破坏，严重打击

经济民生。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

施，使得香港社会重新恢复稳定。

“虽然今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袭击香港，经济民生雪上加霜，但

我相信香港人是有活力和拼搏精神

的。现在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相

信疫情总会过去，香港会重新出

发。”唐英年说，发展是硬道理，逆水

行舟，不进则退。香港必须更加努

力，不断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同

时也要着手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经

济民生问题。

“年轻人是香港的未来。特区政

府、社会以及家庭都要更好地支持

年轻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唐英年

寄语香港青年，要清楚认知“一国两

制”以及香港在宪制上的地位，要对

国家历史和发展现况有更深的了解

与认识。

“百闻不如一见，香港青少年要

多去内地走一走、看一看。”他希望

香港年轻人能看清他们将来的发展

方向，相信“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是

香港青年发展最好的定位。

经济竞争力显著提升 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十三五”期间港澳发展稳中求进

善用“一国两制”独特优势 把握大湾区建设历史机遇
——专访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