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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

重庆市委的统筹安排下，涪陵区委区政府团

结带领全区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经济由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十三五”规划目标任

务总体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

定性成就。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大湾区交通网络的逐渐
成型，正在加速改变粤
港澳三地居民的工作和
生活方式，大湾区城市
群人们的工作圈、生活
圈、朋友圈越来越近。
“港澳青年”变身“湾区
青年”；早上广州叹早茶，
下午深圳谈生意，晚上
澳门看夜景等早已不是
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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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快讯

首家港澳子弟学校落户广州
主要面向小一、初一及高一年级学生

本报讯 近日，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

签约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据悉，这是粤

港澳大湾区首家港澳子弟学校，涵盖学前、小

学、初中及高中阶段教育，将于今年9月正式

开学。

据广州市教育局介绍，这所学校的开办

是推动大湾区规则衔接的一个教育民生项

目，也是促进大湾区教育融合创新的一项重

要举措。

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将充分依托暨南

大学和穗港澳各方优质资源，吸纳借鉴港澳

教育理念，以港澳学生为主要招生对象。学

校将营造多元化校园氛围，培养全面发展且

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港澳青少年。

据统计，目前在广州基础教育阶段就读

的港澳台学生约1.8万人。随着大湾区建设

加速推进，越来越多港澳人士到大湾区工作

和生活。广州积极为港澳适龄儿童、青少年

在穗就读提供多元化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公

共服务，自2019年起试点开办港澳子弟班，

现全市共有6个区9所学校开设25个港澳子

弟班。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的开办，将进

一步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全面交往，为在穗港

澳人士子女提供多元化的优质教育服务。

据了解，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占地近

60亩，可容纳1200名学生。学校首年计划

招生300人，主要面向小一、初一及高一年级

学生。 （郑天虹 杨淑馨）

内蒙古发布粮食高质量发展指数
粮食年均增产量占全国1/6

本报讯 记者明慧报道 中国·内蒙古

粮食高质量发展指数日前在京发布，指数量

化评估了内蒙古粮食产业发展水平，是国内

综合评价粮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数。

据悉，中国·内蒙古粮食高质量发展指数

从粮食生产、仓储物流、粮食加工、粮食购销、

应急能力、综合保障能力六方面评估内蒙古

粮食产业发展水平。

运行结果显示，2019年，中国·内蒙古粮

食高质量发展指数达到122.97点，较基期

2015年上升22.97%，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5.30%，显示内蒙古粮食产业进入高质量稳

定发展新阶段。分项结果显示，内蒙古在粮

食生产、仓储物流、粮食加工、粮食购销、应急

能力、综合保障能力等方面探索成效显著。

指数研究专题显示，2011年～2019年，

内蒙古粮食年均增产量占全国粮食年均增产

量的1/6。2019年，内蒙古对全国其他省份

的粮食贡献量约450亿斤，其中粮食净调出

量约200亿斤、工业用粮约200亿斤、肉蛋奶

外销转化的饲料用粮约50亿斤，且在粮食商

品率、粮食加工业等方面对全国粮食产业发

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均有明显提高。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自治区

常务副主席张韶春表示，中国·内蒙古粮食高

质量发展指数的发布，标志着内蒙古粮食高

质量发展数字化评价体系初步形成。通过指

数的运行与监测，可以客观反映全区粮食工

作成效与短板，为探索粮食高质量发展路径，

研究制定粮食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新华社党组成员、秘书长宫喜祥指出，指

数以内蒙古粮食发展为特色样本，用数据精

准量化粮食高质量发展成效，为粮食行业各

相关方提供决策参考。指数的研究成果体现

了内蒙古粮食在全国的地位，有利于内蒙古

粮食高质量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

□ 本报记者 于 馨

3月18日，澳门轻轨延伸横琴

线项目工程开工仪式在澳门莲花口

岸和珠海横琴两地同时举行，标志

着轻轨横琴线正式展开，大湾区轨

道朋友圈又迎来新伙伴。

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作为

澳门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和两岸互

联互通的大型公共交通工程，对加

强两地人文交流和经济往来具有重

要意义。建成通车后，乘客可在横琴

口岸快速换乘广珠城轨延长线——

珠机城轨一期，实现珠澳区域公共

交通的快速连接。此举将满足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日益增长的客流需

求，提高通勤效率，助力澳门、珠海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构建“123”快速轨道交通圈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也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开局之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国

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

建设面向世界的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四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

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也

提出，加快打造“轨道上的大湾

区”。推进大湾区干线铁路、城际铁

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推动珠三角地铁互联互

通，努力实现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

达。加快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以

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为重点，创

新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模式，建成佛

莞城际等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大湾区铁路建设将以

都市圈为主导进行调整，这为大湾

区交通一体化将按下加速键，也意

味着都市圈互联互通的步伐将大幅

提速。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成员、副主任周青峰介绍，为落实国

家、广东省关于加快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城际铁路的重大部署，广州加

快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

设规划》，构建大湾区“123”快速轨

道交通圈。即构建广州与大湾区其

他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至省内

地级城市2小时通达、至相邻省会

城市3小时通达的交通圈，打造“轨

道上的大湾区”。

据了解，为强化广州与港澳地

区快速联系，广州规划广深港高铁

广州南至广州站联络线，将实现广

州与香港中心城区1小时快速通

达。规划广中珠澳高铁、南沙至珠

海（中山）城际，强化广州与澳门的

快速通达，推动澳门、珠海接入全国

高铁网。

为提升枢纽能级，加快建设世

界级铁路枢纽和粤港澳大湾区铁路

交通中心，广州规划“多点到发、多

站布局，客内货外、互联互通”的铁

路枢纽格局，新建广州东至新塘五

六线、广州至广州南联络线、广州至

广州东三四线，拓宽广州枢纽东西

通道能力；升级改造广州东站、广州

站，实现高铁、城际进城，提升中心

城区交通活力。

广州还将着力实现广州与邻近

省会城市3小时互通，与国家级城

市群主要城市 5 小时～8 小时互

达。其中，规划广河高铁连接双龙

（龙川至龙岩）、杭广高铁，规划广汕

高铁连接汕（头）汕（尾）、沿海高铁

大通道，3小时高速衔接上海、宁

波、杭州等长三角地区，以及厦门、

泉州等地区，强化广州与东部沿海

经济发展带的联动。规划贵广铁路

广宁至广州北站联络线和广清永高

铁，衔接沪昆、渝黔、呼兰等高铁骨

干通道，实现5小时高速直连成渝、

云贵、兰新等西部内陆地区，强化广

州对西部内陆腹地的辐射带动。

“双城联动”广深地铁牵手

2月 24日，“广深地铁”官宣：

广州地铁22号线将延伸至深圳，与

深圳地铁18号线实现交汇。这条

途经光明科学城、南沙科学城，并与

广深港澳科创走廊高度重合的线

路，将让人才、资金、科学技术等高

端生产要素在大湾区内加快流通。

广州地铁集团党委委员、新闻

发言人钟学军介绍，目前，广州建成

地铁线路14条，运营里程531公

里；有轨电车两条，运营里程20.5

公里；接管了广清城际、广州东环城

际两条城际铁路，运营里程达60.8

公里。

广州正按照“内通外联”的思

路，全力推进11条、292公里地铁

新线建设，计划年内建成开通18号

线、22号线首通段，7号线西延段

3条地铁新线，到2023年，实现广

州本地800公里地铁线网。

目前，广州地铁正积极统筹

推进 27项国铁、城际、综合交通枢

纽和市政道路重点项目投资建设，

包括南沙港铁路、广佛东环城际、白

云（棠溪）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

程等项目。通过地铁线网的持续延

伸和不断加密，广州将形成四面八

方、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系统。

同时，广州地铁在地铁新线规

划和建设中还主动对接佛山、东莞、

中山、珠海、清远、惠州等周边城市，

谋划构建以广州为中心、辐射周边

城市的都市圈快线网络，构筑以广

州为中心的1小时轨道经济、生活

通勤服务圈。

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州市规划

部门的措辞里，将“衔接深圳”改成

“延伸至深圳”，意味着22号线将直

接进入深圳，实现广深直通，中途或

不必换乘，此举将进一步缩短广深

莞的时空距离，提升都市圈高速轨

道的效益。

广州深圳作为“一核一带一区”

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地铁互联互

通更是广深“双城联动，比翼双飞”

的重要前提。地铁22号线的建设，

将让广深两地间合作红利辐射至广

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有助于广

东做优做强“核”引擎，进一步增强

带动大湾区发展的主动力源。

道通业兴，路通人和。大湾区

交通网络的逐渐成型，正在加速改

变粤港澳三地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方

式，大湾区城市群人们的工作圈、生

活圈、朋友圈越来越近。“港澳青年”

变身“湾区青年”；早上广州叹早茶，

下午深圳谈生意，晚上澳门看夜景

等早已不是新鲜事。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加快打

造“轨道上的大湾区”，其意义不仅

在于城市间交通互联互通，更大意

义在于通过互联互通拓展了城市发

展空间，扩大了经济辐射半径，实现

不同城市间的产业联动。“湾区发展

有赖人才与物资的聚汇交流，交通

承载力成为湾区发展的重要动力之

一。”香港籍广东省政协委员林至颖

认为，交通体系的整合为大湾区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而随着大湾区轨

道朋友圈的不断扩大，交通一体化

带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集聚效

应，也必将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市场

一体化水平，为大湾区经济社会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 周 强 洪泽华 胡拿云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连接珠海

和澳门的拱北口岸已是人潮涌动，

每天约有20万人通过边检往来珠

澳，喧闹的人流为经济恢复带来蓬

勃生机。

庞大的人员流通量需要强大的

检测能力和完善的数据库作为支撑。

广州金域医学集团与驻澳南粤集团

合作共建了南粤·金域澳门医学实

验室，在澳日均检测量达5000人次。

这是粤港澳医疗科技领域合作

的缩影。《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发布两

年以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5G等数字经济技术正广泛应用于

各行各业，逐渐成为驱动大湾区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极点带动 轴带支撑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个极

点，广佛、深港和珠澳纷纷围绕重大

生产力布局，加快创新平台和物理

载体建设，为粤港澳三地发展新经

济腾挪空间。近两年来，国际量子

研究院、金砖国家未来网络研究院

中国分院等机构纷纷落户河套深港

科技创新合作区，实质推进和落地

项目达138个。

正处于“二次创业”的珠海积极

融入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如

今，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4所

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横琴设立分部，

总投资约20亿元的横琴先进智能

计算平台已完成一期建设，算力达

116亿亿次/秒，实现跨境光纤互联、

资源共享，为逾百家珠澳科技企业、

高校和研发机构提供算力服务。

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这是《规

划纲要》的明确要求。当下，以高速

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

现代交通运输网络正将一个个创新

节点联通。从卫星俯瞰大湾区热力

图，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正逐步

点亮。“一张网、一张票、一串城”的

大湾区轨道交通新格局正从图纸变

成现实。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

广州正推进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试

验区，以及广州科学城、中新广州

知识城、南沙科学城等重大平台建

设。广州市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

陈建荣说：“‘一区三城’空间布局

正是广州深度参与科技创新走廊

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势资源不断向

此汇聚。”

完善机制 搭建平台

科创走廊崛起大湾区为港澳发

展提供了新机遇。日前，《广州穗港

智造合作区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印

发。这块面积达56.39平方公里的

合作区，将与香港及国际规则体系

全面接轨，剑指千亿级智能制造

产业集群，支持香港在优势领域“再

工业化”。

香港广东青年总会副主席林至颖

说，香港在工业设计、科教资源、金

融、国际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具有优

势，而珠三角地区的优势在制造

业。穗港智造合作区的推出，可以

让香港借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

东风，探索离岸“再工业化”新模式。

从“港人港税”“澳人澳税”，到

跨境拨付财政科研资金，再到逐步

扩大的“互联互通”资本市场，一系

列影响粤港澳三地联动创新的体制

机制障碍不断被破除。

数据显示，2019年~2020年粤

港科技创新联合资助项目共立项

19项，广东省级财政经费资助1900

万元。在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

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新注册港资

企业1.3万家、澳资企业3280家。

机电科班出身的香港人梁子斌

在佛山创办汇盈讯科，依托佛山完

备的产业链为企业提供从原型设计

到批量生产的全流程解决方案。在

他看来，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持续

涌入大湾区，本地营商环境、居住条

件越来越好，未来大湾区必大有

作为。

广东省港澳办副主任郑建民表

示，将全力当好三地政府的联络员，

优化完善合作机制，认真筹备举办

粤港、粤澳合作联席会议，支持搭建

民间交流合作平台，积极支持建设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积极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港澳青年实习计划，

为港澳青年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新

舞台。

“粤港澳在科技合作上各具优

势，大有可为，建议进一步打破彼此

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让科技

要素更加自由和畅快地进行流通，

真正形成协同创新，从而更好地携

手共建广深港澳科创走廊。”中国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说。

交通一体化加速大湾区城市群互联互通

创新走廊成为粤港澳发展重要引擎

千余新优植物品种亮相千余新优植物品种亮相
粤港粤港澳大湾区深圳花展澳大湾区深圳花展

为期10天的2021粤港澳大

湾区深圳花展3月20日在深圳

举行。本届花展以“深深的爱”

为主题，来自全球19个国家和

地区的435个参展机构和个人

参展；共展示花园38座，展出新

优植物品种1000余种。图为工

作人员在城市花园展片区东莞

展出的花园里演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