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24日，國新
辦就《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
方案》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國家發改委黨組成員郭
蘭峰在發布會上表示，南沙區位條件優越，發展空間
廣闊，產業基礎堅實，粵港澳三地合作開發意願比較
強烈，具有推動粵港澳全面合作的獨特優勢。

郭蘭峰表示， 「南沙方案」 的出台，有利於引領
廣州實現老城市新活力，在綜合城市功能、城市文化
綜合實力、現代服務業、現代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方面
出新出彩，增強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核心引擎作
用；有利於進一步強化航運、貿易、金融、國際交往
等綜合服務功能，攜手港澳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門
戶，在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發揮更大作用；有利於
打造粵港澳全面合作重大戰略性平台，豐富 「一國兩
制」 實踐，更好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方案聚焦科技創新、創新就業、對外開放、規則
銜接、城市發展等重點工作，部署了五方面任務。
在城市發展方面，提出建立高質量的城市發展標桿，
明確南沙要在城市規劃建設、智慧城市管理、生態環
境保護等領域深化與港澳合作，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打造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財政部預算司司長王建凡說，財政部2022-2024
每年安排南沙100億元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重點
圍繞南沙五大建設任務，選擇預期收益和發展前景
好，具有較大示範帶動效應的重大項目予以支持。

港12部經典電影 灣區6城展映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胡若璋廣州報

道：隨着開幕電影《似水流年》播放， 「光影灣
區．香江風華──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香港
電影展映」 活動23日晚在廣州拉開帷幕，未來近
兩個月內，包括《精武門》《似水流年》等12部
經典香港電影將在廣州、深圳、珠海等6個城市
依次展映。近年粵港兩地電影合拍共融，開創了
香港電影新格局，業界有信心攜手把粵港澳大灣
區打造成中國電影高地。

自2013年簽訂《粵港促進電影業深入合作
發展協議》後，創意香港每年在廣州舉辦 「香港
電影廣東展映」 活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
香港總監曾昭學在視頻致辭時說，作品中可以看
到一個拚搏的香港、有活力的香港和有創意的香
港，這是 「一國兩制」 方針在香港的成功實踐。

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粵港澳融合發展的進
程逐漸加快。粵產電影《中國醫生》，吸納香港
電影元素，口碑票房雙豐收；粵港合作片《拆彈

專家2》創下兩地合拍片的票房紀錄。
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組副書記、秘書長閆少

非視頻致辭時表示，香港回歸25年來與內地交流
日益增多，粵港兩地電影合拍共融，為包括香港
電影在內的中國電影注入新活力，已成建設人文
灣區必不可少的內容。他希望通過香港電影展映
平台，促進香港電影人與內地合作，帶動大灣區
文化向內地延伸，中國電影家協會將一如既往推
動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交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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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移師香江巡展 重現珍貴歷史瞬間

走進國博南一展區，一幅 「摺扇式」 的三條屏首
先進入眼簾。中間深藍色背板上書寫着 「筆墨丹青繪
灣區」 的展覽主題，兩側則以光電投影的效果折射出
香江維港的曼妙景致。在濃淡相宜的水墨風韻中，整
個展覽也拉開了序幕。

《我的中國心》濃情開場
展廳的第一幅作品是一件中國畫，畫面上一位歌

手和孩子們手持國旗、氣球，聚攏在一起，微笑着目
視前方，畫面背景是一個電視屏幕，上面放映着這位
歌手年輕時放聲歌唱的情景，這幅作品和畫面中的歌
曲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我的中國心》。畫面中的
主角就是香港著名歌手張明敏。上世紀八十年代，他
的一曲《我的中國心》橫空出世。直到今天，這首歌
依然是訴說香港與內地濃濃情誼的經典之作。

據策展方介紹，整場展覽是從超過2000幅作品中
選出了116件，題材涉及了香港回歸、澳門發展、大
灣區建設、遼寧艦訪港、奧運健兒訪港等重要歷史瞬
間及發展剪影。展覽現場，大量來自北京各界的觀眾
踴躍觀展，時而駐足品評，時而拍照留念。

「集大成」展現香港風貌
中國美術家協會分黨組副書記陶勤24日在展覽開

幕式現場說，這次美術展是對 「粵港澳大灣區」 特別
是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發展歷程的一次集中寫照，更
是用美術作品展現香港風貌的一次集大成。在這次參
展作品中，眾多香港藝術家的作品手法精彩獨到，筆
端情真意切，給人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在7月初展覽結束後，我們將迅速移步香港、
澳門地區，繼續巡展。」 陶勤透露，自回歸以來，香
港美術界與內地的交流日益緊密，相信這次展覽也將
成為一個新的契機，促進香港與內地美術界更加廣泛
深入的合作交流。

此次展覽由中國文聯、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美
協、廣東省政府新聞辦、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等聯合主
辦。展覽將持續至7月2日。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副主
席李屹，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靈桂，中國國家博物
館館長王春法等嘉賓出席了開幕式。

步入展區，油
畫、國畫精彩紛呈，
雕塑、水彩各甄其
妙。在所有作品中，

一件巨大的綜合材料作品《盛開的
紫荊花》吸引很多人駐足。這件由
各家報紙版面簇擁而出的巨型紫荊
花，既生動展現了香港的繁榮發
展，更透過一篇篇與香港有關的新
聞報道展現了香港不凡的發展歷
程。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
國。中央政府特別製作 「金紫荊花
雕塑」 並贈送給香港特區，安置在

金紫荊廣場上，命名為 「永遠盛開
的紫荊花」 ，成為香港地標之一。
這件名為《盛開的紫荊花》的作
品，就以此雕塑為原型進行創作，
隱喻和平與安定、海外遊子的回歸
和祖國的統一。

《盛開的紫荊花》以香港國安
法頒布實施為背景，以新聞報道為
線索進行創作，搜集了上世紀六十
年代的大公報，以及1997年7月1日
到2020年7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報、
環球時報、中國青年報等媒體刊出
的針對香港回歸及香港地區社會各
界熱切期待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的

相關報道，並結合香港地區文化藝
術類書籍、香港地圖等進行創作。
寓意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在祖國的呵護下健康成長發
展，讓紫荊花在祖國的懷抱中永遠
盛開。

在作品左側，有一片十分明晰
的版面局部， 「大公報」 三個字分
外顯眼。恰如展覽主辦方負責人所
說，今年6月恰逢大公報創刊120周
年。因此，這件巨型紫荊花作品，
既可以視作對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的祝福，也包含對這份百年老報的
致敬。

致敬120周年 大公報元素閃亮美術展
分外
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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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范迪安
在開幕式致辭時表示，這次大展
既是2022年美術界的一件大事，
更是美術家們迎接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的一次集體行動。在籌備展覽期間，美
術家們積極行動，踴躍投稿，體現了大家對粵
港澳大灣區這片熱土的熱愛，彰顯了大家對
「一國兩制」 生命力和優越性的高度自信。

范迪安說，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美
術家都進行了濃墨重彩的展現與謳歌，作品將
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將多種媒介和現代
原色結合，在藝術境界和美術語言的探索上，
也與主題高度脗合。可以期待，內地美術家必
能與港澳美術家更緊密攜手同行，繼續推動大
灣區美術的交流合作，創作出更多增強人們精
神力量的作品。

美術家崔曉東在現場表示，獅子山賦予了
香港人吃苦耐勞、永不言敗的精神，正是依靠

這種精神，香港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因此 「獅
子山精神」 是香港的力量之源，是一份寶貴的
精神財富。所以，我這次以 「獅子山」 為主題
創作了一幅作品。今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征程中，我們也會面臨各種挑戰，也要
發揚這種拚搏精神。

美術家積極投稿 體現對灣區熱愛
推動
交流

▲展覽開幕當日，家長和小朋友駐足欣賞畫
作。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東莞報道：23日晚
上，東莞舉行 「潮流東莞．火柴盒」 城市藝術
Time經典粵語金曲之夜，透過一首首經典港
樂，分享莞港兩地合作的精彩歷程。活動也線上
直播，吸引超30萬人次在線觀看，欣賞經典港
樂，展現同飲一江水的莞港情。

隨着歌曲《鐵血丹心》響起，粵語金曲之夜
拉開帷幕。本場音樂會設置4個年代板塊，分別
是70、80年代的 「流金歲月」 ；90年代的 「東
方之珠」 ；00、10年代的 「香江春潮湧」 、新
時代的 「一起向未來」 ，通過30首歌，帶觀眾穿
越回到香港群星璀璨的光輝歲月。一首《光輝歲

月》拉開90年代粵語金曲的序幕。而00年代的
粵語金曲《明年今日》等也讓在場年輕人齊聲合
唱，追溯青春。

活動現場邀請了9名1997年出生的青年朋友
一起演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國》，表達了東莞青
年對香港、祖國的誠摯祝福。活動現場還邀請港
商代表與現場觀眾分享創業感受，香港東莞社團
總會執行主席兼秘書長梁麟稱，香港回歸祖國
後，莞港兩地的經貿、文化等交流不斷加深，自
己對東莞的飛速發展有深刻感受。 「有各種政策
扶持，所以我總說，東莞是一個非常適合做生意
的地方。」

粵語金曲夜 分享莞港合作精彩歷程 粵港澳深化合作
南沙建優質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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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吳震作品《盛開
的紫荊花》（局部）。

▲油畫作品《步調一致燦
爛香港》。

▲9名1997年出生的青年合唱歌曲《我和我的祖
國》。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