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省委常委會會議指出，要深
化民生領域合作，支持香港、澳門更
好排解民生憂難。同時強化粵港澳聯
防聯控，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
會發展和群眾生產生活的影響。全力
落實中央惠港惠澳政策，大力支持港
澳居民特別是港澳青年到廣東就業創
業，切實加強粵港澳青年人文交流，
解決廣大青年面臨的實際困難，為他
們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會。

記者了解到，廣東已經落實國家
新版防控方案，目前對密切接觸者、
入境人員實施 「7天集中隔離醫學觀
察＋3天居家健康監測」 管理措施，整
體隔離觀察時間從原來的21天壓縮至
10天。廣東還在通知中要求各地調整
相關防控措施，規範開展密切接觸
者、入境人員等風險人員隔離管理，
堅決防止 「層層加碼」 。

從嚴從細抓好社會面防控
深圳市委書記孟凡利4日主持召開

深圳市委常委會會議。會議強調，要
抓緊抓實抓好疫情防控各項工作，持
續鞏固來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毫
不動搖堅持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總策略和 「動態清零」 總方針，堅決
果斷處置疫情，從嚴從細抓好社會面
防控，全面強化深港聯防聯控，持續
築牢外防輸入防線，全面落實新版防
控方案，努力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
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
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據了解，粵港、深港兩地官員目
前正保持密切溝通，並就雙方關心的
話題進行深入探討，研究進一步密切

兩地之間的合作。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上任

後分別致電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廣東
省省長王偉中、深圳市委書記孟凡利
及深圳市市長覃偉中，向他們介紹新
一屆特區政府的工作方針。李家超在
社交平台上載相片並發文表示，感謝
廣東省和深圳市領導對特區政府的工
作表示支持和配合，並指將共同努力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把合作推上
更高台階，並多溝通交流，令香港更
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對於如何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合
作，3日召開的廣東省委常委會會議提
出，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
歷史機遇，不斷深化粵港澳合作，為
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出廣東
努力、廣東貢獻。

推動產業深度融合發展
同時，要攜手港澳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堅持軟硬聯通並舉，深入
實施 「灣區通」 工程，推動三地規則
銜接和機制對接，推進基礎設施互聯
互通，讓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
流更便捷流動。突出科技和產業合
作，加快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
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強化產學
研創新協同，推動產業深度融合發
展，實現港澳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珠聯
璧合，全面提升大灣區綜合實力和競
爭力。

深圳市委常委會會議也提出，要
在便利港人港企發展上下功夫，進一
步完善便利政策和措施，營造良好環
境與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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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強化聯防聯控 減疫情影響
廣東學習貫徹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 支持特區政府解民憂

2022年7月6日
星期三

責任編輯：嚴允通
美術編輯：葉錦秋

A9
要聞

廣
東
實
施
﹁灣

區
通
﹂工
程
成
績
單

優化升級農產品 護供港菜籃子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一直積極與
港澳合作，不少農業大市持續優化升級
農產品，護好供港 「菜籃子」 。

「這麼多年來，運輸已經由當初的
敞篷貨車升級為冷藏車，包裝由當初的
竹簍、竹筐變成現在的泡沫箱，確保農
產品新鮮、快速到港。」 惠東縣倫信農
業有限公司是一家老牌供港企業。公司
相關負責人介紹，公司現有基地約

4300畝，供港品種主要為葉菜，日均
發送供港蔬菜80多噸。

海鮮、豬牛肉、 「糯米雞」 ……如
今香港市民餐桌上的一道菜一碗湯，早
已離不開內地新鮮食材供應， 「鮮活」
已然成為香港同胞對食材孜孜以求的味
道 「印記」 。江門市是粵港澳大灣區重
要的 「米袋子」 「菜籃子」 ，也是優質
的 「海鮮鋪子」 。目前江門水產養殖面
積超90萬畝，佔珠三角地區1/3。

在中山食品水產進出口集團鋪錦水
產養殖基地，海關關員正在對供港活魚
開展出口前監管。這一片魚塘一共200
多畝，每天清晨，都會有10噸左右的淡
水魚從這裏出發，被送往香港各大市
場。目前，中山共有供港水產品養殖基
地36個，居全國地級市數量第一；水產
品加工企業8家，淡水水產品出口量佔
香港市場的五成，基本涵蓋香港市場全
部品種供應。

深增8類特殊人群通關名額申請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

道：深圳針對健康驛站網絡攻擊和 「黃
牛」 代預約行為採取多種防護限制措
施，8類特殊人群符合條件可申請人文
關懷通關名額。

嚴打黃牛炒賣預約名額
「健康驛站房間網上預約系統」 是

為經深圳灣口岸入境到深圳的人員提供
的預約平台，計劃入境來深人員可通過
該系統提前預訂未來7日內（含當日）
的健康驛站房間名額。自2021年1月5
日，深圳灣口岸正式實施持 「健康驛站

房間網上預約確認單」 通關以來，驛站
房間名額一直備受深港兩地關注。

自上周深圳實施入境隔離新政後，
黃牛伺機加價 「炒票」 ，擾亂正常的預
約秩序。不少跨境人士呼籲，健康驛站
預約系統應從源頭嚴防，從根本上打擊
非法炒賣。根據深圳 「12345」 市長熱
線消息，目前已經在針對健康驛站網絡
攻擊和 「黃牛」 代預約行為採取了多種
防護限制措施，包括申請高性能的WAF
防火牆、限制點擊的頻率、限制同一IP
登錄用戶數量等。

同時，為保證特殊人群能及時返回

內地，深圳特別增加了8類特殊人群人
文關懷通關名額的申請，具體包括年齡
為70周歲及以上的年長者；在香港無監
護人的14周歲以下兒童；孕產婦及其陪
護人員；患有基礎性疾病／重病，不適
合集中隔離人士，需出具疾病診斷說
明；香港入境深圳目前仍滯留香港超過
5天及以上的國外留學生；直系親屬近
期病危（去世）人員；需要參加法庭開
庭人員；參加重要考試人員，上述人群
需提供相關證明材料，相關部門進行甄
別審核後，將會給予人文關懷通關名
額。

推進資格認證 三千港澳專才內地執業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

道：近年來，廣東以深入實施 「灣區
通」 工程，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建
設的 「硬聯通」 和規則機制對接的
「軟對接」 兩大領域不斷取得新突
破，亮點頻頻。

數據顯示，在就業方面，廣東以
單邊認可帶動雙向互認，全面取消港
澳人員在粵就業許可，已實現8個領
域超3000名港澳專業人才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執業。來自香港的工程顧問
王先生表示，過往由於粵港資質互認
問題，需要有專業資質的本地設計院
組成聯合體，才能參與項目競標。
「現在執業資格認證銜接了，我們已
獲得大灣區內所有相關執業資格認
證，能更好更快參與大灣區建設。」

稅費減免，讓香港青年更有歸屬
感。扎根南沙創業的香港青年、粵港
澳（南沙城）國際青創社區總經理孫
弘睿說， 「南沙支持粵港澳大灣區青
年創新創業的營商環境現在是越來越
完善了，之前推出了 『港澳青創30
條』 『科創16條』 、南沙人才卡等政

策，現在再加上對在南沙工作的港澳
居民實施 『港人港稅，澳人澳稅』 個
人所得稅優惠政策，對港澳人才的吸
引力更強了。」

軌道交通 一票換乘
交通 「硬聯通」 ，讓香港與內地

走向 「無縫銜接」 。目前，粵港澳大
灣區還在大力推進城際客運公交化運
營，推廣 「一票式」 聯程和 「一卡
通」 服務，逐步實現一張車票、快速
換乘的灣區軌道 「1小時生活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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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0日，
中國銀行珠海分行辦
理首筆代理見證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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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就業港澳人員可憑居住證在廣東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目前在粵納入就業登記管理的港澳居民達8.51萬人。

養老：在粵由港澳服務者興辦的養老服務機構達7家，收住港澳地
區老年人逾900人。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落實 「長者醫療券」 和 「在粵患者覆診特別援助
計劃」 ，為香港居民提供持續服務。

高等教育：廣東共有43所高校具備招收港澳本科生資格，16所具備
招收港澳研究生資格，目前就讀港澳學生超過1萬人。

基礎教育：廣東與港澳中小學校締結姊妹學校突破1100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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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稅務部門工作人員向港企講解
稅收優惠政策。 受訪者供圖

硬聯通
•截至2021年底，粵港澳大灣區高速

公路通車里程達4972公里，路網密
度達9.1公里／百平方公里。

•大灣區鐵路運營里程近2500公
里，其中高鐵里程1430公里；灣
區內地9市城際鐵路里程達476公
里。

•大灣區機場群旅客吞吐能力超過2億
人次、港口集裝箱吞吐量超過8000
萬標箱。

軟聯通
•目前已有建築師、律師、醫師、教師、導
遊等8個領域超3000名港澳專業人才在灣區

內地城市執業。

•探索推進職業技能 「一試三證」 互認，3211人
通過考核獲得證書。

•基本建成 「1+12+N」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體
系，吸納港澳青年就業3455人。

•廣州、深圳、珠海、惠州、中山、江門6市共在港
澳地區設立 「跨境通辦」 服務專區136個。

金融服務
•目前香港、澳門居民通過代理見證開立內地銀

行個人賬戶超18萬戶。

• 「深港通」 、債券 「南向通」 「跨
境理財通」 等措施陸續落

地，人民幣已成粵港澳
跨境收支第一大

結算貨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