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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
道：在中國的市井文化里，稱呼一
個人為 「師傅」，通常是因為其年
紀稍長，或是其具備某些行走江湖
的技藝。如果稱呼一個年輕的 90
後為 「師傅」，大多數人可能會覺
得奇怪。而當大家面對着 90 後港
青——馬巒街道居深港人聯誼會秘
書長曾海平的時候，卻不得不在他
面前尊稱一聲 「師傅」，當中最大原因與中國傳統的
醒獅文化有關。

艱苦訓練屢獲佳績
中國人素來有舞龍舞獅的習俗，而獅分南北。南獅

由北方的黃獅子（北獅）脫胎而來，與北獅相近，南
獅頭上扎有一隻角，威猛粗獷，講究神似，鼓樂激
昂，令人警醒，故南獅又被稱為醒獅。南獅雖源於嶺
南，但其影響力卻早已遍布全球，可以說，世界上有
華人的地方就有南獅。

曾海平與南獅有着不解的情緣。1991年出生於深圳
坪山的他，10歲隨家人移居香港定居，12歲拜香港南
獅名家郭偉康門下，從此與傳統龍獅文化結緣。十幾
年來浸淫於龍獅，日復一日，艱苦訓練，終在全港及
國際賽事中取得了優異成績。2015年度拿下四海同心
盃傳統賽冠軍，2016年度獲得四海同心爵士盃傳統獅
藝全場總冠軍，並榮膺香港冠軍種子隊資格代表港隊

轉戰世界賽。2018年再戰勇奪第二屆四海同心（香港
濟眾堂盃）世界傳統獅藝挑戰賽冠軍。

回憶起第一次接觸龍獅的經歷，曾海平仍表示難
忘。 「12歲那年，同桌拿了一本名為《說獅》的書來
學校，裏面介紹的龍獅文化當時就讓我產生了濃厚興
趣。這本書是郭偉康師傅寫的，原來這位同學正在跟
郭偉康師傅學習龍獅，好奇的我也跟着這位同學想去
玩玩，結果一接觸就馬上痴迷了。」曾海平隨即正式
向郭偉康拜師。 「一開始純粹是貪玩，覺得舞龍舞獅
很過癮，通過慢慢學習才了解到原來龍獅是國術，是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於是對這項傳統文化更加熱
愛，這樣一玩就是玩了十幾年」，曾海平說。

開班授徒助力公益
現時的曾海平是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認可教練及

裁判，並於2018年回鄉弘揚龍獅文化。如今他在深圳
坪山區的大萬村開班授徒，公益教授村中子弟龍獅的

文化與技藝，目前他的龍獅隊已有60餘名學生。當
被問到為何選擇在最年輕、最應該拚搏的時候回鄉發
展一項公益事業的時候，曾海平表示： 「坪山以麒麟
隊為多，龍獅文化在這裏並不盛行，我一直以來都有
一個夢想，就是回自己的家鄉推廣龍獅文化。幾經波
折終於得到村裏和街道的支持，成功舉辦了兩屆公益
龍獅教學，也讓村裏有了一支屬於自己的龍獅隊。」

由於是公益教學，所以開班授徒並無收入，好在是
村裏免費提供了訓練場地，有瓦遮頭龍獅隊總算是慢
慢穩定下來。為了龍獅隊可以持續發展，曾海平經常
去一些商場或公司表演龍獅賺取經費。除此之外，他
還在坪山開了兩家牛奶店，成為一名來深創業的港
青。 「除了教授學徒和龍獅表演，我也要考慮到生存
問題。開牛奶店除了可以賺點錢之外，還可藉助小店
關係認識更多本土居民，從而也能推廣龍獅運動。」

初來「水土不服」無礙創業
作為香港讀書成長、成年後才回深圳工作的港青，

曾海平坦言最初還是會有點水土不服，不過最後都慢
慢適應，目前工作與生活都已步入正軌。 「剛回來的
時候確實有些不習慣，因為人脈和資源都在香港，在
這邊也沒什麼資源。剛開店的時候，對各種流程都不
熟悉，好在這邊政府對我們比較照顧，最終問題一一
得到解決。」

如今身為馬巒街道居深港人聯誼會秘書長的曾海平
經常會跟香港的朋友介紹內地，尤其是大灣區的發
展。 「不回來不知道，內地這些年的發展幾乎超乎我
想像。就單說坪山，小時候這裏周圍基本上就是農
田，經過多年的發展，如今已是高樓林立，基礎設施
配套齊全。」每當跟朋友談及家鄉的進步，曾海平都
會十分自豪， 「我經常會鼓勵身邊的港青朋友回大灣
區發展，雖然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但都可以克
服，因為這邊的發展前景好，值得來嘗試」。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偉報道：惠州市惠陽區昨日
與聯東集團舉辦 「製造業數字化轉型與產業園區發展
高峰論壇」，為該區製造業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
化轉型，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產業園區高質量發展，助
推粵港澳大灣區製造業 「智造」升級。

就產業調整和升級，惠陽區副區長劉偉東在論壇上
表示，區計劃在 「十四五」期間，集中資源力量推進
六大產業園區建設惠陽（象嶺）智慧科技產業園、惠
陽（新圩）智能製造產業園、惠陽（鎮隆）人工智能
產業園、惠陽（良井）智慧互聯科技園、中韓（惠
州）產業園惠陽空港片區、惠陽（洋納）信息科技產
業園），全力打造智造產業集中承載區。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由深圳市政府辦
公廳主辦，深圳市公安局承辦的2021年度第4期政企
通網絡直播訪談活動近日在深圳市大數據資源管理中
心舉行。記者了解到，2020年，深圳公安推出多項舉
措，加強企業知識產權刑事保護，嚴厲打擊侵犯知識
產權違法犯罪行為，維護企業合法權益，激勵企業創
新發展。全年共破獲知識產權類案件499宗。

本期活動的嘉賓是深圳市公安局經偵局政委楊弘，
活動邀請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
司、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企業代表進行現場
交流。

【香港商報訊】記者冷運軍 通訊員宋紅楠報道：
記者日前從廣東省東莞市台港澳事務局獲悉，自台港
澳同胞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啟動以來，在莞台港澳同胞
踴躍報名接種。23日，近1000名台胞在東莞台心醫院
及各定點醫院完成新冠疫苗接種。

東莞台資企業眾多，有數十萬台胞長期生活工作在
東莞。自東莞啟動台港澳同胞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後，
首批21名在莞台胞已於更早前在台心醫院完成疫苗接
種。東莞台協副會長廖松福說，在莞台胞們對於接種
疫苗都很積極踴躍，預約信息一經發出便滿額了，目
前已經與街道和社區醫院進行了協調溝通，預計本周
二在環球經貿中心集中組織為台胞接種疫苗，目前已
經有大約1000人預約。

【香港商報訊】
記者姚志東報道：
為 慶 祝 建 黨 100 周
年，增強香港學童
對國家、社會的了
解及情感認同，4月
25 日，深圳南園街

道僑聯組織50名香港學童學黨史，參觀粵海水務館，
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滄桑，了解承擔對香港供水重
任的東深供水工程概況及建設歷史。本次活動讓港童
們接受了一場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

活動在南園街道黨群服務中心拉開帷幕，南園街道
統戰委員王永紅、僑聯主席何秋兒出席本次活動。在
黨群服務中心，港籍學童集中觀看了南園街道黨史學
習教育專題黨課錄播視頻——《百年風華我的黨 千秋
偉業我的國》，了解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艱苦歷程，
從黨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踐行學史明理、學史增
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

在粵海水務館，港籍學童認真聆聽講解員關於東深
供水工程源起的介紹，全面了解東深供水工程在香港
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觀看紀錄片《多情東深
水》並進入金湖泵站了解供水運營流程。

學童們在返程大巴上紛紛表示，對新中國創造的偉
大奇跡感到無比自豪。就讀香港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四年級的佳玉同學說，要將所學所見告訴香港的同
學，讓他們也來感受祖國的強大，接下來更要珍惜時
光，努力學習，為祖國建設奉獻自己的力量。

曾海平：回饋鄉梓發揚龍獅文化

學史明理 學史增信
50港童參觀東深供水工程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粵港澳大灣區國
際仲裁中心交流合作平台暨中國（深圳）知識產權仲
裁中心簽約掛牌儀式近日在深圳福田河套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舉行。

據悉， 「一平台一中心」落戶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
合作區深圳園區，目前已實質推進和落地高端科研項
目逾百個，包括香港5所 「世界百強」高校項目、深
圳首個國際組織金磚國家未來網絡研究院中國分院、
西門子能源（深圳）創新中心等港澳及國際重大科研
項目，以及未來機器人、晶泰科技等一批由香港及海

歸創業團隊創辦的 「獨角獸」企業等。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未來將匯集大灣區港澳

等地國際知名仲裁調解機構，邀請國際仲裁領域專業
突出、享有一定聲譽、熟悉兩地法律和相關政策的香
港大律師、律師和澳門律師入駐，為內地企業、境內
外當事人提供國際化、優質高效的仲裁、調解等商事
爭議解決服務。

由於國際仲裁具有廣泛的國際認可度，以及當事人
可自主選擇仲裁機構、仲裁員、仲裁地、開庭地點、
仲裁語言、仲裁規則以及仲裁所適用的法律等特點，

將有力推動探索實行與香港法律制度相銜接的民商事
爭議解決機制，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和做法，
為大灣區創新行業的有序發展增添動力。

依託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交流合作平台同步建立的
中國（深圳）知識產權仲裁中心，將進一步健全知識
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通過知識產權仲裁、
知識產權調解與仲裁的有機銜接，幫助已入駐合作區
的港澳、國際科技企業及人才和諧、高效、低成本地
化解糾紛，為科研機構及高新科技企業提供含諮詢、
調解及仲裁的 「一站式」知識產權保護服務。

灣區機制對接再添新橋樑

一平台一中心落戶深港合作區

深警加強企業
知產刑事保護

惠陽冀助力
灣區「智造」升級

近千在莞台胞
完成疫苗接種

香港學童參觀後合影。

糧食能源生產列入指標體系
《規劃綱要》對2025年的廣東提出了數十項具體目

標：經濟發展邁上新台階、創新強省建設取得新突
破、現代產業競爭力贏得新優勢、改革開放再出發邁
上新高度、發展平衡協調性實現新跨越、實現生態文
明建設邁入新境界、文化強省建設邁出新步伐、幸福
廣東建設取得新成效、現代化治理能力達到新水準、
統籌發展和安全實現新提升。

《規劃綱要》在經濟發展、創新驅動、民生福祉、
綠色生態、安全保障五個方面提出了20項定量指標，
並首次將糧食、能源綜合生產能力列入指標體系。

此外，《規劃綱要》還針對新型基礎設施、重大產
業集群、綜合交通運輸、民生保障等十大領域制定了
重點建設項目清單，總投資額達9.386萬億元，其中
「十四五」投資就達5萬億元。

推動粵港澳職業資格行業標準互認
《規劃綱要》在聚焦高水準開放，增創全面開放合

作新優勢上，提出要全力推進粵港澳融合發展，通過
深入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規則銜

接為重點推進粵港澳合作，推進跨境要素高效便捷流
動和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加快建立，攜手港澳打造國
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如何攜手港澳構建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規劃綱
要》提出多方面舉措：廣東將推進與港澳在市場准
入、標準認定、產權保護、政務服務等方面的接軌，
加快構建對標國際、開放一體的灣區大市場；廣東將
進一步提升廣東製造業優勢與港澳現代服務業優勢融
合發展水準，進一步擴大對港澳服務業開放，進一步
簡化港澳投資者投資准入審批流程。

廣東還提出推動與港澳的職業資格和行業標準互
認，推動重點領域以單邊認可帶動雙向互認。廣東還
將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研究中心建設，制定實施
推廣 「灣區標準」，探索搭建大灣區食品標準體系和
檢驗監測平台，探索建立大灣區食品團體標準；推動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探索設立面向國際
的知識產權教育服務平台。

大力實施「灣區通」工程
為推進粵港澳融合發展，《規劃綱要》還提出推進

粵港澳跨境要素便捷流動。具體而言，廣東提出大力

實施 「灣區通」工程，深入推動三地規則銜接；推進
粵港、粵澳口岸基礎設施建設，推廣實施 「一地兩
檢」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等人員通關新模式，推
進粵港、粵澳海關跨境快速通關對接項目，推動放開
港澳小汽車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內地政
策，推進 「澳車北上」 「港車北上」加快落地。

為實現粵港澳要素便捷流動目標，廣東還將支持符
合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在大灣區設立發展；推進 「數
字灣區」建設，探索建立粵港澳三地跨境大數據中
心，加快推進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推進數據資源
匯聚、流通與共享；開展數據跨境流動安全管理試
點，探索建立既便利數據流動又確保安全的機制。

挺各市規劃特色合作平台
粵港澳合作離不開合作平台建設，《規劃綱要》提

出將加快推動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方面。其中，
提出支持廣州南沙打造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高水
準建設南沙粵港深度合作園等平台載體；加快推進深
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發建設，依託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打造高端科技創新合作高地；攜手
澳門積極推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促進澳門經
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珠西）高
端產業集聚發展區，打造珠江口西岸新經濟增長極。

此外，廣東還支持各市立足自身產業優勢規劃一批
特色合作平台，加快廣州穗港智造合作區、佛山三龍
灣高端創新集聚區、順德粵港澳協同發展合作區、江
門華僑華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建設；引進港澳科
技研發、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醫療教育等方面的
高端資源，推進一批高水準、高質量的合作項目落
地；支持粵港澳合作辦學，探索創新合作辦學模式；
深化實施 「青年同心圓計劃」，高標準建設港澳青年
創新創業基地。

粵「十四五」規劃綱要出爐
GDP年均增速5% 力推粵港澳融合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4月25日，《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正式發布。在社會經濟
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廣東省提出GDP增長目標：未來五年
年均增長5%，2025年經濟總量將站上14萬億台階。《規劃綱要》將粵
港澳大灣區和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雙區」 建設擺在突出
位置，聚焦粵港澳合作，提出將全力推進粵港澳融合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記者昨日獲悉，
深圳市第七次黨代會將於4月27日至30日召開。

深圳市委副書記、市第七次黨代會籌備工作領導
小組副組長鄭軻透露，第七次黨代會報告以肩負好
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賦予深圳的新時代歷史使命為
主線，內容既兼顧全面又突出重點，圍繞粵港澳大灣
區、深圳先行示範區 「雙區」建設和實施深圳綜合改
革試點等重大戰略部署，根據廣東省委 「1+1+9」工
作部署和市委 「1+10+10」工作安排，總結市第六次
黨代會以來的工作，系統謀劃未來五年和更長一段時

期發展目標、戰略路徑和重要抓手。
在介紹黨代會代表選舉工作時，鄭軻說，去年 1

月，市委印發《關於做好中國共產黨深圳市第七次代
表大會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並召開市黨代表選舉
工作會議專門部署。

深圳市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代表名額為630名，劃分
為20個選舉單位。截至4月24日，20個選舉單位的代
表選舉工作全面完成。選出的630名代表中，各級黨
員領導幹部代表390名，佔61.9%；生產和工作一線代
表227名，佔36%；解放軍、武警部隊代表13名，佔

2.1%。婦女代表 222 名，佔 35.2%。少數民族代表 40
名，佔6.3%。50歲以下（含50歲）的代表410名，佔
65.1%；年齡最大的 65 歲，最小的 26 歲，平均 47.4
歲。

重大平台建設加速推進
深圳市委副秘書長、市委政研室主任盧文鵬介紹，

當前，深圳成為多重國家戰略的交匯地，迎來新的更
大戰略機遇期和黃金發展期。深圳市委提出，要在更
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目

前，各項工作已全面鋪開，正全面推進，並不斷取得
新成效。

據介紹，深圳市委形成了6年方案、3年計劃、年度
要點等一批工作安排，分遠中近期部署了超過300項
具體任務，推進 「雙區」建設。盧文鵬透露，深圳前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光明科學城等重大平台建設都在加速推進。

在綜合改革試點落實方面，目前，創業板改革並試
點註冊制、深市主板與中小板合併等一批重點改革事
項取得階段性積極成效。

深圳市第七次黨代會明天開幕

曾海平與他的龍獅隊學員獲2019四海同心（回歸盃）傳統獅藝公開選拔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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