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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交通網絡越織越密，“1小時生活圈”基本形成

互聯互通鑄就灣區大未來
珠江入海，伶仃洋上。7月 19 日，

伶仃洋大橋西索塔封頂，這是粵港澳
大灣區超級工程——深中通道在關鍵
控制性工程建設上的又一重大進展。

超級工程跨海穿洋，自動駕駛汽
車在道路上實測，港澳青年在珠三角
創新創業。在粵港澳大灣區，隨處可
以感受到來自各個領域的蓬勃活力。

總面積 5.6 萬平方公里的粵港澳
大灣區，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
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

互聯互通，開放創新，穩步推
進的大灣區建設正鑄就著可期的大未
來。

6 月 26 日，中山一院手術室內，世界首例“無缺血”心臟移植手術正在進行中。 張梓望 劉星亮 攝

得知自己即將可以出院，67 歲的擴張

型心肌病患者福伯難掩激動，反復向醫護人

員說：“謝謝你們！”

近日，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下稱“中

山一院”）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世界

首例“無缺血”心臟移植手術獲得成功，實

現了全程血流不中斷、心臟不停跳。

時間回溯到 6 月 26 日下午 2 點，在中

山一院的兩間手術室內，一場前所未有的“換

心大戰”正在進行。

一邊，福伯原本已病變的心臟僅能蠕

動，醫生在為他進行體外循環的基礎上，正

小心翼翼地切除心臟；另一邊，捐獻者的心

臟狀態良好，正有力地跳動著。生命的延續，

因為這份大愛而實現。

手術中，中山一院運用了該院多學科

團隊耗時 2 年首創的“無缺血心臟移植技

術”。隨著外科醫生迅速利落地置管、阻斷，

捐獻者心臟離體，體外供心灌注系統開始工

作。該系統模擬了心臟在真實胸腔裏面的管

道、血流、代謝等情況，通過灌注以維持心

臟的跳動，保持心臟的鮮活，解決了心臟移

植過程中的缺血損傷的世界性難題。

捐獻者的心臟很快被送到福伯的手術

間，中山一院心臟外科吳鐘凱、殷勝利兩位

教授在心髒仍然有力跳動的情況下，進行供

心吻合。在多學科團隊的合作下，手術順利

完成，歷時 4.5 小時。目前，福伯心臟和各

個臟器功能都順利恢復，重獲“新生”。

作為廣東首批“高水平建設醫院”，

近年來，中山一院在器官移植等醫療尖端技

術領域不斷取得突破。此前，2021 年 4 月，

中山一院副院長、器官移植科學科帶頭人何

曉順團隊的《“無缺血”器官移植技術開啟

“熱移植”時代》項目獲 2020 年度國際品

質創新大賽特等獎，這也是中國首次榮獲此

項大獎。

中 山 一 院 成 功 完 成 世 界 首 例“ 無 缺

血”心臟移植手術，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美 國 布 萊 根 婦 女 醫 院 移 植 外 科 主 任 史 蒂

芬教授（Stefan Tullius）認為，這是器官

移植的一個里程碑，為全球進一步研究缺

血、再灌注損傷對移植免疫的影響提供了

基礎。 朱曉楓

基礎設施“硬聯通”打造大動脈
深中通道是繼港珠澳大橋之後，粵港

澳大灣區的又一個世界級跨海通道集群工

程，也是目前中國乃至世界上技術難度最大、

建造工藝最複雜的工程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強調，

敢於鬥爭、敢於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不可戰

勝的強大精神力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橋

樑工程管理部黨支部書記姚志安說，攻克超

級工程建設中一項項技術挑戰，就是要發揚

頑強拼搏、不懈奮鬥的精神。

全長 24 公里的深中通道，預計 2024

年建成通車，屆時深圳到中山車程從目前 2

小時縮至 20 分鐘左右。深中通道將與港珠

澳大橋、南沙大橋、虎門大橋等，共同組成

大灣區跨海跨江通道群。

如今，大灣區基礎設施正加速互聯互

通，立體交通網絡正越織越密，“1 小時生

活圈”基本形成。

今年 6 月，廣州南沙國際物流中心北

區項目開倉試運營。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最大

的臨港國際集裝箱拼箱中心，這裏可實現公

路、鐵路和海運無縫銜接的多式聯運。

“快速交通網的形成大大提高了大灣

區內貨物運輸和中轉的效率，為珠三角港口

群提高國際競爭力提供支撐。”廣州港物流

有限公司總經理和海寧說。

港澳青年融入灣區創新創業
來自香港的 3 名“90 後”青年自己也

沒想到，會在廣東省江門市的農田裏紮根下

來。

2016 年 5 月，從香港 3 所不同知名大

學畢業後，羅偉特、梁立鋒、譚慧敏組成創

業團隊，來到江門市開展魚菜共生項目科研。

當時，由於試驗規模擴大，香港的場地已經

不能滿足要求。

“剛來不久，我們就遭遇了資金困境，

最困難時手裏只有 2000 元人民幣。”羅偉

特說，江門市農業農村部門了解到他們的情

況後，迅速幫團隊申請了 5 萬元的項目資金，

並在政策、土地和技術上給予支持。

魚菜共生技術是現代農業生產的前沿

技術，儘管在國外已有一些研究，但各國氣

候條件、種植和養殖品種差異明顯，相關科

研數據在中國很難得到有效應用。羅偉特團

隊就一頭紮進農業基地，每天都在田間地頭

跑，開展了大量基礎研究和試驗。

經過五年的科研攻堅，羅偉特團隊已

經申請了多項國家發明專利。目前，在廣東

江門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內，他們正在建設佔

地 500 畝的魚菜共生供港澳有機水培蔬菜種

植基地。

廣東省科技廳數據顯示，截至 2020 年

底，廣東有面向港澳青年的創新創業基地 50

多家，為港澳青年逐夢灣區提供便捷服務。

香港青年周湕倫是暨南大學的大二學

生。在校期間，他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港澳骨

幹培訓班，加入了廣州市天河區港澳青年之

家的實習計劃，今年暑假期間正在一家公司

做市場部實習生。

“內地市場潛力巨大。我是學市場營

銷的，未來我相信會有很好的發展機遇。”

周湕倫說，他已經計劃畢業後留在廣州繼續

創業。

開放創新彙聚資源要素
僅1.83平方公里的廣州國際生物島上，

集聚了 511 家生物醫藥企業、50 餘個高層

次人才項目和 5 家上市公司的總部。

“ 開 放 合 作、 協 同 創 新 是 生 物 島 產

業 發 展 的 密 碼。” 廣 州 國 際 生 物 島 管 委

會 主 任 陳 超 說， 生 物 島 上 有 藥 物 研 發、

幹 細 胞 與 再 生 醫 學、 大 健 康 等 五 大 支 柱

產 業， 產 學 研 一 體 化 融 合， 形 成 了 良 好

的創新生態。

作為第三方檢測機構，廣州金域醫學

檢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疫情期間承擔了大

量新冠病毒檢測任務。通過在廣州、深圳以

及香港、澳門的實驗室，金域醫學已為粵港

澳大灣區超過 1700 家醫療機構提供服務。

金域醫學副總裁歐陽小峰說，企業正

在加速布局醫學檢驗的產業示範基地和科技

創新中心。

生物島上，不時駛過的無人駕駛車輛

讓這座小島顯得科技感更足。

創新也為老牌國企廣州無線電集團有

限公司的發展插上翅膀。今年前 5 個月，該

公司工業總產值同比增加 22％。“我們要

咬緊創新不放鬆，用‘功成不必在我’的精

神接續技術研發，不斷推陳出新。”廣州無

線電集團黨委副書記黃躍珍說。

 新華社

廣東完成世界首例
“無缺血”心臟移植

前海探索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

62名港澳涉稅人才
登記免試跨境執業

【本報深圳訊】 “相信未來會有更多

香港專業人士到前海執業，深港兩地涉稅

專業服務融合勢在必行。”作為首批免試

獲得前海執業資格的香港註冊稅務師之一，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稅務學會前會長龔永

德感到，今年深港合作更務實、更密切了。

作為首個落實《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首批授權

事項清單》的文件，《港澳涉稅專業人士

在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

蛇口片區執業管理暫行辦法》（下稱《辦法》）

於 2021 年 1 月修訂並印發，受到粵港澳三

地政府與行業協會關注。

截至 7 月 18 日，已有 62 名港澳涉稅專

業人士辦理完成跨境執業登記，2 家合資稅

務師事務所完成行政登記，另有 2 家深圳稅

務師事務所正與港澳夥伴推進合作洽談。這

不僅意味著港澳專業人士可以在前海從事納

稅申報代理等 8 項涉稅業務，也標誌著這項

改革實現了從制度到實踐的突破。 張瑋

出口退稅新系統在粵試點10個月

逾4萬戶企業出口
退（免）稅近3000億元

【本報廣州訊】 日前，中國國家稅

務總局正式上線出口退稅新系統。廣東

作為首批試點上線地區之一，自去年 8 月

31 日以來，已單軌運行 10 個完整的納稅

申報期，共為 4 萬多戶企業辦理出口退

（免）稅 2992.27 億元，進一步簡化退稅

流程，切實減輕了出口企業退稅負擔。

試點 10 個月以來，廣東稅務部門著力

將出口退稅申報、出口退稅審核、出口退

稅函調等功能統一歸併到金稅三期系統，

使徵稅、退稅、發票、稽查等業務緊密銜接。

同時為企業提供電子稅務局線上申報軟件、

出口退稅離線申報工具、國際貿易“單一

窗口”線上申報軟件 3 種免費出口退稅申

報渠道。 曾美玲 嶽瑞軒

廣州入選中國首批
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本報廣州訊】 7 月 19 日，在中國培育

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工作推進會上，中國商務

部公布了率先開展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培育建

設名單：上海、北京、廣州、天津、重慶五個

城市榜上有名。

培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是形成強大國

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一環。

在中國二十多座城市打造國際消費中心

城市的“競逐”中，廣州憑藉成熟的商貿體系、

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以及通達四方的樞紐建

設，奮力突圍。

近年來，廣州市消費貢獻率逐年上升，

消費結構趨於優化，城市居民生存型消費佔

家庭生活消費總支出的比例不斷下降，發展

型、享受型消費已超生存型消費。廣州市商

務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下一步，廣州將著力實

施“尚品”“提質”“強能”“美譽”四大工程。

其中，“尚品”工程，即把建設國際消費中心

城市與引領灣區製造業轉型升級更好結合

起來，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國

際名師（設計師）、名節（重大活動）、名品（區

域特色產品）、名牌（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

品牌）；“提質”工程，即把建設國際消費中

心城市與商貿業提質增效更好結合起來，大

力發展直播電商、網絡消費、無接觸式交易

等新業態新模式，培育建設名圈（商圈）、名

街（步行街）、名場（設計展貿市場）、名店；“強能”

工程，即把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與全面增

強國際商貿中心功能更好結合起來，深化文

商旅體融合，提供更加多元、更高品質的消

費體驗；“美譽”工程，即把建設國際消費中

心城市與優化市場環境更好結合起來，探索

新業態新模式包容審慎監管模式。 黃舒旻

廣州正佳廣場是亞洲最大的購物中心之一。肖雄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