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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余麗齡 通訊員黃雄飛、施昭
燁報道：築巢彭湃故里，引鳳五湖四海。7月31日，
由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委、海豐縣人民政府主辦的
2021年海豐縣總部經濟（樓宇經濟）招商推介會在海
豐蓮花山度假村舉行。

本次推介會以 「大力發展總部經濟、提升城市綜合
競爭力」為目標，旨在充分發揮海豐 「中國彩寶之
都」、生態科技資源匯聚、鄉村全面振興、臨近深圳
獨特區位條件、革命老區政策傾斜等綜合優勢，加快
發展總部經濟，加速打造現代產業體系。活動期間，
共有25個重點投資項目和10個戰略合作簽約項目，
投資項目總投資額254.7億元人民幣。

汕尾市副市長林軍參加大會，海豐縣委書記鄭俊雄
作講話，縣委副書記、縣長郭文炯主持大會。縣人大
常委會主任劉劍平，縣政協主席劉英劍，知名專家學
者、優秀企業和產業園區代表等參加會議。企業代表
黃家武、林木勤、林華瀚、柯涵引發言。

總部經濟助推海豐縣域經濟跨越發展
鄭俊雄致辭表示，海豐縣委圍繞 「力爭五年內邁入

全國 『百強縣』」行列的目標定位，以及汕尾市委書
記張曉強對海豐縣提出的 「在經濟總量上再造一個新
海豐」的新目標，提出了聚力推動總部經濟、銷售業
總部經濟和美妝、電子線路板、珠寶、金銀首飾、電
商直播等七大產業集聚發展，打造七個百億級產業集
群的發展戰略。其中，作為推動海豐經濟產業優化轉
型、提質升級的重要抓手，作為主攻方向的總部經濟
排在首要位置。展望今後幾年，總部經濟的持續發展
壯大，必將成為助推動海豐縣域經濟跨越發展的源動
力，成為再造一個經濟總量 「新海豐」、邁入 「百強

縣」的重大引擎、重要支撐。
「當前，海豐有着經濟發展態勢強勁、區位交通優

勢明顯、政策機遇前所未有、資源稟賦得天獨厚、營
商環境一流高效等優勢，已經成為一方投資置業的熱
土、窪地，也已成為企業集團實施總部遷移分設、戰
略擴張布局的目的地、優選地、新福地。」鄭俊雄表
示，海豐將始終堅持重商親商、禮賢敬才，為前來投
資創業的客商賢才提供更加優質、高效、便捷、寬鬆

的營商環境。未來，海豐將全面兌現扶持總部經濟的
優惠政策，進一步暢通總部企業准入、認定、落戶
「綠色通道」，相信有眾多實力企業、大咖 「鄉賢」

的鼎力支持、強力加盟，海豐必將迎來一個總部經濟
的集聚效應、發展浪潮。

出台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扶持政策
會上，海豐縣委常委、縣常務副縣長卓凜波為在場

企業解讀《海豐縣促進總部經濟和樓宇經濟發展資金
扶持辦法》。根據總部經濟扶持辦法，總部企業扶持
政策包括了認定獎勵、經營獎勵、出口獎勵、貸款貼
息、辦公用房補貼、領軍企業獎勵、決策層人員獎
勵、突出人才獎勵、用地支持、規費優惠、一企一
策、一事一議共12項扶持政策。根據樓宇經濟扶持辦
法，對樓宇運營機構（企業）給予規模經營獎勵，對
入駐企業給予財稅貢獻獎勵。

現場簽約投資項目總投資額254.7億

2021年海豐縣總部經濟（樓宇經濟）招商推介會舉行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道：記者近日從深圳
市統計局獲悉，深圳在去年上半年實現正增長、同期
基數相對較高的基礎上，今年上半年實現全市地區生
產總值14324.47億元，經濟總量繼續位居全國大中城
市第三，按可比價格計算，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9.7%，經濟韌性好，質量高，符合預期。

根據廣東省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結果，深圳2021
年上半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14324.47億元，按可比價
格計算，同比增長9.7%；兩年平均增長4.8%，兩年平
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個百分點。

工業生產再恢復 服務業增勢良好
上半年，深圳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3%，

兩年平均增長3.2%。全市37個工業行業大類中，33個

行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8 個行業兩年平均增速正增
長。其中，通用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
業、儀器儀表製造業、專用設備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分
別增長27.7%、25.1%、23.0%和11.9%，兩年平均分別
增長9.6%、8.1%、6.4%和8.7%。

1-5月，深圳市規模以上服務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
28.8%，兩年平均增長13.4%。分門類看，規模以上服
務業各門類營業收入均實現15%以上增長。

上半年，深圳市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 0.4%，比
2019年同期增長7.3%；兩年平均增長3.6%，兩年平均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3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項目投
資同比下降12.9%，兩年平均增長3.1%，兩年平均增
速比一季度回落3.3個百分點；非房地產開發項目投
資同比增長10.5%，兩年平均增長4.0%，兩年平均增

速比一季度加快4.5個百分點。
上半年，深圳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4485.10 億

元，同比增長 23.2%，比疫情前的 2019 年同期增長
4.9%，兩年平均增長2.4%。

貨物進出口增長快 財政收入穩步提升
上半年，深圳市進出口總額15928.34億元，同比增

長19.3%，兩年平均增長9.0%。其中，出口8533.96億
元，同比增長 19.4%，兩年平均增長 6.0%；進口
7394.39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19.2% ， 兩 年 平 均 增 長
12.7%。

貿 易 結 構 持 續 優 化 。 機 電 產 品 出 口 同 比 增 長
27.5%，佔出口總額的80.0%。一般貿易進出口佔進出
口總額的比重為50.6%，比一季度提高1.2個百分點。

民營企業進出口佔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61.3%，比一
季度提高0.8個百分點。深圳市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
入 2352.51 億元，同比增長 15.8%，比一季度加快 0.8
個百分點；稅收佔預算收入比重為82.9%，比上年同
期提高 4.6 個百分點。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
2263.73億元，同比增長14.4%。

6月末，深圳市金融機構（含外資）本外幣存款餘
額107921.34億元，同比增長14.8%。金融機構（含外
資 ） 本 外 幣 貸 款 餘 額 73641.16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12.7%。

上半年，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026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4252元，名義增長13.0%；扣除價格因素
實際增長12.9%，高於同期地區生產總值增速3.2個百
分點。

深圳上半年GDP超1.4萬億 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三

「嶺南文化佛山功夫——2021年粵港澳青年文化之
旅」由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
局和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聯合主辦，佛山
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承辦。

傳統文化體現交心交融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是列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的粵港澳青年交流的重要品牌活動，連續多
年入選文化和旅遊部 「內地與港澳文化和旅遊交流重
點項目」。

7月26日，來自粵港澳大灣區70多名大學生齊聚澳
門，先後打卡澳門大賽車博物館、婆仔屋文創空間、
澳門媽閣廟等地標性建築，開啟了2021年粵港澳青年
文化之旅。在澳門回歸賀禮陳列館裏，全國各省市為
慶祝澳門回歸而贈送的34件各具地方特色的賀禮讓大
學生們感受到祖國人民對澳門人民的深情厚意。澳門
大學大三學生林琦琦說： 「每一件賀禮都有自己的故
事，都有對澳門、對國家統一的濃濃深情。」

粵港澳三地文化同根、同源、同宗。佛山是廣府文
化的發源地和興盛地之一，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進程中，佛山深入推動大灣區非遺合作項目和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增強大灣區人文軟實力。

灣區是青年實現夢想舞台
從觀看五滋六味俱佳的粵菜製作手藝，到親手製作

剪紙、彩燈扎作、手工拉胚、陶藝製作等非遺文化工
藝；從實地參觀構築精巧的順德清暉園、祖廟博物
館，到親身學習硬橋硬馬、穩扎穩打的佛山南派功

夫；從觀摩體驗醒獅、製
陶、剪紙等嶺南特色的非遺民俗，到體驗使用陳列在
廣東工業設計城展館裏的高科技展品……一項項各有
特色的內容，讓粵港澳三地青年領略到了佛山這座傳
統又現代的城市的魅力。

大灣區的發展，讓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籍學生梁朝軍
對未來充滿信心和期待，坦言自己畢業後要來佛山創
業：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快速發展，我們年輕
人施展才能的新空間越來越大，機會也越來越多，我
覺得大灣區就是我們實現夢想的舞台。」

在7月31日舉行的2021年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總結
聯歡會上，文化和旅遊部港澳台辦二級巡視員張棟希
望粵港澳青年交心交融，共創粵港澳大灣區和祖國建
設的美好明天。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梁家樂通過視頻向現場學子們送上祝福，希望他
們能分享這次活動的經驗和感受，讓更多人了解三地
文化以及大灣區發展。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
局學生廳廳長陳旭偉期望大學生們好好把握國家發展
機遇，不斷裝備自己，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沉浸式文化之旅感受灣區魅力

粵港澳青年共繪「同心圓」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

濤、黃裕勇報道：7月31
日，伴隨着 「歌唱我們親
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
富強」 的歌聲，2021年粵
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畫下句

號。據悉，從7月26日至31日，70多名粵港澳三地大
學生走進澳門、佛山兩地展開沉浸式文化之旅，了解
建黨百年的歷史，深度體驗非遺文化精髓，感受嶺南
文化和人文美景，在大灣區發展大潮中增強中華民族
的文化認同、血脈認知，共同畫出 「青年同心圓」 。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7月31日，中
廣核在廣州召開的粵港澳大灣區國企社會價值高峰
論壇上，發布了2020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系統展
示過去一年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成果。這是繼2012
年以來，中廣核面向社會公開發布的第10份年度社
會責任報告。

報告顯示，2020年，中廣核發揮主業優勢，始終
高標準、高目標推動核電、風電、太陽能等清潔能
源業務發展，不斷開拓清潔能源先進技術研發應
用，為實現國家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和應對全
球氣候變化、守護生物多樣性貢獻力量。報告披
露，2020年清潔能源上網電量2631.12億千瓦時，等
效減排二氧化碳超過2億噸，相當於種植了超過60
萬公頃的森林，為推動能源低碳清潔轉型提供助
力。

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委員、秘書長彭華崗，國務院
國資委科技創新和社會責任局副局長張曉紅，中廣
核黨委常委、總會計師何海濱共同見證了報告發
布。作為央企代表，何海濱在論壇上分享了中廣核
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探索和實踐。

建立負責任可持續發展模式
何海濱表示，中廣核始終圍繞 「發展清潔能源，

造福人類社會」的企業使命，在拓展核電、新能源
等清潔能源主業的同時，堅持回饋當地社區、保護
當地生態環境，建立負責任、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同時建立了透明運營機制，推動企業的持續發展和
社會的和諧進步。

論壇還發布了《粵港澳大灣區國企社會價值藍皮
書（2021）》，中廣核《守護灣區萬家燈火，共繪
灣區碧海藍天》《成長於斯、回報於斯，與項目所
在地同發展，共進步》兩個案例入選並獲評為優秀
案例。

中廣核2020年清潔能源
上網電量2631.12億千瓦時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2021年8月1日
是晶報20周歲生日，2021陽光獎暨晶報創刊20周年
頒獎禮在7月31日晚絢爛綻放。這是晶報回饋用戶
和社會的感恩時刻，也是晶報構建全媒體生態、實
現轉型發展的嶄新起點。

晚會伊始，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
胡洪俠以情景式演講的方式，介紹了晶報20年來的
成長歷程。他表示，20年過去，晶報還是晶報，但
晶報不再僅僅是一張紙，而是擁有了微博、微信公
眾號、APP等多種面孔。20年再出發，晶報將持續
探索媒體深度融合，步履不停。

之後，作為晶報的創刊總編輯，深圳報業集團黨
組書記、社長陳寅在致辭中表示，從創刊開始，晶

報報頭上就打出 「陽光媒體 非常新聞」八個字，始
終保持着清新、青春、敏銳的特質，闖出了一條超
常規的成長之路。回望過去是為了牢記初心，陳寅
寄語晶報全體員工持之以恆守正創新，全力提高媒
體深度融合水平，打造更具影響力的融媒體品牌與
平台。

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政府新聞辦主任吳筠
寄語深圳報業集團及晶報繼續改革創新，不斷探索
新路，全方位、立體式講好中國故事、深圳故事，
為深圳文化軟實力躍升、打造 「城市文明典範」發
揮更大作用，與深圳這座城市一起走好第二個百年
奮鬥目標的 「新時代趕考之路」。

與往屆相比，2021陽光獎有着相當特別的意義。

面對仍在肆虐的疫情，總有一些人能點燃大家心中
的光亮，給予人們前行的力量。所以，此次頒獎禮
現場所頒出的每個獎項均以 「光」來命名，這是對
探索精神和人性陽光的一種致敬。護國院士李蘭娟
獲 「光輝」大獎，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院長劉磊獲
「光彩」大獎，媒體人阿依帕夏·圖拉普獲 「光焰」

大獎，青年歌手蔣敦豪獲 「光鮮」大獎，安絡科技
獲 「光能」大獎，深圳交響樂團獲 「光華」大獎，
深圳交警獲 「光亮」大獎，陽光藝人任賢齊獲 「光
芒」大獎，著名演員張涵予獲 「光影」大獎，著名
導演劉偉強獲 「光電」大獎，博納影業總裁于冬獲
特別獎項 「光耀」大獎，還有各行各業傑出代表獲
「光源」大獎。

2021陽光獎暨晶報創刊20周年頒獎禮絢爛綻放

粵港澳三地學子學習並親手製作彩燈扎作非遺文化工藝。

海豐縣委書記鄭俊雄致辭。 海豐縣總部經濟（樓宇經濟）招商推介會現場簽約投資項目總投資額254.7億。

2021年8月3日 星期二

S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