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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
訊】記者朱樺、
盧偉報道：昨
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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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在廣州開幕，嚴浩執導、斯琴高
娃主演的香港經典電影《似水流年》拉開了展映活動
的序幕。

自 6 月 24 日起，電影展映活動將陸續在廣州、深
圳、佛山、珠海、東莞、中山6城舉辦，歷時近兩個
月，共展映12部香港經典電影。

開幕式上，廣東省電影局主要負責人表示，本次展

映活動是粵港兩地開展電影交流互鑒、深入推進大灣
區文化圈建設的探索實踐。希望通過電影這一重要文
化載體，構築粵港澳三地更加堅實的文化交流橋樑，
共同為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書寫更為精彩的時
代篇章。

香港特區政府 「創意香港」總監曾昭學表示，希望
借本次展映活動進一步推動粵港兩地電影的交流合
作， 「在展映的作品中，我們能看到一個拚搏的香
港、有活力的香港和有創意的香港。這既是 『一國
兩制』偉大方針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也是一代香港
人 秉 持 獅 子 山 精 神， 努 力 奮 鬥、 共 同 取 得 的 成
就。」

業界加強人才與技術交流

記者了解到，從過去到現在，香港影視行業創造過
無數在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記的經典力作，如今，星
光璀璨的香港電影業逐漸融入到大灣區的電影發展
中，粵港澳融合交流為大灣區的電影業增添了更多光
芒。

在人才交流上，粵港澳電影人才交流日趨密切，
2021年，香港知名電影企業英皇娛樂在廣州設立大灣
區總部，深度促進了影視娛樂行業的交流，越來越多
的香港影視人才 「北上」發展。

在技術上，粵港澳電影技術的合作交流正在引領一
批全新的電影作品與觀眾見面。2022年，粵港合拍片
《拆彈專家 2》獲第 34 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剪輯
獎，這部電影吸取了香港電影工業的技術優勢，集合
了港澳電影的經驗和技術，是粵港融合發展的範本。

在行業上，粵港澳影視企業的交流也日趨密切。香
港國際影視展每年吸引大量粵港澳大灣區影視企業參
與，開闢出了一條大灣區電影發展的新路徑。

12部香港經典電影在灣區巡展

粵五年投7500億治污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廣東省生態環境

廳廳長魯修祿在昨日舉行的廣東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
列新聞發布會——生態文明建設專場上表示，近五年
來，廣東省累計投入近7500億元補上歷史欠賬，以超
常規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其中，僅 2018 年至
2020年，省級財政統籌安排污染防治資金722億元，其
中專項用於練江流域水污染整治的資金約124億元。

2021 年 廣 東 空 氣 質 量 優 良 天 數 比 率 為 94.3% ，
PM2.5 平均濃度降至 22 微克/立方米；近岸海域水質
優良面積比例達 90.2%，均創歷史最好水平；截至
2021 年碳排放配額累計成交量和金額分別為1.997 億
噸和46.1億元。

魯修祿表示，廣東在落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國
家戰略時，把生態保護放在優先位置，加快建設國際
一流美麗灣區；在謀劃全省 「1+1+9」工作部署時，
將污染防治攻堅戰作為其中重要內容，協同推進經濟
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在構建 「一核一
帶一區」區域發展格局時，對珠三角核心區、沿海經
濟帶、北部生態發展區均提出明確的生態保護要求；
在研究高質量發展綜合績效評價體系時，提高一級指
標綠色權重。

深企享RCEP稅惠1.13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近日獲悉，

2022年1-5月，深圳海關共計簽發RCEP原產地證書
6858 份，涉及出口貨值16.40 億元，可享受進口國關
稅優惠約8198萬元；進口RCEP協定項下貨值5.60億
元，享受稅款減讓3090萬元。進出口貨物主要包括，
箱包、石墨、塑料製品，以及合金鋼平板軋材等生產
原材料。

深大國傳院正式成立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深圳大學區域國

別與國際傳播研究院（下稱 「深大國傳院」）成立儀
式暨 「新時代區域國別與國際傳播研究賦能中國海外
利益發展與安全」研討會近日在深圳大學舉行。

深大國傳院服務 「中國文化走出去」和 「雙區」建
設國家戰略，以外國語學院為班底，協同傳播學院、
中國海外利益研究院、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等，致力
於搭建一個跨學院、跨學科、跨專業的大平台。

深圳關愛船員送溫暖
【香港商報訊】記者陳彥潔報道：在 「世界海員

日」來臨之際，由深圳市總工會、深圳海事局和前海
國際海員服務協會組成的深圳市海上勞動關係三方協
調機制，昨日在深圳蛇口郵輪母港、深中通道施工現
場舉辦了 「關愛船員送溫暖」主題慰問活動，慶祝船
員自己的節日。

據統計顯示，2021年深圳獲評 「安全誠信船長」人
數佔全國總數14.1%，連續多年穩居全國前列，其中更
有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深圳船員隊伍蓬勃發展。

供港菜通關日益快捷
近日， 在距離香港數十公里外的深圳市光明區成

武金石農業開發有限公司供港蔬菜加工廠內，經工人
們挑選、分裝、打包後的供港蔬菜運往文錦渡口岸。
「內地市場有的蔬菜，香港市場都有。我們加工廠內

有20-30個品種，四季供應不斷。」該公司品控部經
理朱英明對供港蔬菜如數家珍。

「我們當天裝車的新鮮蔬菜，最遲第二天就能出現在
香港市場上供市民選購，這在二十多年前是不可想像
的。」樂頤食品（深圳）有限公司的負責人李得輝說。

由於香港人多地少，無法大規模發展種植業，香港
同胞生活物資大部分來自內地。從上世紀 50 年代開
始，香港市場90%的蔬菜一直由內地穩定供應，深圳

作為供港鮮活產品的重要基地和離境
口岸，每天從這裏輸港的新鮮蔬菜佔
香港市場的90%以上。

香港回歸以來，得益於深港公路口岸快速通關模式
加速推廣，供港蔬菜的出口逐漸由鐵路轉向公路運
輸，時間更短，成本更低。從最早的國家計劃定向供
港到按市場經濟穩定供應，從掛上哪列算哪列的鐵皮
車到如今的供港直通車，從過去白菜馬鈴薯蘿蔔的
「老三樣」到如今天南海北各式各樣的蔬菜應有盡

有，供港蔬菜從嚴重的不確定性實現了 「趕早市」的
目標。

這期間，深圳海關不斷改革創新監管，2009年率先
探索供港蔬菜電子化監管，首創供港蔬菜加工全過程
視頻監管模式；2014年建立專項抽檢、風險監測及監

督快篩 「三維質量控制體系」；2017年運用信息化手
段開展 「鏈條式管理」，為每一批供港蔬菜配備 「身
份證」，實現從田間地頭到菜籃餐桌的監管全覆蓋；
2019年，創新採用 「屬地+口岸」監管模式，實施供
港蔬菜企業分級分類管理。

幫扶培育穩定供港企業
25 年來，為提升供港蔬菜品質、保障產品質量安

全，深圳海關加強制度建設，幫扶培育了一批長期穩
定的供港蔬菜加工企業，協同內地海關建立了一批供
港高標準種植基地，所有供港蔬菜均經海關監管檢驗
合格後出口，產品合格率常年保持在99%以上。

回歸至今年均供菜63萬噸

深圳守護港人菜籃子
【香港商報訊】記

者姚志東報道：今年
是香港回歸25周年，
25年來，深圳海關立
足職能、主動作為，
風雨無阻，全力保障

供港蔬菜質量安全和通關順暢，穩定香港市民菜籃子。據海關統計，
從1997年至今，深圳海關年均監管供港蔬菜63萬噸。特別是2022年
以來，面對香港疫情，該關全力以赴保障供港蔬菜穩定供應，1-5月
共監管供港蔬菜25.13萬噸，同比增長17.13%。

深圳海關關員對轄區供港蔬菜種植基地開展現場監管。

採風團全體成員名單
採風團團長

黃亞洲：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
會原副主席、作家、詩人、編劇。小說《日出東
方》列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部優秀長篇小說。
著有詩集《狂風》《行吟長征路》《中國如此震
動》，長篇小說《雷鋒》《紅船》等。

採風團成員

許 輝：安徽省作家協會原主席、安徽省文聯副
主席、安徽省第八屆政協委員。他釋讀的中國傳統
經典《論語》《老子》《中庸》等專著均在台灣出
版了繁體版。

鮑 十：廣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廣州市文藝報
刊社原社長、電影《我的父親母親》的原作者、一
級作家。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拜莊》《我的父親母
親》等。

林那北：福建省作協副主席、福州市文聯副主
席。代表作有《尋找妻子古菜花》《浦之上》等。

衣向東：北京聯合大學藝術總監、作家、編劇、
書法家（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牟氏莊
園》《我們的連隊》《將軍日記》等改編成電視連
續劇在全國熱播。

盧衛平：中國詩歌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詩歌創
作委員會副主任、珠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6月23日，第十三屆 「品鑒嶺南」
中國著名作家廣東行採風團走進寶安
區松崗街道。作家們探尋琥珀的前世
今生，了解松崗在傳統文化保護方面
的努力。採風團團長、中國電影文學

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黃亞洲認為當地在黨建引領下將文化保
護做得很好，值得其他地方借鑒， 「將通過我們的眼睛和筆，讓更多人知
道。」 王娜 林麗青

著名作家走進松崗 點讚當地文化保護

琥珀前世今生 令作家們嘆為觀止
松崗採風第一站，走進松崗琥珀交易市場，這裏是

全國最大的琥珀交易市場。市場三樓是世紀琥珀博物
館。在這裏，作家們穿過時空隧道，了解世界上最古
老的寶石之一——琥珀的前世今生。 「由東到西是絲
綢之路/由西到東，就是琥珀之路。」參觀完博物
館，採風團團長黃亞洲有感而發，賦詩一首， 「透明
的叫琥珀/不透明的叫蜜臘/金珀與不透明的蜜蠟交織
在一起的，叫做金絞蜜/這才知道，天下植物，都有/
各自的傷心。」黃亞洲說， 「有時候，人類的喜悅，
也源於大自然的流淚！」

一聽說要去看琥珀，衣向東特別興奮。在世紀琥珀
博物館，衣向東聽得特別仔細，看得特別細緻， 「看
一看以後不會被蒙了。」 黃亞洲認為，琥珀博物館
做得很好，不僅僅是作家直觀的感受，廣大群眾也能
接收到琥珀行業的知識，尤其是小孩子。

從博物館出來，作家採風團一行走進琥珀交易市
場，將剛剛了解到的知識學以致用。市場內匯聚了來
自全球的琥珀商家，也可以看到各種類型的琥珀產
品，包括琥珀首飾、琥珀香皂、琥珀畫、琥珀枕、琥
珀熏香等。

林那北看中了一條琥珀掛件鎖骨鏈， 「鑲嵌工藝，
挺好看的。」衣向東相中了兩個蜜蠟吊墜。據深圳松

崗琥珀國際交易市場負責人介紹，目前市場正積極開
拓線上銷售渠道，打造抖音網紅直播基地。

點讚黨建引領文化建設
松崗人傑地靈。這裏有文天祥紀念館、蔡學元進士

第，也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七星獅舞、省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松崗賽龍舟，還有區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項目木器農具製作技藝和粵式糕餅製作技藝等。

當天下午，作家採風團一行走進深圳市唯一一家專
業性農具博物館——木器農具展示廳。展廳全面展示
了松崗農耕時代農業發展歷史。木製步槍、禾桶與禾
梯、雞公車、除蟲梳、風櫃、牛押、秧船等傳統木器
農具，如製作銼刀、鑿子、墨斗、米餅印、月餅印等
傳統手藝工具，勾起了作家們的回憶。

黃亞洲拿起鐮刀，現場展示怎麼割稻子。 「好些農
具都用過，特別是割稻子的鐮刀，腳踏打稻機，年輕
的時候用過。」黃亞洲告訴記者，把這些農具集中起
來，不僅是傳承人文業成的情懷，當地政府此前就給
予支持，鼓勵他把事情做下去。

據當地負責人介紹，松崗街道組織轄區青少年參觀
深圳市唯一非遺文化農具展示廳，共吸引了近20個
親子家庭前來參觀。對此，黃亞洲大為讚賞， 「這個
措施挺好的，可以讓現在的年輕人了解那個年代的農
民是怎麼種出糧食和蔬菜的。」黃亞洲期待該展示廳

以後能面積更大一點。

將藉筆讓更多人知道
近年來，在黨建引領下，松崗街道文體事業發展繁

榮。2021年，成功舉辦第十屆 「陽光少年」詩文朗誦大
賽； 「時代灣區」文化專欄在《中國文化報》等各級平
台刊登優質稿件14篇；松崗非遺農具展示廳、五指耙閱
讀中心、五指耙嶺南書院 「三館」開放。2020年1月，
松崗街道在深圳率先成為 「學習強國」深圳學習平台基
層供稿示範點，2020年10月 「學習強國」深圳學習平
台寶安編輯部落地松崗街道。2016年、2017年和2018
年，松崗街道先後承辦了寶安龍舟賽、廣東省龍舟錦標
賽和廣東省毽球錦標賽。2019年更進一步，承辦全國毽
球錦標賽，連續三年承辦省級以上體育賽事，打造了轄
區的體育精品項目，擦亮了松崗文體招牌。松崗街道還
依託 「毗鄰黨建」平台，舉辦各種 「茅洲河盃」文體賽
事，包括足球、羽毛球，以及書畫展等，大大豐富了周
邊居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當天作家採風團的首站——松崗琥珀交易市場外
圍，松崗街道打造了南岸村琥珀特色商業街區，並將
該街區與產業、文化、商圈的需求和建設結合起來，
帶動商業氣氛，真正讓群眾從城市文明發展中得到實
惠，讓周邊市民幸福感不斷提升。

「把這些傳統文化的節點都能夠修繕保存，並作為
科普教育的地方，不容易，很受教育。」在蔡學元
「進士第」，黃亞洲了解到，當地政府把清代嘉慶年

間進士第完全保存下來，進行修繕。 「作為教育青年
的場所，對年輕一代是很好的教育。」黃亞洲期待通
過作家的眼和筆，把松崗街道的這種做法宣傳出去，
讓更多人提供借鑒和參考。作家採風團一行在世紀琥珀博物館參觀採風作家採風團一行在世紀琥珀博物館參觀採風。。參觀傳統木器農具勾起了作家們的回憶參觀傳統木器農具勾起了作家們的回憶。。

作家採風團在蔡學元進士第合影留念作家採風團在蔡學元進士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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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輝：安徽省作家協會原主席、安徽省文聯副
主席、安徽省第八屆政協委員。他釋讀的中國傳統
經典《論語》《老子》《中庸》等專著均在台灣出
版了繁體版。

鮑 十：廣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廣州市文藝報
刊社原社長、電影《我的父親母親》的原作者、一
級作家。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拜莊》《我的父親母
親》等。

林那北：福建省作協副主席、福州市文聯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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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向東：北京聯合大學藝術總監、作家、編劇、
書法家（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牟氏莊
園》《我們的連隊》《將軍日記》等改編成電視連
續劇在全國熱播。

盧衛平：中國詩歌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詩歌創
作委員會副主任、珠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6月23日，第十三屆 「品鑒嶺南」
中國著名作家廣東行採風團走進寶安
區松崗街道。作家們探尋琥珀的前世
今生，了解松崗在傳統文化保護方面
的努力。採風團團長、中國電影文學

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黃亞洲認為當地在黨建引領下將文化保
護做得很好，值得其他地方借鑒， 「將通過我們的眼睛和筆，讓更多人知
道。」 王娜 林麗青

著名作家走進松崗 點讚當地文化保護

琥珀前世今生 令作家們嘆為觀止
松崗採風第一站，走進松崗琥珀交易市場，這裏是

全國最大的琥珀交易市場。市場三樓是世紀琥珀博物
館。在這裏，作家們穿過時空隧道，了解世界上最古
老的寶石之一——琥珀的前世今生。 「由東到西是絲
綢之路/由西到東，就是琥珀之路。」參觀完博物
館，採風團團長黃亞洲有感而發，賦詩一首， 「透明
的叫琥珀/不透明的叫蜜臘/金珀與不透明的蜜蠟交織
在一起的，叫做金絞蜜/這才知道，天下植物，都有/
各自的傷心。」黃亞洲說， 「有時候，人類的喜悅，
也源於大自然的流淚！」

一聽說要去看琥珀，衣向東特別興奮。在世紀琥珀
博物館，衣向東聽得特別仔細，看得特別細緻， 「看
一看以後不會被蒙了。」 黃亞洲認為，琥珀博物館
做得很好，不僅僅是作家直觀的感受，廣大群眾也能
接收到琥珀行業的知識，尤其是小孩子。

從博物館出來，作家採風團一行走進琥珀交易市
場，將剛剛了解到的知識學以致用。市場內匯聚了來
自全球的琥珀商家，也可以看到各種類型的琥珀產
品，包括琥珀首飾、琥珀香皂、琥珀畫、琥珀枕、琥
珀熏香等。

林那北看中了一條琥珀掛件鎖骨鏈， 「鑲嵌工藝，
挺好看的。」衣向東相中了兩個蜜蠟吊墜。據深圳松

崗琥珀國際交易市場負責人介紹，目前市場正積極開
拓線上銷售渠道，打造抖音網紅直播基地。

點讚黨建引領文化建設
松崗人傑地靈。這裏有文天祥紀念館、蔡學元進士

第，也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七星獅舞、省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松崗賽龍舟，還有區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項目木器農具製作技藝和粵式糕餅製作技藝等。

當天下午，作家採風團一行走進深圳市唯一一家專
業性農具博物館——木器農具展示廳。展廳全面展示
了松崗農耕時代農業發展歷史。木製步槍、禾桶與禾
梯、雞公車、除蟲梳、風櫃、牛押、秧船等傳統木器
農具，如製作銼刀、鑿子、墨斗、米餅印、月餅印等
傳統手藝工具，勾起了作家們的回憶。

黃亞洲拿起鐮刀，現場展示怎麼割稻子。 「好些農
具都用過，特別是割稻子的鐮刀，腳踏打稻機，年輕
的時候用過。」黃亞洲告訴記者，把這些農具集中起
來，不僅是傳承人文業成的情懷，當地政府此前就給
予支持，鼓勵他把事情做下去。

據當地負責人介紹，松崗街道組織轄區青少年參觀
深圳市唯一非遺文化農具展示廳，共吸引了近20個
親子家庭前來參觀。對此，黃亞洲大為讚賞， 「這個
措施挺好的，可以讓現在的年輕人了解那個年代的農
民是怎麼種出糧食和蔬菜的。」黃亞洲期待該展示廳

以後能面積更大一點。

將藉筆讓更多人知道
近年來，在黨建引領下，松崗街道文體事業發展繁

榮。2021年，成功舉辦第十屆 「陽光少年」詩文朗誦大
賽； 「時代灣區」文化專欄在《中國文化報》等各級平
台刊登優質稿件14篇；松崗非遺農具展示廳、五指耙閱
讀中心、五指耙嶺南書院 「三館」開放。2020年1月，
松崗街道在深圳率先成為 「學習強國」深圳學習平台基
層供稿示範點，2020年10月 「學習強國」深圳學習平
台寶安編輯部落地松崗街道。2016年、2017年和2018
年，松崗街道先後承辦了寶安龍舟賽、廣東省龍舟錦標
賽和廣東省毽球錦標賽。2019年更進一步，承辦全國毽
球錦標賽，連續三年承辦省級以上體育賽事，打造了轄
區的體育精品項目，擦亮了松崗文體招牌。松崗街道還
依託 「毗鄰黨建」平台，舉辦各種 「茅洲河盃」文體賽
事，包括足球、羽毛球，以及書畫展等，大大豐富了周
邊居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當天作家採風團的首站——松崗琥珀交易市場外
圍，松崗街道打造了南岸村琥珀特色商業街區，並將
該街區與產業、文化、商圈的需求和建設結合起來，
帶動商業氣氛，真正讓群眾從城市文明發展中得到實
惠，讓周邊市民幸福感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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