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視頻致敬經典港片
近日，一條致敬香港電影的港風短視頻 「阿強愛上

了阿珍」刷爆內地朋友圈。短短5分多鐘的視頻，致
敬了周星馳多部電影。視頻的創作團隊，是深圳劍譜
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港片以前是很經典的東西，我們在裏面用到的一
些手法也好，用到的一些 『梗』也好，就可能跟內地
的不一樣。」 黃錦麟介紹稱，該視頻是和深圳文和
友合作的宣傳視頻，拍攝團隊里很多都是香港人，以
前做過電影行業。這是黃錦麟第一次做編導。

「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新的嘗試。」黃錦麟告訴記
者，整個視頻從構思到出成品，花了5周時間。 「在
串通故事線時，如何在5分鐘時間里安排好故事，是
個難題。」黃錦麟說，在內地網絡碎片化的娛樂方式
下，5分鐘對內地觀眾而言有點長，而香港喜歡的是5
到8分鐘的時長。考慮到視頻會投放到香港市場，黃
錦麟最後選擇了 5 分多鐘時長， 「長一點對成本控
制，對劇情發展，難度就大很多。」

突破思維慣性謀發展
這並不是黃錦麟第一次做視頻， 「我們之前從一個

香港人的角度，去拍人在華強北的系列視頻，反響很
好，因為我們的那個拍片風格可能跟內地的推廣公司

不一樣。」黃錦麟說，此次拍攝的港風宣傳片，出來
的效果也非常好。

「現在是後疫情時代，大灣區肯定是香港公司關注
的方向。」黃錦麟認為，視頻推廣行業競爭很大，內
地市場非常大， 「裏面更多的是小業務，但我不怕，
這里量大，我們可以做很多。」黃錦麟說，港人千萬
不要用香港的市場經驗來看內地， 「我以前在香港談
的也是幾千萬幾百萬的合同，在這邊幾萬塊都有。我
們常說， 『在內地，每個人給你一塊錢，你就發達
了。 『」黃錦麟認為，只有突破這個點，才能在內地
發展。

在深圳兩年多來，除了做視頻拍攝、網絡推廣、活
動策劃，黃錦麟還從事天使投資人工作，投了很多香
港的一些初創團隊和孵化器。最近，黃錦麟在前海夢
工場投資了一家孵化器。他認為，前海擴區後，整個
工作生活配套都有了很大的變化，給了他很大的信
心。 「對創業者而言，在這邊找到投資人的機會更
大。」黃錦麟如是說。

談及未來，黃錦麟期待能快點通關，讓更多的香港
朋友來到內地， 「我可以介紹不同的深圳朋友給他們
認識，讓他們去了解真正的大灣區融合是一個怎樣的
狀態。」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7南粵直通
2022年6月27日 星期一 責任編輯 張碧珊 蒙金霞 美編 劉樹燕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在香港街頭，庫
爾勒香梨、陝西蘋果、廣西百香果、徐聞菠蘿……來
自全國各地的新鮮水果隨處可見，不斷豐富着香港市
民的 「果籃子」。

因深港兩地獨特的地理位置，內地大量的水果、蔬
菜、水產品等鮮活物資都經由深圳口岸輸往香港。據
深圳海關統計，從1997年至今，經深圳口岸輸往香港

的水果從每年約5萬噸增長到了20萬噸，品種也從蘋
果、鮮梨、柑橘等常規耐儲品種擴大到了荔枝、獼猴
桃、百香果等數十個品種。

深海關助力填滿港「果籃子」
為保障產品第一時間運抵目標市場，深圳海關根據

長期的監管經驗，對水果及集中申報模式大大簡化了
通關流程，壓縮了通關時間。進入5月以來，隨着嶺
南地區的龍眼、荔枝等時令水果進入旺季，深圳海關
專門開闢進出口鮮活易腐農食產品屬地查檢 「綠色通
道」 ，對供港水果實行 「5+2」預約查檢，確保新鮮
水果高效通關。

近日，一批包含黃皮、甘蔗、百香果等在內20多個

品種的水果在深圳優之卉公司進行裝車，準備發往香
港。據公司經理李芳玲介紹，以前內地供港的水果品
種單一，雖然香港市場對楊桃、百香果、枇杷、黃皮
這些小品種水果需求旺盛，但由於其生長季節性強、
生長周期短，一直沒能形成規模效應。同時由於農戶
種植分散，難以滿足水果果園註冊登記要求，無法出
口。

為了進一步豐富香港市民選擇，深圳海關積極扶
持培育關區內小品種水果果園，出台一系列便利措
施支持小品種水果出口。同時還從廣西、雲南、湖
南等地的種植基地入手，幫助轄區出口水果企業與
全國200多家果園成功 「牽線搭橋」，依託信息化監
管系統，對保鮮期短、通關時限要求高的品種實行

優先查驗、優先檢測，有效擴大填滿香港市民的
「果籃子」。
在追求快速通關的同時，深圳海關緊抓出口水果

的食品質量安全。通過嚴把源頭關，確保水果 100%
源自備案果園，並對常見農藥、殺蟲劑、保鮮劑等
殘留情況實行重點監控，開展水果安全風險監控工
作，對監控不合格的情形，嚴格落實後續處置和整
改提升，從果園管理、病蟲害防治、加工廠分級挑
選、產品出口等全鏈條掌握水果包裝廠自檢自控能
力，通過 「企業單證把控+海關風險監測」的模式，
共同把關出口水果質量安全。加強口岸屬地協同機
制，嚴厲打擊出口水果不如實申報、來源不明、違
規裝卸出口等行為。

內地水果在港日益受寵 25年數量品種雙增長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廣東一直是內
地輸港食品（含鮮活農產品）的最大供應地，約佔
內地供應總量的70%。據統計，今年 1-5 月，廣州
海關共檢驗監管供港蔬菜 1077 噸、供港生乳 7891
噸、供港塘魚2754.1噸、供港活豬16.2萬頭、供港
中藥材2.8萬批次。

為服務保障香港市民生活物資供應，廣州海關切
實抓住源頭、管住過程、優化服務，構築起供港食
品農產品 「生命線」，確保食品農產品供港安全、
均衡、應時。

為保障供港蔬菜質量安全，廣州海關還對供港澳
基地蔬菜取樣進行重金屬、農藥殘留等項目檢測，
指導企業規範用藥，監督企業規範落實溯源管理和
自檢自控制度，保障香港同胞 「菜籃子」安全穩定
供應。今年1-5月，廣州海關共檢驗監管供港蔬菜
1077噸。

為保障中藥材穩定供港，廣州海關成立中藥材出
口服務保障小組，促進供港中藥材整體質量安全水
平持續提升。今年1-5月，廣州海關共檢疫監管供
港中藥材2.8萬批次，貨值3億元。

【香港商報訊】記者賴小青 通訊員羅瑞嫻、麥芷
銘報道：為期兩天的IC NANSHA 「2022 中國·南沙
國際集成電路產業論壇」日前開幕。近百位海內外芯
片產業企業家和專家齊聚廣州南沙區，展示發展成
果，探討前沿趨勢，共商發展大計。

南沙區區長董可在開幕式上重點介紹南沙發展情況
和《南沙方案》。據其介紹，芯片項目落地南沙，除
了能夠享受國家政策紅利和 「四鏈」融合政策，還能
獨享最新推出的《廣州南沙新區（自貿片區）促進半
導體與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扶持辦法》（即 「強芯九
條」），從重大項目落戶、企業融資、完善集成電路

產業鏈、補貼企業生產性用電、支持企業開展車規級
認證等9個方面進行扶持。如，對新引進的集成電路
製造類企業給予總投入10%、最高3億元落戶支持；
按照企業建設公共服務平台的實際投資額30%，給予
最高 3000 萬元一次性補貼；按照企業實際流片費用
50%，給予最高2000萬元補貼。

「目前，南沙正抓緊推進政策落地各項工作，讓更
多企業能享受國家政策紅利。」董可如此表示。記者
採訪博世中國總裁陳玉東了解到，國家政策紅利和
「強芯九條」區域性政策大大提升了南沙的知名度，

也讓跨國集團在港澳分支機構和港澳人才流動中更自

由。陳玉東還提及，南沙為人才打造的環境十分吸
引人，無論是扶持獎勵、財稅優惠、居住環境上都有
較強競爭力，這對渴求人才的芯片企業和產業來說相
當關鍵。因此，博世中國正考慮將華南地區的研發和
製造中心落地南沙，具體落地計劃正在洽談中。

同時，南沙還推出了國家級新區首個 「四鏈」融合
政策體系。新政策多個條款力度領跑全國，預計未來
五年將投入超200億元。其中包括，給予高層次人才
團隊項目最高1億元獎勵，對港澳青年獎勵最高 100
萬元、對新引進的本科以上學歷人才給予最高12萬元
的生活補助等。

廣州構築供港
農產品「生命線」

南沙發布「強芯九條」 最高3億撐企落戶

大灣區青年周在穗啟動 「櫥窗劇場」 成功首演

迷你港片好評如潮

港青全力推廣灣區融合
【香港商報訊】記者易小婧、林麗青

報道：在深圳，香港青年黃錦麟用港味
短視頻溝通兩地文化，引爆兩地市場。

通天地集團有限公司首席戰略官、深
圳劍譜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CEO 黃錦

麟，無論是投資孵化器，還是推廣服務，他都希望幫助到在內地發展的香港
人。 「對創業者而言，在這邊找到投資人的機會更大。」 黃錦麟期待快點通
關，他可以帶更多的香港朋友了解真正的大灣區融合。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近日，一列滿
載着塑料玩具、電熱水壺等物品的 「灣區號」中歐
班列緩緩駛出深圳平湖南國家物流樞紐。

據深圳海關統計，自2020年8月深圳 「灣區號」
中歐班列開通以來，累計開行 200 列，裝載車廂
9504節，貨物11.63萬噸，貨值53.13億元。選擇搭
乘 「灣區號」中歐班列運送貨物的企業已達 3365
家，其中珠三角地區的企業約佔68.8%，通達歐洲及
亞洲38個國家。

深圳「灣區號」班列
累計開行200列

【香港商報訊】記者易小婧報道：近日，深圳羅
湖區出台了《羅湖區建設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城區支
持 現 代 產 業 高 質 量 發 展 行 動 綱 要 （2022—2025
年）》。

根據行動綱要，羅湖區緊密結合營商環境創新試
點建設與現代產業高質量發展，從五大板塊推出29
項行動計劃、以87個重大項目作為支撐，提出率先
建成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以
此助力全市 「20+8」產業集群重大項目落戶羅湖。

其中，行動綱要提到，創新產業空間供給模式、
優化人才要素資源集聚模式、豐富全生態金融服務
供給、營造高端技術要素聚集環境、大力培育數據
要素市場五大行動計劃，配套推出15個重要項目，
包括實施《深圳市羅湖區城市更新實施辦法》、建
立粵港澳人才合夥人基地、設立專精特新產業母基
金等。

深羅湖建粵港澳
人才合夥人基地

【香港商報訊】記者羅國淮報道：近日，深圳市
大鵬新區管理委員會印發《大鵬新區戰略性新興產
業發展 「十四五」規劃》，對新區 「十四五」時期
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工作做出前瞻部署。《規劃》
包括發展基礎、發展目標、主要任務、空間布局以
及保障措施共五方面。

其中 「十四五」發展目標定位為：三區一基地，
即：全球海洋產業創新集中承載區、粵港澳大灣區
精準醫療先鋒區、國家級濱海新能源產業基地、東
部濱海特色數字經濟應用體驗區。

主要任務則明確了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體
系：海洋經濟、生物醫藥、綠色低碳（新能源）、
數字經濟（數碼化應用）。根據新區四大產業現狀
的發展基礎，按照 「強化創新基礎、完善產業鏈生
態、推動產業融合創新及提升產業影響力」的邏輯
制定各產業發展策略。

大鵬新興產業
發展規劃出爐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記者從廣東省
公安廳獲悉，在今年的 「雷霆2022」行動中，粵港
澳三地警方密切協作、共同推進，攜手嚴打跨境有
組織犯罪活動，依法偵破了一批有重大影響的跨境
有組織犯罪案件。

行動以來，粵警共破獲刑事案件350 餘起，抓獲
涉案嫌疑人840餘名，查處治安案件520餘起，處罰
治安案件違法人員1000餘名，有力維護了粵港澳三
地持續平安穩定。

粵港澳聯手偵破
跨境有組織犯罪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廣州北京路上一
個全新的 「櫥窗劇場」揭開神秘面紗，以 「港澳青年
之夜」為主題的首場演出日前上演，香港歌手潘俊
宏、廣州青年歌手李韻等灣區青年演唱了《紅日》
《喜歡你》等經典歌曲，引曝現場觀眾的熱情，並由
此拉開了2022年廣州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周的序幕。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走向縱深，精彩紛呈的故事正在
上演。在啟動儀式上，在穗讀書的香港學生代表邱楷
詩，廣州鐵路局廣深港高鐵工作青年代表馬薇，廣州
援港抗疫醫務人員青年代表王嘉敏，在穗創業港澳青
年代表蔡展鵬及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廣州
海事局南沙海事處成寶剛作為大灣區優秀青年代表，
圍繞 「硬聯通、軟聯通、鏈聯通、智聯通、心聯通」
等五個方面分享了他們在粵港澳大灣區學習、工作、

成長的青春故事。
記者了解到，櫥窗劇場面向粵港澳大灣區青年開

放，通過開展各類專業性的歌曲、粵劇、舞蹈、國
樂、管弦樂等公益性展演和活動賽事，打造粵港澳大
灣區青年交流融合的成果展示舞台。本次青年周櫥窗
劇場演出將持續至7月1日，圍繞 「港澳、文化、青
春、傳承、樹人、記憶、初心」等七大主題，打造港
澳青年之夜、國樂之夜、潮流之夜、粵劇之夜等演
出。

香港霍英東集團副總裁、廣州市青年聯合會副主席
霍啟文，香港演員麥長青，全國金話筒、廣州文藝志
願者協會主席任永全，廣東省青聯委員、澳門青年歌
手容甄甄，該市青聯委員、青年主持人趙榮等穗港澳
代表還為櫥窗劇場錄製了祝福視頻，呼籲灣區青年加
入和關注，推進灣區青年文化交流。

▲黃錦麟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黃錦麟（右）出席海峽兩岸暨港澳協同創新創投
生態合作論壇，與譚偉豪太平紳士合影。 受訪者供圖

「櫥窗劇場」 活動現場。

在廣州讀書的香港學生代表邱楷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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