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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綠色合作共建「一帶一路」
記者在開幕式上獲悉，今年的京港洽談會集中簽約

的 9 個重點項目涉及醫藥健康、文化教育、數字經
濟、科技服務、信息服務和智慧物流等領域，簽約金
額達 92.02 億美元。同時，會上還簽署了《深化京港
科技協同創新合作備忘錄》、 「推動基金投資北京中
小企業，服務企業赴港上市」戰略合作協議以及北京
綠色絲綢之路創新服務基地授牌等成果內容。京港兩
地的政府部門、國際商協會、跨國公司、工商界知名
人士等共同參會，見證京港合作的嶄新篇章。

記者了解到，京港攜手共建 「一帶一路」專題活動於
昨日下午在國家會議中心舉行。活動以 「共商京港綠色
合作 共建綠色絲綢之路 共享綠色發展成果」為主題，
旨在通過雙方政府、商會和企業間深入溝通交流，聚焦
服務綠色絲綢之路建設，推動京港兩地企業攜手開拓

「一帶一路」節能環保、清潔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等領域國際市場，促進綠色產業國際雙向投資合作，
持續深入推進京港共建 「一帶一路」合作走深走實。

期望與北京朋友明年香港見
李家超在開幕式致辭時表示，香港正邁向由治及興

的新階段，定當鞏固提升在國際金融、貿易、航運航
空、創新科技、文化旅遊等領域的地位，發揮獨特優
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而北京重點發展的產業
包括科技創新、數字經濟、生物醫藥和綠色金融等，
與香港的發展方向高度一致，未來京港兩地在產業發
展方面的合作空間廣闊無比。

李家超指，北京具有雄厚的發展基礎，北京重點發
展的產業，包括科技創新、數字經濟、生物醫藥和陸
續金融等與香港的發展方向高度一致，未來京港兩地
在產業發展方面的合作空間廣闊。在致辭結束時，李

家超特別指出，期待明年舉辦洽談會時，能歡迎各位
北京的朋友親臨香港參與，共謀發展。

北京市委副書記、代市長殷勇在致辭中也指出，今
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25年來，京港兩地始終堅
持優勢互補，互惠互利，推動雙方的經貿合作取得了
豐碩的成果。香港一直是北京第一大外資來源地，第
一大對外投資目的地。截止到目前，香港在京累計設
立企業1.3萬家，實際投資金額達到1250億美元。今年
前十月，香港在京的實際投資又達到了159億美元，同
比增長了28%。北京在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也達到了
458億美元，佔北京對外直接投資的48%。兩地在基礎
設施、城市管理、文化教育、醫療衞生等廣泛的領域
合作持續深入。

殷勇說，期待與香港特區政府攜手依託京港經濟合
作研討洽談會這一平台，進一步提升京港兩地合作的
質量和成效。

李家超指兩地產業合作空間廣闊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宇、楊凌雲

報道：昨日，第二十五屆北京·香港
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以 「線上+線
下」 的方式在京港兩地開幕。本屆京
港洽談會以 「融入新格局 合作譜新
篇」 為主題，開展京港合作峰會、京
港合作備忘錄及重大項目簽約儀式等
三項重要活動，在服務業開放、創新
合作、數字經濟等三大板塊開展9項
專題活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當天出席香港會場並致辭。

京港洽談會昨日開幕

【香港商報訊】據中新社消息，國家衛健委新聞
發言人、宣傳司副司長米鋒昨日在京表示，當前，
疫情防控的工作目標是保健康、防重症，當務之急
是保障好就醫用藥。

米鋒說，各級醫療機構正在優化流程、擴容資
源、增加力量，統籌做好疫情防控、新冠患者救治
和日常醫療服務，全力解決大家的急難愁盼問題。

他同時提出，要發揮城鄉三級醫療衞生服務網作
用，加強感染者分級分類救治；發揮社區醫療衞生
機構、互聯網醫院作用，方便大家獲得健康諮詢、
就醫指導和預約診療等服務；加強風險人員健康管

理和健康監測，切實保障老年人、孕產婦、兒童和
慢性基礎性疾病患者等得到及時、有效、便利的醫
療服務。

會上，針對當前民眾對新冠病毒感染後治療藥物
的需求明顯增長的情況，工信部消費品工業司副司
長周健表示，針對相關藥物，我們進一步加大對這
些生產企業生產要素的保障，將有關生產企業和重
點配套企業納入白名單管理，確保生產供應穩定有
序；派出駐企特派員，會同當地有關部門，保障重
點藥物的生產供應，及時幫助解決物流、用工、用
水、用電、原材料採購等方面的困難，支持企業加

班加點、爭分奪秒，開足馬力，迅速進入滿負荷的
生產狀態。

當天，衛健委官網發布《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劑次加
強免疫接種實施方案》。方案指出，現階段，可在第
一劑次加強免疫接種基礎上，在感染高風險人群、60
歲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較嚴重基礎性疾病人群和免疫
力低下人群中開展第二劑次加強免疫接種。

此外，核酸檢測實行願檢盡檢的策略，許多無症
狀感染者不再參加核酸檢測，不再去醫療機構就
診，很難準確掌握無症狀感染者的實際數據，從昨
日起不再公布無症狀感染者數據。

國家衞健委：當務之急保障就醫用藥

京港雙向投資合作重大項目簽約儀式。

【香港商報訊】據中新社昨日消息，近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擴大內需戰略
規 劃 綱 要 （2022 － 2035 年 ） 》 （ 以 下 簡 稱
《綱要》）。

《綱要》指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
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
展格局的必然選擇，是促進中國長遠發展和
長治久安的戰略決策。

擴大內需戰略遠景目標
《綱要》表示，按照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的戰略安排，展望 2035 年，實施擴
大內需戰略的遠景目標是：消費和投資規模
再上新台階，完整內需體系全面建立；新型
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基本
實現，強大國內市場建設取得更大成就，關
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以創新驅動、內
需拉動的國內大循環更加高效暢通；人民生
活更加美好，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再邁上新的
大台階，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
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
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改革對內需發
展的支撐作用大幅提升，高標準市場體系更
加健全，現代流通體系全面建成；中國參與
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持續增強，國內
市場的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

《綱要》指出，錨定 2035 年遠景目標，綜
合考慮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 「十四五」時
期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主要目標是：促進消
費投資，內需規模實現新突破；完善分配格
局，內需潛能不斷釋放；提升供給質量，國
內需求得到更好滿足；完善市場體系，激發
內需取得明顯成效；暢通經濟循環，內需發
展效率持續提升。

部署實施戰略重點任務
《綱要》提出，要堅持問題導向，圍繞推

動高質量發展，針對中國中長期擴大內需面
臨的主要問題，特別是有效供給能力不足、
分配差距較大、流通體系現代化程度不高、
消費體制機制不健全、投資結構仍需優化
等堵點難點，部署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重
點任務。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促進形
成 強 大 國 內 市 場 ， 支 撐 暢 通 國 內 經 濟 循
環。

此外，《綱要》還從全面促進消費、加快
消費提質升級，優化投資結構、拓展投資空
間，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釋放內需潛
能，提高供給質量、帶動需求更好實現等方
面提出了要求。

中央、國務院頒擴內需綱要
堅持問題導向優化堵點

麥心睿獲頒「卓越人物大獎」殊榮
麥心睿與蔡德河、湯恩佳、楊孫西、盧文端、霍震寰等獲頒殊榮

【回歸 25 年影響香港「傑出港人」】嘉獎

由傑出華人文化促進會聯合全港各區工商聯、大灣區時代雜誌共

同主辦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 傑出港人 2022 頒獎盛典】，

於2022年12月13日假香港嘉里酒店隆重舉辦，旨在彰顯傑出港人風采，

弘揚香港精神。

星光熠熠，冠蓋雲集！是屆頒獎盛典，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及前民政局局長藍鴻震出席活動主禮。香港多位

殿堂級人物【工商元老】蔡德河、【孔教大儒】湯恩佳、【大紫荊勳賢】

楊孫西、【愛國僑領】盧文端、【港區人代】霍震寰 5人獲頒全場至高

殊榮的【終身成就大獎】。

此外，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慈善教育家邊陳之娟等 4人獲

頒【功勳人物大獎】；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盧錦欽、粵港澳大灣區經貿

商會會長蘇祖耀等 5人獲頒【領袖人物大獎】；慈善藝術家徐美琪、洪

子晴慈善基金會主席洪子晴等 4人獲頒【慈善人物大獎】；香港中文大

學醫學院助理院長陳林，亞洲無紡布大王余敏等 7人獲頒【卓越人物大

獎】；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主席王錦輝、港產陀飛輪創業家沈慧林等 10

人獲頒【菁英人物大獎】。數百名各界嘉賓，共同見證了這場殿堂級傑

出港人奧斯卡盛會。

傑出港人耀香江，紫荊之花更美艷

她，繼承了在香港扎根 70 年的雲吞麵；

她，秉持工匠恒心精心，守正創新技藝流程，保存了傳統風味品質；

她，使「雲吞麵」三個字幾乎成為一個等號，與香港聯繫在一起；

她，助學偏遠山區孩子，立意培養他們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陪伴香港：一碗細細的雲吞麵
專訪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麥心睿女士

記者：恭喜你獲得提名回歸 25 年影響香港

傑出港人這個大獎。

其實講到這個大獎，很多人都會認為，是不

是哪些國際明星名人或者香港幾大家族當中這些

名門望族的人士，是會獲得這個大獎，能夠影響

到香港。實際上我見到其實一碗細細的雲吞麵都

可以陪伴香港影響香港的。所以第一個問題想問

一下你，你覺得或者你認為自己的一番事業或者

你祖傳的雲吞麵，怎樣陪伴香港和影響香港呢？

麥心睿：提名我這個特別的榮譽，真的很感

激的。

其實雲吞麵我覺得同香港的歷史，能夠說是

息息相關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媽媽和爸爸是当

年所謂走難時來到香港的，當時來到香港的社會

環境都不好的，所以當時我媽媽就想着同爸爸做

一門生意時會怎樣呢？媽媽就很簡單，直接就覺

得是食是最基本的，而當時的什麼樣的人能吃得

起什麼類型的食物？媽媽想法很簡

單很直接，當時開埠香港環境來說，

香港真的不是很好，都是體力勞動的

階層，媽媽就覺得，一碗雲吞麵既飽

肚子又可以讓大家應該都負擔得起。

因為當初我媽媽這一代，開業時就在

街邊的巷子用台櫈做生意，那時是一

分錢一碗，一般人都吃得起，而體力

勞動階層就會當雲吞麵為一個正餐

啦，而一些當時環境比較好的，像粵

語片的明星、大老倌做粵語電影的，那是叫大戲，

他們這些大老倌，他們的經濟條件好點，媽媽的想

法，也可以給得了他們享用。所以當時雲吞麵在那

環境就出現了。

記者：你會如何傳承下去？

麥心睿：因我沒有孩子，有朋友

與我做緊信託方面的，或者我日後成

立一個基金， 做到我不可以做的一

天，我會考慮在內地收徒弟，因為香

港年輕人一代，不做體力勞動搓麵粉

的了。所以我會在內地物色，因為我

有助學山區偏遠的孩子，已讀大學了，

有些讀不了大學，需出來工作的會去

做的，有機會培養到這班年輕人。我

參加培苗行動，每年都有六個高中生，

直接資助三年。我們有去親眼所見，的確貧窮，尤

其是甘肅人，我是直接去學生家探望他們，希望以

後能夠傳承給他們！

麥心睿獲頒【卓越人物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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