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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共同公布110項「灣區標準」
涉食品中醫藥養老等25領域 促互聯互通及高質量發展

大灣區
快線

會上，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香港特區
政府工業貿易署、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及

科技發展局三方共同簽署了《關於共同促進粵
港澳大灣區標準發展的合作備忘錄》，粵港澳
大灣區標準信息公共服務平台（www.gdsrc.
org.cn）以及「灣區標準」標識也同步上線。

具三方面特點
110項標準主要有三方面特點：一是每一項

標準都源於灣區共同發展需求，由粵港澳三地
技術實力較強、影響力較大的社會團體、科研
院所和企業共同研製，具有科學性和適用性；
二是匯聚粵港澳各方智慧，「灣區標準」清單
中58項標準是由港澳相關單位牽頭或共同牽
頭編制，相關牽頭單位包括香港食環署食物安
全中心、香港理工大學、澳門市政署、澳門科
技大學等多家單位；三是彰顯一流標準水平，
「灣區標準」是高質量標準的典範，納入「灣
區標準」的技術管理程序嚴謹。
標準制定過程中，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研究

中心邀請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國家標準技術審
評中心等4家國家級標準化研究機構，聯同粵

港澳三地專家，經過嚴格的技術審查形成標準
初稿，由廣東省市場監管局通報香港特區政府
工業貿易署、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及科技發展局
共同確定。
本次簽署的《關於共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標

準發展的合作備忘錄》主要圍繞推動《促進粵
港澳大灣區標準發展指南（試行）》實施，提
升大灣區標準化支撐能力，打造標準品牌，擴
大灣區標準的影響力等，以推動制定、實施和
推廣三地通行的「灣區標準」為載體，促進粵
港澳三地互聯互通和融合發展，助力粵港澳大
灣區高質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24日深圳

舉行的「灣區標準」公布儀式上，粵港澳三

地共同公布110項「灣區標準」，這些標準

以粵港澳三地高共性、易融合的重點民生領

域為切入點，涵蓋食品、粵菜、中醫藥、交通、養老、物流等25個領域。

◆ 粵港澳大灣區標準信息公共服務平台以及
「灣區標準」標識也同步上線。 網上圖片

◆ 110項「灣區標準」24日公布，涵蓋食品、中醫藥、養老等25個領域。圖為工作人員在光明國際中醫藥港深圳市中藥飲片代煎代配中心使用
蒸汽動力全自動化智能設備生產中藥湯劑。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近日蘇
丹首都喀土穆及多地爆發武裝衝突，在蘇丹中國
公民和機構安危牽動國人神經。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毛寧24日表示，目前，外交部已派出工作組赴
前方開展工作，第一批人員已安全撤至蘇丹鄰
國。有在蘇丹的中國公民24日上午向媒體表示，
之前和幾十個中國人被困在賓館裏，「一直不敢
出門」，賓館上空時常有導彈飛過，24日上午已
經順利登上中國駐蘇丹大使館安排車輛撤離。

外交部工作組已赴前線
當地時間4月15日，蘇丹首都喀土穆及多地爆

發武裝部隊間的衝突，目前，衝突仍在持續，在

蘇丹特別是喀土穆地區中國公民、機構面臨較大
安全風險。24日下午，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毛寧在回答相關提問時表示，蘇丹局勢突變以
來，黨中央十分牽掛在蘇中國公民安全。外交部
第一時間啟動領事保護應急機制，會同各部門、
地方政府以及駐蘇丹和周邊國家使領館與各方密
切溝通協調，全力維護在蘇同胞安全，並制訂撤
離轉移方案。
「目前，外交部已派出工作組赴前方開展工

作，第一批人員已安全撤至蘇丹鄰國。」毛寧表
示，外交部和駐蘇丹使館再次提醒在蘇中國公民
密切關注使館發布的通知提醒，及時報備個人信
息，保持通訊聯絡暢通。

此前，23日晚，在喀土穆開賓館的中國公民張
先生接受紅星新聞採訪時說，幾十個中國人被困
在他的賓館裏，「一直不敢出門」，憑借此前儲
備的物資維持生活。「填飽肚子就行。」他說，
賓館上空時常有導彈飛過，因為「怕明天再有轟
炸」，賓館裏很多中國人都希望「快點走」。
「到處都在交火，最近的交火地方距離我們只

有一二公里，外面還發生了打砸搶事件，聽說已
經有中國人被當地民眾搶劫了。不是只有中國人
面對這樣的情況，所有在蘇丹的外國人都面臨這
樣的危險。」談及當下的困境，張先生稱，「今
天斷網了，好些地方也打不通電話了。不僅安全
有問題，生活也開始有了問題。」
北京時間24日上午11時25分，張先生告訴紅
星新聞記者，他和其他中國同胞們當天撤離蘇
丹。下午3時41分，張先生分享了等待撤離車的
照片，並附文稱，「在咱們強大的祖國和大使館
辛勞安排」下，他已經順利上了撤離車。
中國外交部領事司司長吳璽23日在接受央視專

訪時表示，黨中央高度重視在蘇中國公民和機構
的安全，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強在蘇丹中國公民和
機構安全保護作出重要指示。
外交部會同各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以及駐蘇丹

等國使館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
精神，踐行「外交為民」，夜以繼日地開展工
作，密切跟蹤形勢發展，制定各種工作方案，同
在蘇中國同胞保持密切聯繫，發布領事提醒，同
蘇丹有關方面密集溝通，千方百計地保護在蘇丹
1,500多名中國同胞的生命安全，把黨中央的真切
關懷落到實處。
目前喀土穆等地槍炮聲不斷，流彈威脅較大，

打砸搶案件增多，對此，吳璽提醒，在蘇丹尤其
是喀土穆地區的中國公民，務必密切關注所在地
安全形勢和駐蘇丹使館發布的通知信息，保持冷
靜，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範。有任何需求及時
聯繫使館，使館將全力以赴予以協助。

首批在蘇丹中國公民已撤至鄰國

◆第一批在蘇丹中國公民目前已安全撤至蘇丹鄰國。圖為中國公民從蘇丹撤離的場景。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

報道）第二屆中國腐蝕控制技術與產
業發展論壇暨世界腐蝕日（中國區）
活動24日在廣州開幕。廣東腐蝕科學
與技術創新研究院院長韓恩厚表示，
該研究院研發的鎂合金系列表面處理
技術先後運用在神舟、嫦娥系列、玉
兔、天宮、祝融號火星車、空間站等
航天器上，破解航空航天防腐蝕技術
難題。接下來，該研究院擬攜手港澳
高校研究機構，力爭在基礎研究、技
術研發、產業化等形成產業鏈條合
力。
韓恩厚透露，「在航天領域，防
腐蝕技術特別重要。我們的航天器
除了要應對空間原子氧腐蝕、冷熱
循環、輻照老化等一系列極端環境
挑戰，還對航天器材料的重量有着
極高的要求。這需要我們研製出航
天領域的專用耐腐蝕材料與防腐蝕
技術。」
韓恩厚說，國產鎂合金防腐蝕技術

在技術性能等各項指標國際領先，而
且成本最低，適合規模使用。從神舟
五號到神舟十三號以及嫦娥、玉兔、

天宮、天和核心艙、天問火星探測器
等，現在中國的航天器基本上都應用
了這種防腐蝕技術。
此外，該研究院還為中國核電工

程、跨海大橋、海洋工程、載人航
天、大飛機等「國之重器」，提供
全方位、多領域的關鍵材料和腐蝕
控制技術支持，並牽頭完成百萬千
瓦級核反應堆一回路關鍵管道部件
的安全評價與壽命預測，一舉打破
國際壟斷。該研究院還成功研發新
一代高性能塗層鋼筋，並應用到南
海島礁建設上。
韓恩厚表示，廣東腐蝕科學與技術

創新研究院落戶大灣區，是希望推動
大灣區的發展與合作。他期待大灣區
相關研究機構可發揮各自的特長，通
過與港澳高校研究機構等分工合作，
在基礎研究、技術研發、產業化等形
成產業鏈條合力。譬如將以材料基因
工程為代表的新研究方法、以人工智
能代表的新技術，融入腐蝕防護技
術，實現創新發展，並將這些具有國
際前沿、世界領先的技術產品應用到
全球。

國產航天防腐技術
擬攜港澳高校合作產業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
國科學院獲悉，2023年 4月 24
日，由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普及
與教育工作委員會主辦的「科學
與中國」走進大灣區暨深圳第十
一屆院士專家巡講系列活動在南
方科技大學開幕，此次活動院士
們將分別走進廣州、深圳、東
莞、佛山、澳門等地圍繞宇宙探
索、雙碳戰略、納米技術等不同
主題開展精彩的科普報告。
開幕式上，固體力學專家、中

科院院士楊衛和材料物理專家、
中科院院士薛其坤圍繞「科技創
新與科學普及」主題開展對話，
能源科學與工程熱物理專家、中
科院院士趙天壽擔任對話主持。
對話中，兩位院士分別介紹了深
海魚、高機動足式機器人、量子
反常霍爾效應、超導體等研究領
域前沿進展，並就基礎研究與應
用研究的關係、創新型人才培養
以及科學普及對培養創新型人才
和培育創新文化的作用等議題展
開了深入研討。
機械電子工程專家、中科院院

士丁漢帶來了題為「機器人化智
能製造」的科普報告，深入淺出
地介紹了機器人化智能製造技術

領域研究進展，展望了機器人製
造行業未來發展趨勢。傳染病
學、肝病專家、中科院院士王福
生以「重大傳染病臨床細胞治療
研究進展」為主題作精彩報告，
詳細介紹了免疫細胞等新型療法
對於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等重大
傳染病的治療原理及未來應用前
景。

2002年發起
已做逾2000科普報告和講座
「科學與中國」院士專家巡講

活動是2002年由中科院發起，
聯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
工程院和中國科協等六部門共同
主辦的高層次科普活動。廣大院
士深入邊遠山區、各級黨校、工
礦企業、高校院所等，做了
2,000餘場的科普報告和講座，
足跡遍布31個省、自治區、直轄
市和港澳特別行政區，為中國科
普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2010年起，「科學與中國」
院士專家巡講活動落地廣東，
連續組織開展了10屆「科學與
中國」院士專家巡講活動，已
成為中科院學部發揮科技智庫
功能、服務灣區發展的重要品
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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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
隨着港澳與內地人員往來全面恢復，香港餐
飲行業對水產品的需求也增長迅速。香港文
匯報記者24日從拱北海關獲悉，今年一季
度，經該關所屬的港珠澳大橋海關申報出口
供港水產品1.3萬噸，同比增加近63%；價
值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近69%。業內預
計即將到來的「五一」黃金周，隨着內地客
湧往香港，屆時水產等食品消費需求料進一
步掀起熱潮。
滿載對蝦、石斑魚等水產品的貨車凌晨駛
入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海關監管區，經「一
站式」智能卡口系統高效驗放，幾分鐘後順
利通關；約兩個小時後，這批活蹦亂跳的魚
蝦便出現在香港「早市」供商家和市民挑
選。
「我們每天有十幾噸水產品經大橋口岸供

港，得益於港珠澳大橋海關24小時通關和
『隨到隨檢』的服務，供港水產品鮮活度得
到了保證。」湛江國聯水產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進出口部經理張劍峰說。
港珠澳大橋海關有關負責人表示，目前港

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已成為珠江西岸地區供港
水產品的主要離境口岸。
海關發揮24小時通關效能，針對水產品運
輸條件和運輸時效要求高、通關時間多集中
在凌晨時段等特點，設置供港水產品查驗區
和「綠色通道」，提供預約通關、優先檢查
服務，實現水產品「即報即審、即查即
放」。
同時，港珠澳大橋還與香港食環署大橋口
岸水產檢查站建立「點對點」緊急通關聯繫
渠道，制定針對水產品的專項通關應急預
案，確保供港水產品通關暢順。

經港珠澳大橋供港水產量首季激增近63%

◆「珠海產」供港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