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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乡情

9月26日上午，参加2023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文史论坛的近百名文史专家学者实
地参观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梁启超故
居纪念馆、陈白沙祠等地，近距离感受江门
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收藏华侨实物4万多件（套）的中国侨
都华侨华人博物馆，专家学者们近距离观看
五邑银信（侨批）、华侨护照等馆藏精品，
感受老一辈江门籍华侨华人艰难而辉煌的创
业史和厚重的江门侨乡文化。在梁启超故居
纪念馆，专家学者们仔细聆听讲解员讲述梁
启超的生平事迹，了解梁启超为国家富强、
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作出的探索和贡献。在
陈白沙祠，专家学者们穿梭在一间间古色古
香的青砖土瓦平房之间，感受这位明代大儒

的风采。
作为中国侨都，江门530多万港澳台同

胞和海外侨胞遍布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
是海外华侨华人观察广东乃至中国的重要窗
口，也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海外文化交
接的重要中转站，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
蕴，哺育了明代大儒陈白沙、近代维新先驱
梁启超、国学大师陈垣等著名历史人物。实
地参观过程中，专家学者们对江门独特的历
史文化饶有兴趣，不时拿出手机拍照，赞叹
连连。

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倩看
来，梁启超、陈白沙等著名历史人物是江门
重要的文化名片。“不难看出，江门做了大
量工作传播侨文化和本地文化。”刘倩认

为，接下来江门可以走国际化传播路线，打
出江门的世界名片，通过游戏出海、寻根服
务出海、文化出海、艺术出海、新媒体矩阵

出海等新手段新方法开展国际传播。
 （文/图 皇智尧）

电视机、空调、洗衣机、电动机、搅拌
机配件……每天，都有“江门制造”从江门
港口出发，向海而行，奔赴世界各地。随着
江门开通“湾区一港通”“大湾区组合港”
模式并逐步提升运力，企业能明显感受到，
今年出货通关更快、更省钱了。

推进区域港口一体化发展，是促进港口
提质增效升级、化解过剩产能、优化资源配
置的重要举措，对于建设国际一流港口、推
动交通强国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自2022年12月首条“江门高新港—广
州南沙港”一港通航线开通试航以来，江门
市又相继开通“江门高新港—深圳蛇口港”
及 “江门高沙港—深圳盐田港”2条组合港航
线，把国际港“搬”到了江门“家门口”。

与国际港“牵手”，是江门积极融入大
湾区建设、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
力举措，更加畅通了外贸出口物流链、供应
链的“蓝色动脉”，让“江门制造”更快更
高效地走向国际舞台。截至今年8月，三条航
线共完成137个出口航次，出口集装箱8406个
标箱，涵盖了357家出口企业。

组合发展
提高港口国际竞争力
江门拥有4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以及西

江、潭江等优良的水道，水运港口口岸发展
历史悠久。如今几乎每个县（市、区）都有
自己的港口，催化了江门外贸不断蓬勃发
展。过去20年间，江门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从
每年541.3万吨增加到2549.3万吨，增长了4.7
倍；江门市进出口值从每年485.9亿元增加到

1771亿元，增长了3.6倍。然而，江门现有的
港口因地势条件受限，并不具备远洋运输能
力，海洋运输难以“自给自足”；另一边，
远洋船舶航线资源丰富的深圳港则存在港口
后方陆域面积较小、港区集装箱堆存区域紧
缺与周边配套不足等问题。去年，《广东省
港口布局规划（2021—2035年）》提出构建协
同高效的现代化港口体系，规划主要港口、
地区性重要港口等多层次港口发展格局，推
动港口错位发展、分工协同、优势互补。

目 前 ， 广 东 省 积 极 推 进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组合港”“一港通”等改革试点，将广
州、深圳枢纽港与珠三角内河支线港已签署
组合发展协议的港口视为一个整体，货物在
不同港口间的转运视作港区间内部调拨，允
许企业在支线港口直接办理海关查验、放
行、交还箱等手续，支线港得以共享枢纽港
作为国际大港的资源，形成“两港如一港”
“一港多区”的港口群格局。

港 口 协 同 ， 需 融 通 监 管 政 策 、 平 台 硬
件。促成“组合港”模式开通，离不开江门
海关“智慧海关”建设。以高新港为例，早
在2021年，江门海关以打造成珠三角首个内河
智慧码头为目标，在高新港引入“云大物智
移”等新技术，自主设计开发了关区首个经
海关总署立项许可建设的智慧物流监管平
台，让海关大数据直接延伸到口岸物流过程
中，如泊位、地磅、堆场、卡口等，实现信
息流与实货流的有机统一，为江门开通“组
合港”航线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助力区
域港口一体化发展做足预备“功课”。

今年以来，江门海关联合市商务局开展
业务研究对接，摸清外贸物流的堵点问题，
指导港口企业主动加强与广州、深圳等枢纽
港口的深度合作，促成三条航线的开通。

服务前移
出口成本更低了 退税更快了
在“组合港”模式下，“江门制造”乘

上远洋货轮“游”向国际有多快、多省？
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大概有100个

载满家用电器排水泵的货柜，通过海运送到
泰国、波兰、土耳其、英国、意大利、美国
等国家。

9月19日一早，该公司关务主管陈悦欢坐
在电脑前，为新一批货物报关、预约航次。
在码头公司网页录入出口提单资料时，下拉
到“运输类型”选项，有香港转运、转关、
组合港、一港通等模式，陈悦欢核对船期
后，选择了“组合港”模式。待到报关的货
物在高新港经海关查验放行，通过驳船运至
深圳后，就可以直接转装远洋货轮出海。

江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组合
港”模式可以实现枢纽港、支线港、出口企
业的三方共赢，一方面，企业简化了通关流
程，缩短了备货时间，提高了通关效率，降
低了通关成本。另一方面，货物运抵枢纽港
后可直接装运大船，提高了枢纽港疏港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此外，支线港吸引了本地货
源回流，增加了货运量，减少了驳船亏舱情
况，可实现24小时运输不停歇。

值得一提的是，该模式还把结关退税职
能前移至支线港海关，对企业来说不仅是运

输效率的提高，也加快了公司的资金流转。
“该模式节省的时间，让我们月底出口的货
物能赶上当前月度的结关退税申报，让企业
运转更轻装上阵。”马春寿说。

当下，“大湾区组合港”和“湾区一港
通”的“朋友圈”还在扩大。江门高新港、
高沙港、新会港、三埠港等4个主要港口已与
蛇口港、盐田港、南沙港等国际枢纽港口达
成战略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提高疏港能力和
整体通关效能，支持壮大发展先进制造业和
实体经济。

货物出海能力提升
巩固江门承接产业转移后发优势
锚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部

署要求，江门市正与深圳合作在银湖湾滨海
新区加快规划建设深江经济合作区，携手港
澳在广海湾经济区加快规划建设港澳科教产
业滨海新城。

深江两城的融合正在升温、加速。江门
市政府投资促进中心数据显示，在“深圳总
部+江门生产”“深圳研发+江门制造”合作
模式的推动下，近3年江门引进了一批优质深
圳企业，累计引进投资超亿元项目投资额近
673亿元，其中制造业项目投资额近451亿元。

此外，江门拥有广东省新一轮布局面积
最大、可连片大规模开发的产业集聚区，土
地资源和区位交通优势叠加，人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等各类要素将在这里聚集，
企业在江门这片天地能找到扩产空间，还能
“无缝”享受蛇口、盐田、南沙等国际港服
务，不论算时间账还是经济账，选择江门都
很“划算”。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湾区经济与产业规划研究所执行所长周余义
认为，“组合港”在江门落地并发展，将有
利于深江高质量合作走深走实，实现货物
“出海”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进一步巩固
和提升江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和
大湾区产业转移中的后发优势，支撑江门加
快成为大湾区新一轮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加速布局的新高地。

提升现代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需要有
“国际范”的港口资源作支撑。接下来，江
门海关将在前期试点开通线路的基础上，充
分结合关区港口企业组合发展需求，积极加
强与广州、深圳海关的联系配合，协同市商
务局，强化政策引导，推动新会、鹤山、开
平、台山等地港口企业，加强与广州、深圳
等大湾区枢纽港口的合作发展，加快港口间
信息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推动“组合港”、
“一港通”物流新模式在江门口岸扩大发
展。

（文/图 凌雪敏 江关宣）短短一年时间，中创新航江门基地项目
完成建筑面积达54万平方米的大型厂区建
设，并即将首线试产。图为厂区航拍图（图

中二期厂房为设计效果）。 新会区工业园区
管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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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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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外贸物流链供应链“蓝色动脉”

 (江门市宣传部供稿)

感受江门历史文化魅力

借助“组合港”“一港通”，广州、深圳枢纽港与珠三角内河支线港成为一个整体，支线港得以共享枢纽港作为国际大港的资源，形成“两港如一港”“一港多区”的港口群格局。

           近百名文史专家学者

参观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等地

文史专家学者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参观。

2023粤港澳大湾区（广东）
    文史论坛在我市开幕

集中展示华侨文化研究成果 助力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文连侨兴文化，以侨为“桥”连世

界。9月25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文史研究室）、江门市人民政府、羊城晚
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2023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文史论坛在我市开幕，主题为“华
侨文化与高水平开放”。国务院参事室党组
成员、副主任赵冰，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教授王丽方，江门市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张元醒，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
员、副总编辑胡泉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

广东自古就是中国海上贸易和移民出洋
最早、最多的省份，华侨华人众多是广东的
特殊省情和独特优势。近年来，海外侨胞已
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大湾区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江门是粤港澳大
湾区重要节点城市，530多万江门籍港澳台
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遍布全球145个国家和
地区。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开局之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正式发布的第五个年头。2023粤港澳
大湾区（广东）文史论坛的召开，恰逢其
时、意义重大。

本届论坛采用“1+3+1”的内容架构模

式，即举办1场主论坛（开幕式），3场分论
坛，1次调研活动。论坛云集省内外、境内
外近百名文史专家学者发表真知灼见，提炼
展示华侨文化的独特标识和精神特质，旨在
推动华侨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
力广东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25日上午的主论坛环节，11名专家学者
进行主题演讲，他们带来的课题研究见解独
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下午3场平行分
论坛，围绕“‘侨’与纽带：华侨文化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侨韵华章：共绘中
国式现代化画卷”“侨史钩沉：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三大议题，为与会专家学者搭建
多角度、深层次的研讨平台。专家学者还将
于26日实地调研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
梁启超故居、陈白沙祠，为江门市进一步深
挖华侨文化资源建言。

本次论坛得到相关省市文史研究馆，省
内和港澳高校、研究机构、文博单位及有关
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经组织专家评审，66
篇论文入选，将汇编成集。 

（文/黎禹君）

“湾区一港通”“大湾区组合港”把国际港“搬”到江门“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