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跨區域人才交流與培訓
在 「創新與人才」平行分論壇，香港特別行政區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醫療職系）關慧敏分享了
廣納環球人才與培訓醫療專才經驗。作為法定機
構，香港醫院管理局為香港市民提供公立醫院及相
關醫療服務，並為專科醫生提供培訓，一直以來致
力招聘本地及非本地培訓的醫療人才。過去幾年，
香港特區政府修訂法例，增加途徑給予非本地培訓
醫生到港執業，包括有限度延長註冊執業年期、出
台優化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招聘準則及流程等。

關慧敏介紹，還有一周至一個月的 「短期體
驗」、幾個月至一兩年的 「中期交流」、每3年續期
的 「長期服務」等方式，以廣納環球人才為患者服
務。關慧敏透露，目前正在推出 「大灣區醫療人才

交流計劃」，首批以廣東省為試點，旨在使香港與
其他地區建立可持續機制，在醫生、中醫、護士、
放射等不同臨床醫護專業進行優勢互補，提升大灣
區甚至跨區域的人才交流與培訓，最終惠及患者。

借鑒香港特色組建信息化「航母」
在高質量與國際化論壇上，香港特別行政區醫院

管理局資訊科技主管蔡陽介紹，香港公立醫院由香
港特區醫院管理局統一管理，特色是集中化管控和
集中化信息管理，使用統一系統、數據庫和考核標
準。由於採用規模化標準化產品，可以實現快速落
地，在運維方面節省大量資源，目前內地一些公立
醫院國際院區、民營醫療集團對港式管理表示感興
趣，希望運用信息化支撐管理模式，有部分已經在
接洽探討。

據了解，目前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已經實現與
香港公立醫院醫療記錄聯通。蔡陽相信，數據將能
夠在更多大灣區內的醫院流通。他建議廣東和香港
在醫院信息化體系建設上加深聯繫，可以考慮借鑒
香港特色，組建醫療信息化 「航母」，將好的醫療
政策通過信息化驅動前線醫護落地實施，同時在醫
療科技創新平台充分合作。

傳染病防控跨境合作極重要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

主任梁亦好在應急與公共衛生論壇上表示，澳門與
香港、廣東往來密切，因此在傳染病防控工作上的
跨境合作尤為重要。目前，三地已經建立起傳染病
信息通報機制，以 「常態時定期通報+突發跨地域傳
染病疫情時緊急通報」的形式互通有無。

自 2003 年開始，粵港澳三地每年輪流舉行會
議，交流當年各地傳染病流行特點、干預措施和防
控策略。另外，廣東、香港人口基數大，在對各類
傳染病的防控工作上都積累了更多的經驗，也因此
為澳門相關工作人員提供了豐富的培訓機會，如親
身參與現場流行病學調查等，對三地交流非常有幫
助。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嘉敏 通訊員穗衛健宣報道：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衞生健
康合作大會日前舉行平行分論壇。境內外院士學者、來自粵港澳三地的醫療衞生
行業代表、生物醫藥產業代表、AI智能科技企業代表等60餘人圍繞 「創新與人
才」 「高質量與國際化」 「應急與公共衛生」 「事業與產業融合發展」 等主題，
進行了廣泛交流。

貿易通道全面打通
自2013年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

與共建國家和地區的經貿投資合作穩步增長，這其
中離不開中國每個節點城市所作出的貢獻。就深圳
而言，作為「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城市，十年來，深圳與
共建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往來不斷邁上新台階。

據深圳海關統計，深圳市與共建國家進出口值從
倡議提出之前 2013 年的 7473.7 億元（人民幣，下
同），快速攀升至 2022 年的 1.19 萬億元，增幅達
59.1%。2013 年至 2022 年，深圳市與共建國家進出
口總額累計8.63萬億元，年均增長5.1%，自2018年
以來的歷年進出口值均創倡議提出以來的新高，佔
深圳市進出口比重從2013年的22.4%提升至2022年
32.5%的歷史高點。

這些年來，在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支撐下，
深圳致力推動鐵路、水運、航空等多種運輸方式高
效聯動，通過開通 「灣區號」深圳中歐班列、國際
貨運航線、港口滾裝外貿航線等措施，使生產端和
消費市場的時空距離不斷壓縮，攜手共建國家打通
貿易流通的障礙點，助力貿易往來更有質量和效
率。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香
港理工大學榮譽教授許勤華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深圳是 「一帶一路」重要的節點城市，近些

年來不斷深化和共
建 國 家 的 經 貿 往
來，並且打造了海陸
空 全 方 面 的 貿 易 通
道。以 「灣區號」深圳中
歐班列為例，它是深圳與歐亞
之間加強經貿合作、推進互聯互通的重要橋樑和紐
帶，為眾多深圳乃至大灣區的企業提供了穩定可靠
的國際物流服務。在基礎設施 「硬聯通」的加持
下，深圳與共建國家和地區的貨物和服務貿易都在
不斷向前推進。

深圳元素全面開花
在投資合作上，十年來，深圳在基礎設施、民生

工程、可持續發展等方面，與共建國家和地區不斷
深入合作，引導市屬國企及深圳民營企業全面參與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從幾內亞灣北岸的加納共

和國到東南亞的越南，都可以看到深圳的企業活躍
在其中。深企積極布局當地的投資項目，在自身
「走出去」謀求發展的同時，也為當地的經濟和產

業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據統計，目前，深圳市屬國企正在實施和已經完

成的 「一帶一路」項目有17個，涉及深投控、深鐵
集團、深圳港集團、深圳能源集團、深圳巴士集
團、特區建發集團、特發集團、深圳資本集團等。

項目分布在越南、埃及、
巴布亞新幾內亞、加納、埃塞俄比
亞、剛果（金）、以色列、比利

時、阿聯酋等地區，涉及交通運輸、
能源電力、產業園區、高端製造、現
代服務等重點行業。
在數字經濟方面，以華為、中興通訊

等科技巨頭為代表的深圳企業，亦積極布
局 「一帶一路」市場，助力共建國家實現數字

化轉型。據悉，在近日舉行的第三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洲明集團、傳音控股等多家
深圳企業現場與共建國家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合作
備忘錄等，通過積極響應、持續投入、廣泛布局，
為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貢獻深圳力量。

許勤華指出，從 「硬聯通」 「軟聯通」到 「心聯
通」，伴隨着共建 「一帶一路」的不斷深入，深圳
與共建國家在經濟貿易、文化藝術、人文教育等領
域的交流合作可謂全面開花，凸顯深圳在 「一帶一
路」建設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深圳在 『一
帶一路』建設中本身有着特別大的區位優勢，加上
有為數不少的市屬國企參與其中，以及眾多大型創
新科技企業提供技術上的支撐，所以深圳能在 『一
帶一路』建設中將它的獨特性和優勢發揮出來。」
許勤華說。

攜手香港續寫新篇
深圳地處粵港澳大灣區和 「海上絲綢之路」要

衝，地理位置優越，是香港與內地的重要通道。深
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一帶一路國際

合作發展（深圳）研究院院長、深圳市國際交流合
作基金會副理事陶一桃認為，深圳在共建 「一帶一
路」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既有地緣所決定的 「要
衝」與樞紐地位，也有率先發展的經濟實力與制度
優勢、高科技與數字經濟的 「溢出效應」、金融科
技與綠色金融的 「擴散效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
「示範效應」和制度創新的 「模仿效應」。
香港是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節點和功能

平台，有着 「一國兩制」下 「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的獨特優勢，同時香港亦是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的積極參與者、貢獻者和受益者。行政長官李
家超在《2023年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特區政府
將拓展全球經貿網絡，推展區域合作，在連接歐美
市場的同時，拓展 「一帶一路」建設，包括東盟、
中東、中亞、非洲等市場，組織更多外訪團，包括
香港及內地企業，推廣香港的專業服務與內地融合
的商機，並組織外國在港企業到大灣區考察；開設
更多 「一帶一路」沿線商貿辦事處特區政府會繼續
鞏固與東盟、中東等市場的商貿合作，爭取早日加
入RCEP。

那麼，深圳和香港在共建 「一帶一路」中應該如
何進行合作呢？在許勤華看來，深圳和香港同為大
灣區的核心引擎城市，兩地本身就有着非常深厚的
合作基礎，所以也很容易將合作延伸至共建 「一帶
一路」上，通過發揮各自的優勢和所長，在共建國
家攜手深化合作，成為理想的合作夥伴，繼續為
「一帶一路」建設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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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陳彥潔報道：兩岸交流年度盛事
——台灣創藝生活節日前在深圳市福田區東海城市廣場
舉辦，現場匯集了台灣優質的農特產、文創、美食小
吃、青年設計產品，加上日月潭的故鄉南投縣也設置專
區，共設100個攤位。

台灣創藝生活節向來最受矚目的就是美食區，今年更
是優中選優擺出豪華陣容。據悉，活動邀請了台灣幾大
知名夜市共同上菜，集合台北寧夏夜市、台中逢甲夜市
及台南府城美食共20攤，讓深圳市民可以在3小時內嘗
遍全台夜市美食。

記者了解到，台北寧夏夜市位於台北市寧夏路，是台
北人心中口味最地道的夜市之一。這次寧夏夜市攤商首
次參展，帶來經典牛肉麵、大腸炒小腸、魷魚羹、炒米
粉、古早味豬血糕、甜不辣、家傳滷味、火焰骰子牛、
轟炸魷魚、蔥抓餅夾炒麵、冬瓜仙草、鳳梨冰茶、花生
捲雪糕等美食，讓人一吃就停不下。

今年，台灣創藝生活節邀請南投縣農會組織了八大茶
區的茶農，精選各式茶種帶來深圳展銷。據介紹，南投
縣是台灣最大的茶葉產區，南投縣獨特的氣候、地形和
溫差適合茶樹成長，其出產的名間高山茶、凍頂烏龍
茶、日月潭紅茶等皆赫赫有名。

記者在活動現場看到，許多深圳市民全家出動，邊逛
邊玩邊吃不亦樂乎，其中台灣牛肉麵攤位大排長龍。參

展商楊明宏本次攜帶台北寧夏夜市經典牛肉麵到深圳，
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他表示，感激主辦方的用心支
持，此行到深圳參展亦驚嘆於現在深圳的城市發展與繁
華，期望多參加大陸與台灣的雙向交流美食活動，兩岸
一家親，希望用美味征服大家的胃。

台灣創藝生活節在深舉辦 百個特產美食攤位食過癮

粵港澳醫療專家聚羊城

三地已建傳染病通報機制

▼來自50多個國家和地區
的超300家海外展商入駐深
圳文博會 「文旅消費館·一
帶一路國際館」 。

新華社

▶圖為中歐班列從
廣東深圳發出。

資料圖

「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

深港全力參與共建深港全力參與共建

▲台灣創藝生活節
活動現場。

記者陳彥潔 攝

▶台灣牛肉麵老闆楊明宏為
深圳市民帶來台北寧夏夜市經
典牛肉麵。 記者陳彥潔 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 通訊員李建平、朱
嘉豪報道：昨日，中山大學與散裂中子源科學中心
合作建設的高能直接幾何非彈性中子散射飛行時間
譜儀在位於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正式揭牌，預計
於明年正式投入使用。該儀器有望進一步揭示高溫
超導機理、熱電機理等前沿科學問題。

中子散射譜儀是一種能深入研究材料內部結構和
運動等性質的測量儀器，是一台具有極強穿透能力
的 「超級顯微鏡」，能夠對材料做無損、微觀的研
究，是前沿科學研究的利器。

中山大學物理學院中子科學與技術中心主任、教
授王猛介紹說，高能非彈譜儀正式投入使用後，科
研團隊可以利用這台中子譜儀觀察鎳氧化物的磁激
發譜，獲取磁性、自旋動力學等數據，助力高溫超
導的機理研究。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靜抒報道： 「連結港澳·
創融灣區」——2023松山湖港澳雙創訓練營結營儀
式暨創新創業大賽近日在東莞松山湖天安雲谷城市
會客廳開啟。

現場匯集了來自香港科學園、香港城市大學
Tech 300及投石產業科技項目庫渠道篩選推薦的優
秀港澳項目。涵蓋新一代電子信息技術、人工智
能、新材料、農業科技、機械人製造、生物醫療科
技等契合當地產業發展升級的項目類型。粵港澳三
地資深投資人、港澳分站點機構代表、媒體記者、
創業青年近50人齊聚松山湖，共同推動松山湖雙創
生態新發展。

據悉，此次 「雙創大賽」經歷為期2個多月的招
募、評估、甄選、輔導，聚集了一批優質的港澳項
目參與。預計將有多個港澳項目落地松山湖，利用
其在香港的優勢技術和資源，補全在新材料、智能
製造等領域的技術應用，促進當地產業結構升級，
引進尖端的港澳科研人才，吸引更多優秀港澳項目
落地松山湖。

松山湖港澳青年
「雙創」 大賽舉辦

高能非彈譜儀在莞揭牌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經教育部批
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自2024年起將新增兩種
本科招生方式：通過普通高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
學生考試招收港澳台學生、依據台灣 「學測」成績
招收台灣學生。具體招生簡章將後續通過該校招生
網站（https://admissions.cuhk.edu.cn）及招生辦官方
微信公眾號對外發布。

2023年，港中大（深圳）在全國23個省（市、自
治區）共錄取1434名內地本科生。其中：普通提前
批錄取421人，綜合評價錄取925人，外語類保送
類錄取12人，藝術類（音樂類）錄取76人。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明年招收港澳台學生

今年是 「一帶一路」 倡
議提出十周年，十年來，深圳憑

借自身獨特的優勢，不斷深化與共建
國家和地區的合作交流，在設施聯通、

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領域，
取得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結果。受訪專家認
為，深圳是 「一帶一路」 重要的節點城市，
十年來，從 「硬聯通」 「軟聯通」 到 「心聯
通」 ，深圳與共建國家在經濟貿易、文化
藝術、人文教育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可謂
全面開花，譜寫了 「一帶一路」 建設

的華麗篇章。
香港商報記者 朱輝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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