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個深水自營大氣田啟建 將為港供氣

華南首所電影學院落戶暨大
五方共建灣區影視大有可為 港娛圈回歸好時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香港電影人才持續北上到北

京、上海發展多年，近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橋的相繼開通，香

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之間的距離進一步縮短，香港電影人文雋認為如今

正是香港電影人回歸華南最好的時機。隨着五方共建的華南地區第一所專

業電影學院的籌建，未來香港不需要到北電、上

影等學校尋求合作，就可以就近在廣州找

到會本地方言、了解嶺南文化的青年演

員，立足於嶺南文化的題材創作。

粵港澳影視合作大有可為。

重振粵語片全球影響力
1、香港電影人文雋：從西九龍站坐到廣州南站47分鐘，港珠澳大橋開車從香港到
珠海和澳門也只是三四十分鐘，具備這些硬件，再加上去年開始的廣東省政府很多
政策，現在是最好的時機，我們（香港電影人）應該回來；

2、珠江電影集團董事長王垂林：共建珠江電影學院，是粵港澳大灣區電影合作的一
個人才基礎工程，在接下來的辦學中發揮各方的優勢資源，在師資配置、課程設
置、實習實訓等方面積極探索、大膽嘗試，造就一批青年電影人才；

3、珠江電影集團黨委副書記錢永紅：建議三地政府建立大灣區電影產業的促進組
織，三地明確有關扶持政策的同時，若在三地的合拍片給予審批的綠色通道等方面
先試先行，加大三地的合作力度能加快電影的互榮共通；

4、博納影業集團總裁于冬：借助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給香港電影的創作打造家
園。珠江電影學院的誕生，實際上就是培育該片家園最重要的人才，凝聚最重要的
藝術家和產業發展的合作者，打造金融中心，打造資本投資的第一目的地，使粵港
澳大灣區成為中國電影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使大灣區的文化產品遠銷全球，重振
粵語電影在全球的影響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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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電影之夜11日晚在廣州舉
行，來自中國電影家協會、知名電影

人、粵港澳大灣區影視行業人士、專家學者
及高校影視專業學生等近300人出席活動。
作為華南地區第一所專業電影學院，暨南大
學珠江電影學院當晚宣佈籌備成立，暨南大
學、中國電影家協會、廣州市政府新聞辦公
室、珠江電影集團有限公司、博納影業股份
有限公司等五方簽訂《暨南大學珠江電影學
院框架協議》。

南派電影具重要歷史地位
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南派電影具有重
要的歷史地位，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
以珠江電影製片有限公司（簡稱「珠影」）
為代表的嶺南影視集團企業出品了《72家
房客》、《雅馬哈魚檔》等一大批優秀的電
影作品，直接推動了南派電影風格特色的形
成和確立。2016年時廣東就提出要將嶺南
文化的中心地——廣州打造成世界城市電
影之都，廣州與香港、澳門血脈相連，隨着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實施，影視文化建設就
是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融合和深度發展
的重要紐帶。
人才是影視產業發展的根本。暨南大學
電影專業教育的歷史並不算短，多年來畢業
校友中有香港金像獎最佳新演員提名獲得
者，也有監製新作得到關錦鵬關注的年輕導
演，但遺憾的是這些電影種子散佈四方，在
北京、上海等電影業比廣東發達之處扎根。
文雋也表示，廣東那麼近，但香港電影
人都要跑到北京、上海拍電影，最主要是廣
州乃至華南還沒真正具備成為一個影視中心
的條件。不過，隨着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及港

珠澳大橋的相繼開通，交通往來更加便捷，
加上去年開始廣東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文
雋認為如今回來發展是「最好的時機」。

灣區語言相通人才濟濟
其實，廣東有資金有市場，也有從文化
傳統到現實生活帶來源源不斷的創作題材。
珠江電影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垂林指出，
此屆百花獎《紅海行動》獲得包括最佳故事
片在內的5項大獎，展示了香港電影人的專
業水準，也展示了香港和內地電影人深度合
作的很好潛力和廣闊前景。博納影業集團總
裁于冬認為，語言相通、嶺南文化優勢和人
才濟濟的地區凝聚力，使粵港澳大灣區有望
成為香港電影人「最後的家園」。
《暨南大學珠江電影學院框架協議》簽

署，華南地區第一所專業電影學院落戶暨南
大學，將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影視人才培
育，全面構建粵港澳大灣區電影產業發展戰
略。暨南大學黨委書記林如鵬表示，暨南大
學將與共建單位一起，把珠江電影學院打造
成高端智庫、人才培養高地和粵港澳大灣區
的電影創作中心，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華
優秀文化。

創作題材應立足嶺南文化
文雋也表示，「暨南大學珠江電影學院

成立後，我們不需要再到北電、上影等學校
尋求合作，以後在廣州找會本地方言、了解
嶺南文化的青年演員將更加便利。」文雋將
有幾部廣東題材的作品想在廣東開拍製作，
他建議未來粵港澳影視合作「創作題材應該
立足於嶺南文化，可以有地域性題材，但可
以拍出全國喜歡的普遍性」。

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洪嘯北京報
道）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昨日
對外宣佈，中國首個深水自營大氣
田——陵水17-2氣田正式進入實質性
開發建設階段。據透露，位於南海西
部海域的陵水17-2氣田將採取「深水
半潛平台＋水下生產系統＋乾氣接入
崖城管網」的開發模式，總投資超200
億元人民幣，最快有望在「十三五」
末投產。該項目投產後，氣田產出的

凝析油將進入平台儲存，通過油輪外
輸；天然氣則通過外輸海管接入崖城
海底管線，通過香港終端、高欄終端
及南山終端分別向香港、廣東及海南
地區用戶供氣。

成功掌握深水半潛平台設計
據了解，陵水17-2氣田於2014年9
月被成功發現，探明地質儲量超千億
立方米，平均作業水深1,450米，為深

水氣田。中國海油表示，啟動陵水
17-2氣田建設表明中國已成功掌握適
應南海深水複雜海域的半潛式生產平
台設計、建造和安裝技術，這將有力
推動對中國南海深水油氣資源開發。
在開發建設過程中，中國海油針對南
海深水區內波流、高靜壓低溫環境，及
遠離陸地帶來的油氣集輸工藝設計和生
產安全等難題，突破並掌握了1,500米
水深凝析油儲存半潛式平台設計建造技

術及配套國產化設備設計與製造技術，
填補了多項國內技術空白，有效提升了
中國海洋深水工程裝備建設能力。
目前，陵水17-2氣田所在的南海西

部海域是中國近海主要天然氣產區，
中國海油在該區域已建成崖城、東方
兩大天然氣產地。未來，中國海油計
劃把已探明的崖城、東方、陵水、樂東
等海上氣田串聯，建成一條連接整個華
南地區的南海海上天然氣輸送大動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寧波報道）記者從寧波市委、
市政府獲悉，以「甬」立潮頭、合力興甬為主題的世界「寧
波幫．幫寧波」發展大會等系列活動將於15日至17日舉
行，旨在把「寧波幫．幫寧波」的這塊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寧波市委副秘書長胡杰表示，此次系列活動是紀念改革開

放40周年的重要行動。「寧波是中國首批對外開放城市，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取得了輝煌的發展成就，實現了歷史性
的跨越發展。」
此次系列活動有5大主題活動，包括世界「寧波幫．幫寧
波」發展大會、包玉剛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甬港經濟
合作論壇、甬商峰會、寧波經促會成立30周年紀念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據湖南省水利廳最新調查
數據顯示，通過近年來不斷加大退田還湖力度，洞庭湖調蓄
面積持續擴大，目前較1978年增加了779平方公里，防洪排
澇效益明顯提高。
洞庭湖在歷史上一度是中國第一大淡水湖，向來是內地防

汛抗災的主戰場、治水的難點、水利建設的重點。多年來，
上游帶來的大量泥沙使洞庭湖湖底不斷抬高，形成肥沃的洲
土，客觀上給湖區群眾留下了圍湖造田的空間。據悉，圍湖
造田和泥沙淤積，使洞庭湖面積由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
縮減到1978年的2,691平方公里。洞庭湖從中國第一大淡水
湖縮減為第二大淡水湖，蓄洪能力明顯減弱，調蓄洪水的能
力降低，威脅到整個長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
針對洞庭湖調蓄能力不斷衰減的狀況，國家於1985年至

1996年開展了洞庭湖一期治理，主要包括11個重點垸堤防
加固、蓄洪垸安全設施建設、洪道整治等，提升了湖區的抗
洪能力。1998年洪災後，國家開展洞庭湖二期治理，治理
思路發生了重大轉變——從一味地「堵」到適當地「疏」，
重點實施「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工程。
據湖南省水利廳廳長詹曉安介紹，自洞庭湖二期治理開展

以來，洞庭湖區不斷加快退田還湖、移民建鎮，截至今年共
平退堤垸333處、搬遷55.8萬人，洞庭湖調蓄面積比1978年
擴大了779平方公里。接下來，湖南省將繼續在洞庭湖區實
施系統治理，繼續完善防洪排澇抗災體系，努力增加枯水期
入湖水量，加快推進洞庭湖區河湖連通工程，深入開展洞庭
湖生態環境整治。

洞庭湖平垸退田
調蓄洪水能力升

世界「寧波幫．幫寧波」發展大會周四啟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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