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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合作區揭牌 歸深圳管轄
成深第「10+1」個行政區 居民全部轉深戶籍

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
深汕特別合作區管委

會主任產耀東表示，將加
快推進體制機制調整、城
市規劃、產業項目、基礎
設施等重點工作，努力打
造中國飛地經濟（指兩個
互相獨立的行政地區打破
原有行政區劃限制，通過
跨空間的行政管理和經濟
開發，實現兩地資源互
補、經濟協調發展的一種
區域經濟合作模式）發展模式首創者、飛
地治理模式首創者、飛地農村城市化實踐
首創者。

成立公檢法紀監部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作為經濟功能
區，深汕特別合作區類似於現有的大鵬新
區，以及已經升格為行政區的曾經的光明
新區、龍華新區、坪山新區。但之前的功
能新區未有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
而合作區將有自己的法院和檢察院。調整
後的合作區還將成立深汕特別區紀工委，
為深圳市紀委派出機構；成立深汕特別區
監察專員辦公室，與紀工委合署辦公；成
立深圳市公安局深汕分局。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此前深汕特別合作
區享有部分地級市一級經濟管理權限，以
及一些特別產業政策等，體制機制調整後
這些方面的安排有待官方明確。
據悉，截至2018年11月中旬，深汕特

別合作區城區已供地產業項目67個，61

個來自深圳，全部達產後預計年產值超
610億元（人民幣，下同），預計年稅收
約53億元。其中，13個竣工投產、31個
主體施工。起步區已初步形成電子設備及
電子產品製造業、大數據產業、新材料產
業、新能源產業等集群。

提供深圳智慧廣東樣本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
院長郭萬達表示，廣東設定深汕特別合作
區，本身就是探索區域協調發展、創新區
域合作模式的創舉，此次體制機制調整突
出了「四個直接」，即人事權交給深圳
市、突出深圳市直接領導，機構系統性調
整、突出深圳市政府職能在合作區的直接
延伸與直接管理，各方資源加大投入，突
出深圳強有力的直接支持。
對深圳而言，機制的調整，意味着承擔更

大的責任、更多的投入，要舉全市之力加快
合作區的大開發大建設大發展，為全省乃至
全國的區域協調發展探新路，為解決人民日

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
展之間的矛盾提供深圳智慧、廣東樣本。同
時也意味着，深圳有了更大的產業騰挪空間，
有了新的粵港澳大灣區東部門戶區，通過產
業共建，優化深圳的產業佈局，推動產業轉
型升級與創新發展，為深圳建設高質量發展
的先行示範區提供新的支撐。此外，還意味
着，深圳將部分城市功能有序疏解轉移到合
作區，有了新的城市空間為市民提供更多的
民生福祉。

將通高鐵高速公路
2011年5月21日，深汕特別合作區的概
念橫空出世，廣東省委、省政府將「中共
深汕特別合作區工作委員會」「深汕特別
合作區管理委員會」牌子授予深圳、汕尾
兩市，合作區正式運作。合作區規劃範圍
包括汕尾市海豐縣鵝埠、小漠、鮜門、赤
石四鎮，總面積468.3平方公里。其中，
可建設用地145平方公里，海岸線長50.9
公里，區內常住人口為7.65萬人。深汕特
別合作區黨工委、管委會為省委、省政府
派出機構，享有地級市一級管理權限，委
託深圳、汕尾兩市管理，深圳市主導經濟
管理和建設，汕尾市負責徵地拆遷和社會
事務。
2017年9月21日，廣東省委、省政府下
發了《關於深汕特別合作區體制機制調整
方案的批覆》，要求深圳市全面主導合作
區經濟社會事務的責任，按照「10+1」模
式給予全方位的政策和資源支持，合作區
黨工委、管委會、紀工委領導班子成員由
深圳市委選任和管理。領導職數參照深圳
經濟功能區配備。
此前，深圳市副市長王立新曾透露，深

圳將有高鐵和高速公路，直通深汕合作
區，深汕特別合作區內所有居民也將轉成
深圳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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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據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深汕特別合作
區管委會主任產耀東介紹，深汕特別合作區
目前已形成了總體規劃綱要，並將納入深圳
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基本完成了土地利用
總體規劃、基礎設施專項規劃、市政工程詳
細規劃、濱海片區概念規劃、鵝埠片區及鮜
門高鐵片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等規劃工作。合

作區的規劃還學習了雄安新區等地區規劃編
制的先進理念，着力打造具有國內標杆意
義、全球一流水平的特別新城。
據悉，合作區除了有意盛情邀請參與雄

安新區規劃工作的部分專家學者「加盟」特
別合作區總體規劃專家諮委會外，特別合作
區領導幹部還借赴京精準招商之機，趕赴雄
安新區學習取經。

參考雄安新區理念 打造一流水平新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市深汕特別合作區工

作委員會、深圳市深汕特別合作區管理委員會揭牌儀式昨日上午在深

汕特別合作區管委會大樓舉行。此次揭牌是深汕特別合作區體制機制

調整後的標誌性事件。此前，深圳、汕尾兩市共管合作區，根據體制

機制調整方案，深汕特別合作區黨工委、管委會由省委、省政府派出

機構，調整為深圳市委、市政府派出機構。今後合作區的經濟社會事

務將由深圳全面主導，合作區成為深圳第「10+1」（深圳10區+深汕

特別合作區）區。

■■深圳市深汕特別合作區揭牌儀深圳市深汕特別合作區揭牌儀
式昨日舉行式昨日舉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獲悉，中山大學腫瘤防
治中心33名以教授為主的研究團隊和20多
名計算機專家AI技術團隊經過半年努力，
在2萬病例60多萬內鏡影像數據基礎上，成
功建立起內地首個上消化道腫瘤AI檢測模
型和應用系統。其中，在內鏡檢查中，AI平
台能夠秒級提示惡性腫瘤胃癌、食管癌早中
晚期不同階段病變概率。在2個月的臨床試
用中，識別準確率超過95%，達到頂級內鏡
科專家的技術水平。

腫瘤識別率超95%
據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主任徐瑞華介
紹，今年5月，該中心初期投入500萬元
（人民幣，下同），組建人工智能實驗室，
開展《上消化道人工智能診療決策系統的研
發及推廣應用》項目。50多名醫學及計算機
專家組成的攻關團隊，採集了來自新疆、廣
東共4家醫院2萬名病例60萬份內鏡影像數
據，再借助中國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形成

高性能計算平台和上消化道腫瘤大數據平
台。經過專家組數月努力，在複雜的改良計
算方式下，人機互動學習，建立起上消化道
腫瘤多場景、多模態的人工智能診療模型和
應用系統。
徐瑞華介紹，過去兩個月，根據該應用系

統在試用初期的數據分析顯示，惡性腫瘤識
別準確率已達到95%以上，這相當於頂級內
鏡科專家的水平。

細小病變也能發現
項目總負責人、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內

鏡科主任徐國良稱，早期胃癌、食管癌存在
一定比例的漏檢，而人工智能技術結合海量
影像數據，即使深埋於不同角落的細小病
變，也能夠發現。
對於這種病變，系統在運行中也幾乎能夠

做到實時提示。「內鏡設備掃過，圖片同步
上傳至雲端，高速運轉的AI診室就立即進
行分析，只需要不足1秒就可以將掃描部位
病變與否的結果上傳至電腦屏幕。」徐國良

說，以往做一個精細檢查，至少需要半個小
時，而在這個模式下，可以節約一半以上時
間。
目前，該系統處在智能診斷這一單病種單

應用階段，按照項目計劃，接下來，將逐步
實現單病種系統化應用，即篩查、診斷、治
療的系統化人工智能輔助決策，最後，將攻
關常見腫瘤的全面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昨日
從中國應急管理部獲悉，針對當日四川省宜
賓市興文縣發生的5.7級地震，應急管理部
已啟動Ⅳ級應急響應，並派出工作組趕赴震
區指導救援救災工作。

據應急管理部有關負責人介紹，截至昨日
17時30分，已接報有16人受傷，震中部分
鄉鎮震感強烈，部分房屋出現裂縫，少量房
屋倒塌，個別鄉鎮出現停電停氣，個別道路
因滑坡中斷。當地消防救援力量已趕到震中

開展搜救工作，另有5支地震救援隊伍已完
成集結，隨時可趕赴現場。當地政府正全面
開展災情核查、搶險救災、傷員救治等工
作。
這位負責人表示，地震發生後，應急管

理部黨組書記黃明、副部長鄭國光立即趕
到部指揮中心，調度了解受災情況，部署
搶險救災工作，要求迅速分析研判震情趨
勢，快速高效實施救援，科學調度人員物
資。
據中國地震台網測定，此次地震震中距離

興文縣城約20千米，距宜賓市約70千米，
距成都市約270千米，震中50千米範圍內的
人口密度約370人/平方千米。

■■深汕特別合作區深汕特別合作區
構想圖構想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川地震16傷 應急管理部派人赴震區

■在2個月的臨床試用中，AI檢測模型和應用系統識別上消化道腫瘤確率超過95%。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香港
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副局長陳帥夫在深圳出
席前海蛇口自貿片區暨前
海深港合作區諮詢委員會
2018年度會議時透露，
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將會
與香港青年聯會（青聯）
合作推出試行計劃，鼓勵
香港青年善用大灣區創新
創業基地。青聯已物色三
個位於深圳、適合香港青
年落戶的青年創新創業基
地，參與試行計劃，並提
供一系列落戶優惠及支持
措施，汲取試行計劃的經
驗，特區政府計劃向香港
「青年發展基金」注資，
推出新計劃。
據悉，三個青年創新

創業基地包括位於深圳南
山區的南山智園深港青年
創新創業基地、位於深圳
羅湖的尚創峰以及位於深
圳福田區的崗廈深港澳青
年創新創業基地。
前海蛇口自貿片區暨

前海深港合作區諮詢委員
會2018年度會議日前召
開。21名諮委會委員圍
繞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前海
重要講話精神，就如何進
一步扎實推進前海建設，
探索更多可複製可推廣的
經驗，進一步深化深港合
作，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等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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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特別合作區大事記
2011年2月18日
■正式設立深汕特別合作區

2011年5月21日
■深圳汕尾兩市合作區正式運作

2014年11月
■《深汕特別合作區發展總體規劃（2015-2030）》通過

2015年9月1日
■深圳市政府出台政策：
深圳的企業到合作區投資，享受與深圳企業同樣的產業扶持政策待遇
從深圳市轉入合作區的企業可申請13項深圳市本級產業扶持專項資金

2017年9月21日
■廣東省委、省政府要求深圳市要不折不扣落實好全面主導合作區經濟社會事
務的責任

■按照「10+1」模式給予全方位的政策和資源支持

2018年12月16日
■深圳市深汕特別合作區正式揭牌，標誌深汕特別合作區邁入由深圳直接管理
的全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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