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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建設助推「帶路」機遇
聯通粵港澳城市群產業鏈 深度參與國際分工

在平行分論壇的主題發言環節，廣東省政協經
濟委員會主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院長王珺表示，大灣區建設具
有更大支撐力的世界級機場群、港口群及快速便捷
的交通網絡與綜合運輸通道，可以推動適應21世
紀高質量發展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將更好地發揮港澳在國家新時期對外開放中
的功能和作用，更高層次地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
爭。

民間交往築牢社會根基
王珺還指出，粵港澳大灣區還要建設國際文化交

往中心，因為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
內容與人文基礎，通過科學、教育、文化、衛生、
民間交往等各領域開展合作，將為「一帶一路」建
設夯實民意基礎、築牢社會根基。
談到具體的推力方向，王珺認為，大灣區要以加

快構建國際科創中心為動力，把握數字化、智能
化、網絡化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發展機遇，推動
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在國際分工格局中提質增
效。

終端產業強化配置能力
「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可以作為一個協同創新發展
的整體，作為一個開放的平台，來連接內地的製造
產業和世界高端的科創資源，推動大灣區成為世界
級的科創高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港澳大灣區
研究院院長申明浩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揮互
補優勢，廣東有完整的製造業供應鏈，而香港、澳
門具有整合全球消費需求的能力，三地聯通起來的
供應鏈能夠更好地連接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的產業。
申明浩還表示，香港在招商引資和對外投資方
面，一直是中國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同時也
是「一帶一路」重要的融資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的
產業對於國內和國際都有很強的關聯效應。智能手
機中國一年出產19億台，其中有11億台是粵港澳
大灣區產的。粵港澳大灣區在終端產業和製造業方
面，都有非常強的配置資源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在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平行分論壇

上，來自媒體、高校、企業的專家和代表

熱議「灣區建設與『一帶一路』」。多位

嘉賓在演講中提出，通過聯通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群產業鏈，深度參與國際分工格

局，助推「一帶一路」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粵港澳大灣區對傳媒人才的
新需求，一直是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的熱議話題之一。《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拓展大灣區在教育、文化、旅遊、社會
保障等領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這充分說
明大灣區傳媒人才必須具備更高的國際視野和更專業的全媒體能力。
暨南大學黨委書記林如鵬表示，在全媒體時代，面對大灣區建設和

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新要求，國際化傳播人才的培養內涵已經發
生根本性變化。作為國際化傳播人才培養重鎮的高校，要突破單一的
培養機制，建立政府、媒體、高校協同育人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模
式；要突破學生來源單一化，多渠道發展國際傳播人才。
至於如何提升媒體報道大灣區時的時效性和感染力，《中國日報》

（香港版）副總編輯宋平提出，要不斷加強新聞內容和視覺呈現的高
度融合，打造受眾認可、引領國際潮流的視覺精品；把握微視頻發展
機遇，擴大國內外主流聲音；注重借力，以合作傳播、互動傳播等形
式快速提升影響力等多項建議。
專家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助力「一帶一路」建設，要充分發揮人
才尤其是國際化人才的作用是關鍵因素。而隨着「一帶一路」、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的進行，青年人的發展空間將越來越廣闊。

培養傳媒人才 提升國際傳播專家建言媒體品牌「走出去」
洪為民 全國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
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加強與海外媒體合作，未來在製作節目時考慮為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翻譯成不同的文字。同時與海外媒體共同策劃，以
外國人的視角講述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故事，這樣能獲得更好
的傳播效果。

袁志偉 無綫電視助理總經理兼新聞總監
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群聯合起來，各司其職，成功幾率很大。建議
粵港澳大灣區媒體主動作為，加強海外推廣，讓更多的優秀節目「走出
去」，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媒體品牌。

毛艷華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新時代推動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不僅僅要推動互利合作，同時也要探索文化交流來推動融合發展，才能更
有力地支撐「一帶一路」建設。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在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平行分論壇上在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平行分論壇上，，來來
自媒體自媒體、、高校高校、、企業的專家和代表熱議企業的專家和代表熱議「「灣區建設灣區建設
與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
聞報道，近日，《住房和城
鄉建設部辦公廳關於組織開
展住房和城鄉建設領域安全
生產隱患大排查的緊急通
知》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官
網上公佈。
這份成文於5月23日的緊
急通知稱，當前住房和城鄉
建設領域安全生產形勢嚴
峻，接連發生「5．16」廠
房坍塌事故和「5．20」酒
吧屋頂坍塌事故，造成多人
傷亡，社會影響惡劣，教訓
極其慘痛。
此次排查的重點包括：

一、未辦理施工許可等手續
的新建、改建、擴建工程，
涉及改動承重柱、樑、牆的
裝飾裝修工程；二、私搭亂
建的建築與設施，未經竣工
驗收即投入使用的工程；
三、施工現場的建築起重機
械、高支模、深基坑等危險
性較大的分部分項工程；
四、城鎮燃氣、供水、排水
與污水處理、供熱、橋樑等
市政公用設施運行以及城鎮
危舊房屋使用等領域的安全
生產隱患。
這一緊急通知強調，地方

各級住房和城鄉建設主管部
門要深刻認識2019年安全生產工作的
重大意義，高度重視此次大排查，以極
端負責的態度抓好落實。要成立以主要
負責同志為組長的安全生產隱患排查工
作領導小組，制定詳細工作方案，明確
任務分工，強化責任落實，迅速組織開
展工作；要督促各方主體落實安全生產
主體責任，認真開展自查自糾，全面建
立隱患排查治理工作台賬。對本地區安
全生產隱患進行逐項排查、逐項整治，
不放過一座建築、不遺漏一台設備；要
對大排查中發現的違法違規行為，從嚴
從重從快堅決予以查處，特別是對查出
隱患不制定整改措施或不執行整改要求
的企業或個人，嚴肅追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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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七十二屆世
界衛生大會25日審議通過了《國際疾病
分類第11次修訂本》，首次將起源於中
醫藥的傳統醫學納入其中，這一成果離
不開各國醫學界人士長期不懈的努力，

體現出中醫乃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之道」。國
內外多位專家表示，這將是中醫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傳統醫學納國際標準
《國際疾病分類》是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廣泛用
於疾病診斷統計和分析的國際標準。經過長達10餘年
的研討，傳統醫學終被納入這一國際標準。
多年來，傳統醫學界孜孜不倦，卻仍難躋身國際主
流醫學。儘管納入《國際疾病分類》並不代表傳統醫
學國際化將一片坦途，但專家認為，這好比打通「任
督二脈」，不僅有里程碑式意義，還有進一步推動傳
統醫學國際化的現實重要性。
世衛組織傳統醫學、補充醫學與整合醫學處處長張
奇表示，將傳統醫學納入《國際疾病分類》，標誌着

以世衛組織為代表的整個國際公共衛生系統對包括中
醫藥以及來源於中醫藥的這部分傳統醫學價值的認
可，同時也是對中醫藥在中國、在國際上應用越來越
多這一現實的認可。

縮短中醫推廣應用時間
據介紹，《國際疾病分類第11次修訂本》在設計上

更容易與電子健康記錄和信息系統融合，有助於縮短
中醫等傳統醫學在歐美等地推廣應用的過渡期。納入
《國際疾病分類》只是第一步。中醫等傳統醫學的國
際化還遠未大功告成，仍需在標準化和國際合作方面
加大力度，久久為功。
《國際疾病分類第11次修訂本》計劃於2022年1月

1日起生效，而傳統醫學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還需更
長時間。美國針灸理事會保險信息網主任塞繆爾．柯
林斯舉例說，《國際疾病分類第10次修訂本》於1990
年通過，但美國直到2015年才實施，因此傳統醫學不
太可能迅速在美國得到大範圍推廣和應用。

■新華社

世衛首次認可中醫藥地位
 &

■世界衛生大會首次認可中醫藥，這將是中醫走向世界的里程
碑。圖為今年5月14日來自哈薩克斯坦的薩震在北京中醫藥大學
留影，他是該校中醫基礎理論專業的研究生。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張富清同志先進事跡作出重要
指示強調，老英雄張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輩子堅
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跡感人。要積極弘揚奉獻精
神，凝聚起萬眾一心奮鬥新時代的強大力量。昨日中
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指出，在新的長征路
上，我們要牢記初心和使命，將老英雄的精神接力棒
傳遞下去。要勇於奉獻，甘於奉獻，樂於奉獻，以奉
獻書寫燦爛的人生年華，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富強、
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事業之中，讓自己的生命更加
充盈與光輝。
快評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對老英雄張富清事跡的重
要指示，極大地激勵了社會各界崇尚英雄、牢記初
心、為國奉獻的強大熱情。戰火紛飛的歲月，他在槍
林彈雨中衝鋒在前，以英勇與無畏書寫下保家衛國的
英雄篇章；和平發展的年代，他在貧困山區中默默耕
耘，以淡然和奉獻踐行共產黨人的忠誠誓言。半個多
世紀以來，95歲高齡的老英雄張富清以寵辱不驚之

態、淡泊明志之心、甘於奉獻之舉生動詮釋了信仰的
力量，也立下了一個共產黨人的精神標杆。學習張富
清的英雄事跡，就是要學習他初心不渝的精神。習近
平總書記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
『鈣』。」一個人有了信仰和理想，就有了人生的方
向和自信的力量，就能在前進的道路上意氣風發，在
困難挫折中奮發而上，在平凡普通中鑄就輝煌。正如
張富清同志一樣，在部隊，他保家衛國；到地方，他
為民造福。因為，他心裡始終裝着黨和人民。
文章最後強調，學習張富清的英雄事跡，就是要學

習他甘於奉獻的精神。在革命的年代，正是擁有眾多
像張富清這樣不怕犧牲的英雄們前赴後繼，才有了新
中國的誕生；在建設和改革的時代，張富清同志再次
以自己平凡而偉大的工作為我們作出了榜樣，他扎根
山區，塵封功績，不講條件、不求回報、不怕代價，
以純粹樸實、默默奉獻的精神彰顯了共產黨人精神底
色。從今年6月開始，全黨自上而下將分兩批開展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

堅守初心 為國奉獻央視
快評

5月25日，在中俄建交70周年、兩國元首即將再次實現互
訪之際，由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老朋友理事會組織
編寫、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的《世代友好——紀念中俄建交
70周年文集》中、俄文版在俄羅斯駐華使館首發。圖為中國
前國務委員、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主席戴秉國
（右）與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在首發式上。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川閣 北京報道

中 俄《世 代 好》文 集 首 發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