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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年，是纪念新安县建县的特殊时间节点，深港
同胞曾一同耕作、繁衍生息，这也是“深港一家亲”在
行政区域概念上的源头之一；14分钟、50公里，是深港
双城在时间和空间上抵达的最近距离，香港入境事务
处最新数据显示，7月香港出入境人次达2068.9万人
次再创新高；10秒，是莲塘口岸“一站式”通关模式的
最快速度，出入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一次放
行，通关时间仅为传统通关模式的五分之一。

全面恢复通关半年以来，深港南来北往的轨迹线
越发频密，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加速流动，从深
圳口岸的客流高峰到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的人头攒动，
从深圳湾的日出美景到维多利亚港的霓虹夜晚，川流
不息的深港人潮交织、相融，共同点亮了粤港澳大湾
区核心都市圈的璀璨灯火。

“港风港味”新生活
这是深圳的另一面

通关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复苏呈现势头强
劲，深港口岸的双向客流不断增加，深圳的各大商圈
的消费热度不断升温，深港市场一体化水平正迅速提
高。“周末深圳游”成了彼岸香港同胞最热门的生活新
风尚，港人跨城消费带来了不少“流量”。不少深圳市
民朋友笑称：“人在深圳却跟着香港网友的 vlog，了解
了不少深圳吃喝玩乐的好去处。”

不少走在前沿的香港青年正“反客为主”，从来深
体验转化为融入深圳投资兴业。深圳首个以“港风港
味港潮流”为特色的双创夜市街区“小港夜”就是由一
群“95后”香港青年担任创业团队。咖喱鱼蛋、鸡蛋
仔、云吞面，霓虹灯、马克砖、路标牌……在盐田区沙
头角盐田国际创意港开张接客的“小港夜”港味满满、
烟火气十足，吸引了不少深港食客专程前来打卡品
尝。“‘小港夜’是一个集‘港风港味港生活’文化餐饮、
夜经济创意市集、演艺经纪活动于一体的场所。”创始
人之一的香港青年廖家荣介绍，团队成员们来自传
媒、运营、贸易等各行各业。他希望将“小港夜”打造
成盐田“网红打卡点”和深港潮流青年聚集地，让更多
港青看到在深圳创业的前景，吸引更多香港青年人才
来深。

深港千百味 你最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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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首个粤港澳专业人士（深圳）交流服务中心。

港澳青年通过5S国情研学活动了解深圳。

前海e站通服务中心。全国首家香港工商专业平台。 深港澳创业特训营活动。

市委统战部组织港澳青年参与全国“双创周”活动。

香港培侨中学与南头中学师生研学交流。

夜市街区“小港夜”。

香港粤港澳大湾区医疗专业考察团来深走访。

医药医疗加速接轨
健康湾区“生态圈”雏形初显

作为衡量湾区民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健
康湾区的塑造必不可少，加快“健康湾区”跨境合作成
为了当下深圳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多年来，深圳不断
深化深港澳紧密合作，并充分发挥“双区”建设和试点
政策叠加优势，不断扩大医疗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水平，
创新跨境衔接机制，在审批服务、跨境支付、职称评价
等方面不断优化流程，提升跨境就医行医便利水平。

“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以来，香
港医疗卫生界积极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交流对接，致力
于一同推进大湾区的医疗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
4月13日，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高永
文带领香港粤港澳大湾区医疗专业考察团一行来深考
察交流，并与粤港澳专业人士（深圳）交流服务中心签
订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大健康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框架协议，双方将积极搭建粤港澳大湾区医
疗界沟通、交流平台，深化粤港澳的交流活动，开展学
术交流、人才培训，支持专业人士来深执业等。“我们
一直提倡香港和内地的医护人员、专业管理人员在同
一个岗位上合作，以求在管理、临床、服务等方面相互
借鉴、共同进步。”他对深港双璧合一的医疗合作前景
信心满满。

深港全面通关半年来，深圳“港味”更足了、“烟火
气”更旺了、人心更齐了、来往更密了。两地你来我往
的互动模式，也从早期的“走亲访友”到“叹茶娱乐”再
至如今的“互通有无”……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实现
了从量到质的飞跃。

承载着 450年前新安县先辈们“革故鼎新”的愿
景，如今的深圳、香港正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的
奋斗姿态再一次走在“敢闯敢试”的最前沿，串联湾区
连接世界，开创更为广阔的“改革开放”新天地。

协同化便利化
跨境政务服务实现“极速达”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城市，深
圳以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己任，积极为港澳居
民在内地生活发展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今年 2月，在深圳市委统战部、深圳前海管理局
共同推动下，“前海港澳 e站通”香港深圳社团总会站
点正式在香港开通，这也是“前海港澳 e站通”首次落
户香港同乡社团。该项目依托网站远端政务服务，重
点围绕在深开办企业这一核心需求，“一站式”为港澳
人士和企业免费提供“注册易”、“办税易”、“社保通”
等238项政务服务。

香港市民李先生在“前海港澳 e站通”香港服务
网点成功办理《开具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业务并打
印《深圳社保参保缴费明细表》。香港市民麦女士办
理前海企业设立业务，从递交申请材料到领取营业执
照，都能全流程“一站式”完成办理。“前海政务服务向
港澳的前移，进一步拓宽了深港澳跨境政务的服务领
域和空间，促进了深港澳政务服务协同化、智慧化、便
利化，探索出了大湾区城市群政务服务合作的新路
径。”深港代表人士纷纷点赞。

“育新苗”“共成长”
深港青少年牵手并肩赴未来

科技的创新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围绕“为国
育才”粤港澳教育领域也以“开放、多元、智慧”为元
素，探索三地“学校管理、课堂教学、队伍建设、课程建
设”的优势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多元共进。

5月12日，在凤凰花盛开的深圳市南山区百年名
校——南头中学，香港培侨中学与南头中学师生研学
交流战略合作正式签约。“香港培侨中学与南头中学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是希望两校师生进一步加强交
流，相互分享特色课程，友谊更加巩固。接下来，两校
在学生社团交流方面可以开展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交
流合作，成为深港教育交流融合的一个创新实践。”香
港培侨中学校长伍焕杰说道。

为让学生亲身体验国家历史文化和最新国情，香
港推行高中“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特设内地考察，为高
中必修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民科）提供21条内地
考察路线，充实国民教育的内涵。为此，深圳市委统战
部精心筹备的“国情深睇验”港澳青少年深圳国情研学
精品路线（简称“5S国情研学路线”），吸引更多香港青
少年深度观察和了解深圳经济、文化发展和变化，全面
调动党和政府、学校、社团和企业力量，为每年超过5
万人次的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搭建平台、提供便利。

在此基础上，市委统战部联合龙岗区委区政府，
推陈出新以“碳中和”为主题引领粤港澳青少年开展
深层次交流。今年4月，在2023年“迈向碳中和 湾区
少年行”粤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主题活动中，深
港澳三地青少年在四天的文化交流活动中，行走于首
都北京的街巷胡同、翠峰山峦、博物场馆，以祖国大好
河山为教材，迈出游学脚步。

今年以来，深港青少年体育交流赛活动火热进
行，从赛艇到羽毛球、棒球，从小轮车、乒乓球到国际
象棋，6大深港青少年体育交流赛将陆续举办，为深港
青少年之间的体育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三地青少年
并肩成长共同迈向湾区新未来。

“真金白银”补给
助力港青“闯”出一番天地

7月26日，由深圳海外联谊会主办的深港澳创业
特训营在深开班，首期5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深圳创业
孵化基地、知名产业园区和企业了解深圳创新创业政
策和环境。这也是深圳海外联谊会服务港澳青年来深
创业发展、不断扩大深港澳青年“朋友圈”的又一有力
举措。“青年们想来深圳发展首先要熟悉这座城市。特
训营设置了主题讲座、参观走访等课程形式可帮助学
员们从了解深圳到参与深圳建设，从在深就业到在深
创业。”香港深圳青年总会执行主席李培垭说道。

近年来，深圳海外联谊会在全市各区高质量打造
了 14个海联会挂牌的“深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这里也成为了不少港澳创业青年来深创业路上驻足
的“第一站”。“双创基地既有政府的政策‘礼包’，也容
易获得媒体的关注，创业项目可以更好的起飞。”大家
表示，基地为初来乍到的港澳青年提供了贴心的政务
服务和综合配套保障，成为了越来越多港澳青年筑梦
湾区、实现梦想的“孵化器”。

截至目前，14个双创基地累计孵化项目1917个，
其中港澳项目 401个。深圳海外联谊会还进一步落
实落细相关政策举措，在推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便
利港澳居民在深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明确在深创业
的港澳居民可以享受深圳市各项创业补贴以及扶持
政策；促成深圳市天使母基金、福田区引导基金等设
立规模为5亿元的国宏嘉信天使基金，为各挂牌基地
的港澳创业青年提供资金支持。

促交流共合作
湾区专业服务走向“高精专”之路

为推动深港专业界务实合作，助力高质量发展，在
深圳海外联谊会的指导支持下，目前深圳已成立大湾
区首个粤港澳专业人士（深圳）交流服务中心，全国首
家香港工商专业和青年团体服务中心两个服务平台。

3月3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专业人士协
会首席会长简松年率队走访粤港澳专业人士（深圳）
交流服务中心，双方就港澳专业人士来深发展机遇及
相关政策等话题进行座谈交流。双方希望充分发挥
中心信息交流、项目共建和服务落地等三大平台作
用，吸引并推动更多港澳专业人士在深发展，促进粤
港澳大湾区专业服务信息交流与成果转化，携手打造
深港国际化高层次专业服务人才高地。

“大湾区作为拥有7000多万人级别的城市群，在
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专业服务方面的需求。中心可为
专业人士在湾区发现创业商机、增进交流合作提供更
多机会，进一步促进内地与国际接轨。”香港专业人士
协会创会主席、深圳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简松年说。

为让专业服务领域的港澳人才在内地更好地适
应“水土”、扎根成长，市、区统战部门及海联会联合有
关部门为港澳专业人士提供了多场政策咨询服务。
其中，市卫健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前海管理局
等有关单位以及区有关职能部门开展政策宣讲，与港
澳专业人士面对面交流，答疑解惑。福田区依托服务
平台为香港专业人士协会会员提供工商注册、代税代
账、政策申报、政策宣讲等服务。

内地与香港恢复通关以来，统战系统依托两个服
务平台为港澳专业人士 20余批 500多人次提供考察
交流、政策宣介、项目洽谈等服务，推动达成一系列合
作意向。

哪一种“双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