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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开通一周年旅客总数 2443 万人次，优化通行方案正在积极研究

加快推动粤港两地牌车免加签通行港珠澳大桥

年内集中开建2.6万套公共住房
首批 13 个公共住房项目集中开工,预计到“十三五”期末将建设筹集 42 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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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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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川岛镇政府承诺：

短期内修复
排水沟决口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卓
栋、 彭纪宁报道： 本报 23
日刊登 《公路排水沟大雨
一冲就垮谁来管》，报道省
道 365 麻阳线江门台山市
川岛镇山咀段一段路边排
水沟出现决口后， 多日无
人修复，引发关注。 昨日，
记者从当地群众及川岛镇
政府方面了解到， 川岛镇
政府已承诺短期内先修复
排水沟， 对于排水沟硬底
化工程， 将根据工程量制
作预算， 并向上级部门争
取款项落实。

受影响的虾场老板水
东向记者表示，23 日上午，
川岛镇政府、山侧村委会人
员前来虾场与他进行沟通，
川岛镇领导承诺在短期内
将派钩机将冲进虾场内水
池的泥土挖出，填好排水沟
的决口，让污水不再流入虾
场。 至于排水沟硬底化的诉
求，“镇政府领导也说了实
话，工程量确实很大，需要
根据工程来制作预算，向上
级汇报，争取申请拨款来落
实，如短时间内确实没办法
做好，我也理解。 ”

23 日下午，川岛镇一位
领导对记者表示， 镇委、镇
政府在 7 日当天已经了解
这一事件，因当天雨势太大
无法处理，因而没有及时填
好。 事后部分工作人员没有
对事件给予足够重视，没有
及时与反映问题的群众进
行详细沟通、 处理问题，工
作上确实存在需要改进之
处。 川岛镇政府会及时和虾
场老板做好沟通，把事情处
理好。

截至目前 ，有资格通行大
桥的车辆已超过 7 万辆。今后
如何推动优化港珠澳大桥通
行？ 据了解，有关方面将加快
推动已有粤港两地牌车辆免
加签通行大桥，推动实施现有
通行其他口岸的澳门私家车 、
粤澳公务车分阶段免加签通

行大桥珠海口岸等工作 ，陆续
增加通行大桥的车辆指标 ，积
极研究粤澳两地牌小客车通
行大桥的可行性方案。

同时 ，建立三地海关口岸
联络机制、在大桥香港与珠海
口岸实施 “跨境一锁 ”快速通
关模式、实施三地海关查验结

果参考互认合作等 ，进一步便
利货运业使用大桥。

在旅游观光方面 ，将继续
加紧推进蓝海豚岛旅游开发 。
今年 7 月完成旅游开发总体
策划及概念设计全球公开招
标 ，目前 ，有关策划和设计已
全面开展。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钱
瑜、 郑达报道：23 日是港珠澳大桥
开通一周年。 截至 23 日，经港珠澳
大桥往来三地口岸的旅客总数共计
2443.45 万人次，远超预测客运量。

来自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数据
显示：截至 10 月 23 日,经港珠澳大
桥往来三地口岸的旅客总数共计
2443.45 万人次， 日均约 6.69 万人
次，已超出预测客运量（预测大桥开
通初期客运量约 4.8 万人次/日），
最高日客流量约 17.56 万人次。

港珠澳大桥收费站总车流达
153.72 万车次，日均约 4212 车次。
通行车辆以客车为主，其中穿梭巴
士 和 小 客 车 占 比 较 大 ， 分 别 为
31.16%和 48.05%。东、西行车流基
本平衡 ，周末 、节假日高峰特征明
显， 每日通行高峰主要集中在 10
时至 12 时、17 时至 19 时， 单日最
高峰为 2019 年 4 月 19 日（香港复
活节假期第一天 ），车流量 7106 车
次。

随着“珠港 1 小时生活圈”逐渐

形成， 选择在珠海生活的香港居民
逐渐增多， 珠港跨境学童成为出入
境旅客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珠海边
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推出特色
便民措施已惠及学童 1.8 万人次。

羊城晚报记者从拱北海关获
悉，截至 9 月底，累计 21.58 万吨、
价值 84.45 亿美元货物经大桥进出
口，范围覆盖 26 个省（自治区 、直辖
市）152 个收发货地， 其中珠江口西
岸城市货物货值占九成以上， 粤港
澳大湾区枢纽效应逐步展现。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通
讯员雷湘君摄影报道： 从本月开
始， 深圳全市将掀起公共住房开
工建设的高潮。 10 月 23 日上午，
深 圳 市 在 宝 安 区 机 场 地 块
DU09-69 人才住房项目现场，举
行了全市 13 个公共住房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 记者了解到，从本月
开始到年底连续 3 个月， 深圳将
举行 3 个批次的公共住房集中开
工活动， 可建设筹集约 2.6 万套
公共住房。

首批13个项目建房1.1万套

记者从深圳市住建局了解
到，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将通过
新供建设用地、棚户区改造、城市
更新、 公共设施配建和产业园区
配建等多种渠道进行建设筹集，
总投资将超过 130 亿元， 覆盖全
市 8 个区， 预计可提供公共住房
约 1.1 万套。

其中，宝安区有 5 个项目，总
用地面积为 73540㎡，总计可建设
公共住房 2788 套；福田区有 2 个

项目， 总用地面积为 16 万㎡，总
计 4920 套；南山区前海桂湾人才
住房项目用地总面积 1.47 万㎡，
将建设人才住房 1000 套左右；龙
华区大浪街道龙胜旧村片区城市
更新项目，配建总套数不少于 574
套。 龙岗区坪地街道坪地中心村
拆迁安置项目，可配建拆迁安置房
类型住房 390 套。 光明区光晟三
村项目可配建安居型商品房 129
套。 坪山区世界塑料厂城市更新
配建项目，可配建住房 232 套。 大
鹏新区第二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
可配建住房 786 套。

至明年1月再出让34宗用地

近年来，深圳市市、区两级大
规模开展人才住房、 安居型商品
房用地梳理和选址， 并明确了用
地供应时间计划表。 本月底至明
年 1 月，深圳市总共将出让 34 宗
公共住房用地， 总用地面积超过
1 平方公里， 预计可建公共住房
超过 6 万套。

在加快土地出让的同时，深

圳市将掀起公共住房建设开工建
设的高潮， 从本月开始到年底连
续 3 个月， 将举行 3 个批次的公
共住房集中开工活动， 可建设筹
集约 2.6 万套公共住房。 10 月 23
日开工的宝安区机场地块等 13
个项目，是首批集中开工项目。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深圳
规划建设筹集 40 万套公共住房。
深圳市住建部门有关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深圳市已建设筹集公
共住房 31 万套。预计到“十三五”
期末， 深圳市建设筹集的公共住
房将达到 42 万套，超额完成“十
三五”规划目标。未来到 2035 年，
深圳计划新增建设筹集各类住房
170 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
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
于 100 万套。 深圳市已对公共住
房建设项目作出用地安排， 将通
过新增建设用地、 盘活存量用地
等六类十五种渠道，提供约 34 平
方公里的用地安排。

最高售价低于5万元/平方米

记者从深圳市住建局获悉，深
圳市政府日前召开的有关公共住
房专题会议传出好消息：位于原特
区内的公共住房项目毛坯房最高
售价低于 5 万元 / 平方米、位于原
特区外的公共住房项目售价低至
2 万 -3 万元 / 平方米左右， 均远
低于同类地区商品房售价。

根据深圳市公共住房相关建
设计划，明年开始，深圳市将有大
批人才住房、 安居型商品房面向
符合条件的人才、市民供应。 值得
关注的是， 这些公共住房的售价
均为周边地区市场房价的 5-6
成。 位于原特区内的限价人才住
房项目毛坯房售价处于 4 万 -5
万元 / 平方米区间， 最高售价原
则上不超过 5 万元 / 平方米；位
于原特区外的限价人才住房项目
毛坯房，普遍处于 2 万 -3 万元 /
平方米区间， 最高售价原则上不
超过 4 万元 / 平方米。

“深圳将严格控制用于出售
的公共住房价格！ ”分管全市住房
建设工作的深圳市委常委、 市政
府党组成员杨洪表示， 未来一段

时期， 深圳市面向社会配售的公
共住房总体价格都将稳定在这一
水平。 记者从深圳市住建部门同
时了解到， 深圳市将不断提升公
共住房建设和管理质量， 完善周
边交通、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

公共配套设施， 同步建设社区服
务中心、 长者食堂、 幼儿园等设
施， 通过举办户型研究设计竞赛
等活动， 提升户型设计和户内装
修水平， 确保全市公共住房住户
“住有宜居”。

13 个公共住房项目集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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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际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载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文 / 林翎 曾毅峰
图 / 中山市委宣传部

总 策 划：刘海陵 林海利
总 统 筹：孙爱群 马 勇
执行统筹：林 翎 胡润斌

姚志德

9 月 20 日， 在第五届珠江
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投资贸易
洽谈会（以下简称“珠洽会”）上，
中山 25 家企业携 56 项“高精
尖”先进装备产品参展，一批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装备在展会
上亮相。 一款叫“重型机器人搅
拌摩擦焊系统”的“绿色焊接”设
备获得关注。 这台设备通过机械
手上的钻头高速进行无缝焊接，
整个过程竟无火花四溅。 这种解
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技术，由
广东省焊接技术研究所与中山
企业鑫光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合
作研发。

中山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
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 为此，中山市
已经制定“施工图”和“时间表”。
根据近日公布实施的《中山市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专项行动计划》（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到 2022 年，
引进 2 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与著名高校院所共建的高端
创新平台基本建成，涌现出一批
创新能力突出的科技企业，在生
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光电、新材料等领域
形成若干重大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中山翠亨科学城、创新集聚
区建设全面推进，加快火炬开发
区全市创新发展主引擎、翠亨新
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阵
地的建设，适宜创新创业的环境
基本形成。 到 2035 年，形成完
备的创新平台载体、 创新人才、
创新机制和创新环境，成为全球
知名的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重要承载区和创新科
技成果转化基地。

建平台 科创平台跑出新速度2 深对接 融入粤港澳协同创新3
深度对接广深港澳科技创

新走廊，是中山打造创新链条的
重要途径。

6 月 5 日，中山市南区办事
处与香港高锋集团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联合知名高校、优质名
企和青年组织，合作共建粤港澳
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中山市
南区国际青年科创谷（以下简称
南区科创谷）。 9 月 6 日，南区科
创谷正式投入运营。 南区科创谷
负责人黄俊瑯介绍，自试运营以
来，科创谷不到一个月就进驻了
9 个来自香港的创业团队，围绕
工业设计、智能制造、文化创意、
科技农业、大数据等领域进行科
技产业的创业孵化和创新加速。

当前，中山东进布局高歌猛
进，东部地区成为中山参与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前沿阵地。《行动
计划》指出，推动高新区和产业
创新承载区高质量发展。 支持火
炬开发区进一步完善提高“一区
多园”的发展水平，重点发展生
物医药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光电产业、
新能源产业，打造中山科技体制
机制创新先行区、科技金融产业
融合创新综合试验区。 加快推动
翠亨新区发展，深化与港澳以及
国际先进地区在生物医药、新一
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高
端服务业、青年创新创业等领域
合作，建设翠亨科学城、中山科

技大学、中科院药物创新研究院
华南分院（中山研究院）、粤澳全
面合作示范区等平台，努力打造
为中山市科技创新核心区、珠江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平
台和国际化现代城市新中心。

今年 3 月 29 日，《关于建设
粤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中山）
的合作框架协议》 在澳门签署。
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澳中致
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双方代表
签署了协议，双方在打造澳门中
山两地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澳门
中山科研成果转化中心等六大
领域进行合作。 而在翠亨新区的
马鞍岛，新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基地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今年 9 月，《中山翠亨科学
城城市设计》 成果公布
实施。 位于马鞍岛南部
的翠亨科学城， 被定位
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
化、 现代化、 创新型城
市新中心。 目前在翠亨
新区落户的企业中，近
八成来自深圳。 与广州
的对接也步入了快车
道，去年，广州、中山两
市签订《广州南沙新区
中山翠亨新区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提出科技
创新重大平台等八大方
面的合作。

育高企 构筑产业创新新高度1
今年 5 月 28 日，广东省手性

药物工程实验室（中山中心）在位
于翠亨新区的广东和博制药有限
公司揭牌成立， 此次合作将助推
广东省手性药物工程实验室研发
成果实现中试及产业化。 当前，中
山的生物医药科技园、 国家健康
科技产业基地、 华南现代中医药
城等园区对高端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十分关注，其中，国家健康产业
基地已拥有 140 多家各类科研平
台。

根据《行动计划》，中山加快
建设高端科研机构， 积极争取国
家、 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户中
山， 大力吸引国内外高校和科研
机构共同参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结合中山重点发展的生
物医药、 新一代信息技

术、光电、新能源等
领域 ， 力争布

局建设 1 家
省实验室 ，
打 造 全 链
条、一体化、
综合交叉融
合的国际高
水 平 实 验
室。 力争每
年新增 1 家
省级以上工
程实验室 ，

建 设 粤 港 澳
联合实验室，建设

生物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药
科大学分中心， 吸引香港大学生
物医药人才到中山进行创新研
发。

引进国内外高校、 科研机构
等建设重大创新平台， 加快推进
中科院药物创新研究院华南分院
（中山研究院 ）、 哈工大无人装备
与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
院大学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
建设， 推动中山复旦联合创新中
心、中山香港科大联合创新中心、
智能移动机器人 （中山 ） 研究院
（AMR）尽快落地挂牌。 支持国内
外高校、科研机构、世界 500 强企
业、 中央企业等来中山设立研发
总部或区域研发中心， 建立健全
灵活务实高效的创新平台管理运
营机制， 吸引更多科技创新成果
到中山转化产业化。 实施新型研
发机构能力提升计划， 重点扶持
一批研发能力强、 示范效应明显
的机构， 有效推动重点领域与产
业无缝对接。

过去一年， 中山市加快建设
科技创新平台， 引进了中国科学
院药物创新研究院华南分院、哈
工大无人装备与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中心、中
山—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创新中
心、 广东药科大学—香港大学创
新平台等一批科技创新平台落
地， 使全市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增
至 456 家。

中山火炬开发区明锋医疗车间 洪喜鹏 摄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
本届珠洽会中， 通宇通讯 26G
微波扇形天线、5G 基站天线、
5G+ 无人扫地车等一批 5G 产
品在中山展区精彩亮相， 展示
的各类 5G 天线技术已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通宇通讯是中山
企业坚持科技创新、 积极寻找
上升发展路径的一个缩影。 目
前， 中山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设 立 研 发 机 构 的 比 例 达
49%，增长 29.3%，增长率居珠
三角第一， 其中 5 亿元以上工
业企业研发机构实现全覆盖，
企业创新发展的趋 势 向 好 。
2018 年， 中山积极组织开展重
大科技专项，共推荐 18 家企业
申报广东省科技发展专项，首
批已立项 1 项。 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方面也取得长足进展，去
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2378
家，新增加 663 家。

根据《行动计划》，中山将
建设高水平创新中心， 瞄准生
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方
向，以企业为主导，联合港澳力
量，整合院校资源、产业链上下
游资源， 推动建设一批制造业
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
创新中心、 工业设计中心和现

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创
新载体， 促进技术研发和产品
设计创新。 综合运用财政补助、
研发费加计扣除等政策， 鼓励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建设一批
企业技术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工程实验室、 重点实验
室、企业研究院等研发机构，加
快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普遍
建立研发机构。 紧扣生物医药、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
造、 人工智能及传统优势产业
转型升级重大需求， 探索悬
赏揭榜制等新型组织方
式， 引导投资基金
等社会资本参
与，集中力
量 组 织 一
批 “卡 脖
子”核心技
术攻关。

科 技
创新是中山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 实现新旧动能
转化的必由之路

研究粤澳两地牌车通行大桥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