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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五区一县，面积
超9000平方千米

大湾区生态文化旅游合作区
涉及广州、清远两市，范围包括广
州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清远清
新区、清城区、佛冈县，总面积为
9505.32平方千米。这五区一县如
何错位发展、协调共进？《建设方
案》给出了发展指引。

花都区要发挥空铁联运发展
优势，大力发展贸易新业态，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影视基地，丰富
都市娱乐消费内容，将花都区打造
成为大湾区北部综合交通门户及
生态文化旅游合作区发展核心区。

从化区依托温泉、马场、森林
等优质资源，重点发展高端温泉康
养产业，打造从都国际论坛、世界
生态设计大会等高端会议品牌，建
设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增城区以统筹城乡发展、打造
现代化中等规模生态之城为目标，
以生态旅游、文化创意等旅游产业
为重点，打造成为广州东部综合门
户及粤港澳大湾区全域休闲生态
旅游目的地。

清城区以清远长隆、美林湖、
天堂山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区等休
闲旅游集聚区为依托，带动城区及
周边生态乡村协调发展，加快构建
全域旅游共建共享新格局，打造成
为大湾区北部国际生态城市旅游
目的地。

清新区依托北江生态资源，推
进清新温矿泉旅游度假区、玄真古
洞生态旅游区、古龙峡原生态旅游
区、笔架山森林旅游示范基地等景
区提质升级工作，打造成为大湾区
休闲养生旅居目的地。

佛冈县以优质温泉和森林健
康为抓手，结合粤北乡村民俗特
色，以“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理念

为核心，探索大健康产业发展路
径，打造成为大湾区知名温泉疗养
和森林健康旅居目的地。

明年实现交通基础
设施网初步衔接

《建设方案》提出，要构建“一
核引领、三轴联动、一带串联、四区
共建”的总体空间布局。

“一核引领”指站场联动发展
核，发挥白云国际机场和广州北站
的“站场联动”优势，将站场联动
发展核打造成交通核、产业核和
贸易核。“三轴联动”指滨水生态
发展轴、文商旅融合发展轴、自
然康养发展轴。“一带串联”指北
回归线生态旅游经济带，以南粤
古驿道、融创文旅城、芙蓉嶂、王
子山、二龙山、从化温泉旅游度
假区、流溪温泉旅游度假区、白
水寨风景名胜区等主要景区景点

为载体，以健康养生、房车营地、
森林康养、乡村研学、民俗创意
等生态文旅业态为支撑，打造北
回归线生态旅游经济带。“四区
共 建 ”指 新 型 商 贸 发 展 示 范 片
区、生态文旅产业活力片区、康
养休闲产业集聚片区、文化消费
融合创新片区。

《建设方案》提出，到2022年，
合作区“五区一县”跨区域合作的
体制机制基本形成，交通基础设施
网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初步衔
接，站场联动效应初显，共同打造
推出一批大湾区旅游精品线路和
旅游品牌，粤港澳大湾区北部生态
文化旅游合作区建设快速推进。
到2025年，合作区建设稳步推进，
政策先行先试取得突破，整体产业
布局持续优化，协调发展机制逐步
形成，合作区国际影响力、竞争力
不断增强，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战略支撑。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婷婷、通
讯员马明霞报道：近日，2021年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本科招生政策
发布会暨全国重点中学校长会议
召开。今年，港中大（深圳）拟新增
四个专业，医学院首年启动招生。

2021 年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拟新增四大热门专业，包括药
学、临床医学、生物科学、化学，
其中，临床医学为医学院首年启
动的招生专业。医学院参照香港
中文大学内外全科医学专业成熟
的培养模式，同时借鉴国内外先

进的医学教育，本科阶段注重对
学生人文素质与职业道德的养
成，同时加强专业英语能力和实
践训练，强化临床技能、科研能力
方面的培养。

2021 年医学院临床医学专
业计划主要在综评省份综评批次
理科试验班进行招生。在名额允
许的前提下，也可向非综合评价
招生模式（含非综合评价招生省
份的普通提前批和综合评价省份
的普通提前批）录取的学生开放
医学院选择。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栩
豪、通讯员邹玲报道：3 月 30
日，一辆载着十几名澳门青年
企业家的大巴车，从广州市黄
埔区出发，返回珠海拱北口
岸。这辆车叫“粤港青年创业
直通车”。有澳门青年表示，直
通车一站连接黄埔与澳门，方
便快捷，节省了时间与成本。

据了解，“粤澳青年创业直
通车”于3月30日起正式试运
营。试运营期间，该车每天一
个班次，即上午9时发车，从珠
海拱北口岸直达黄埔区澳门青
年人创新部落，下午6时30分
从澳门青年人创新部落返回拱
北口岸，全程仅需两小时。

“粤澳青年创业直通车”

不仅为频繁往返穗澳两地的
商务人士提供交通便利，同时
向普通市民开放。市民可关
注“澳门青年人创新部落”微
信公众号，点击“直通车”一栏
即可购票，票价为75元。

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副书
记冼银崧表示，为支持澳门青
年到粤港澳大湾区创业，黄埔
区于全省范围内率先推出粤
澳直通车项目。未来，黄埔区
将继续高位谋划、高质推进创
新创业和穗澳融合工作开创
新局面，以“硬核”举措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将黄埔区打造成
港澳青年融入湾区的首选站，
并鼓励澳门青年到黄埔来，助
力粤澳一体化发展。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通讯
员粤交集宣、陆桥轩、陈芳、吴海涛
摄影报道：3 月 30 日下午，中江高速
公路改扩建西江特大桥 55 号主墩
首根桩基顺利开钻。

“在施工前，主墩平台上下游分
别设置了临时防撞桩及安全警示设
施，并建立了桥区主动防撞预警系
统，对过往船舶、工程船舶、靠离泊
船舶实施有效监控，加强对桥身和
船舶的保护。”中江高速公路改扩建
管理处副主任孙克强介绍。

广州非机动车事故多发，羊城晚报记者

历时两个月走访穗深两地深入探因

电动车频频
乱入 皆因无路可

走无路可走无路可走无路可走？？？？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温建敏 李妹妍

实习生 谭洁文 通讯员 李家勋

电动车驶上机动车道？查！
近日，广州交警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全市统一行动，全面加强摩

电综合治理。截至3月24日中午，全市85个联合查车点共查扣违法摩
电600多辆，查处摩电交通违法行为7100多宗。

事实上，针对电动自行车（以下简称电动车）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已
开展过多次整治。仅2020年，广州交警就查处了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41万多宗。

为何电动车违法现象屡治不止？广州相关部门应如何解决当前存
在的问题？同样困扰于电动车违章问题的深圳又采取了什么做法？羊
城晚报记者历时两个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走访调查。

羊城晚报记者留意到，作为同样
困扰于电动车违法问题的城市，深圳
近年来建设了多条拥有独立路权的非
机动车道。在聚集了多家批发商城的
深圳华强北商圈，相关部门在振中路
上用围栏划设了一条宽达两米的非机
动车道；在深圳南山区南新路，相关部
门通过压缩机动车道数量在两侧分别
设置了3.5米宽的非机动车道，采用护
栏与机动车道进行隔离。

记者在上述路段现场观察发现，
非机动车基本都在车道内行驶，道路
秩序大大改善。而有关咨询机构评估
结果亦显示，设置非机动车道后，这些
道路减少了机非交织，高峰期间路段
交通运行并未出现明显交通拥堵。

“至 2020 年底，深圳全市自行车
道建设里程累计达到 2208 公里。”深
圳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告诉羊城
晚报记者，未来,深圳将“连网、成片”
持续推进非机动车道建设，提高非机
动车道覆盖率。

深圳的做法有无借鉴意义？
“在非机动车与公共交通有机结

合方面，存在非机动车道不连续、舒适
性和安全性不足、非机动车道被侵占
现象多有发生等问题。”广州市交通运
输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
采访时坦承。

该负责人指出，针对目前存在的
问题，广州交通运输部门已组织完成
旧城区主次干路慢行系统现状摸查及
优化提升建议研究工作，并组织编制
了《城市道路标准横断面设计指引》，
下一步将印送各区建设部门，指引各
区优化完善慢行系统。

“非机动车出行是绿色交通的重要
组成部分，相关规划亦提出了‘促进非
机动车与公共交通接驳，引导非机动车
短途出行’的发展理念。”该负责人称。

据了解，广州交通运输部门接下来
还将积极指导市本级道路建设单位和
各区住建、交通部门，对广州部分慢行
系统不完善的城市道路开展非机动车
道增设或完善工作，在保证人行道宽度
和车行道最小宽度的前提下，通过对车
道瘦身、压缩部分绿化带或人行道等形
式及结合标线翻新工作，按计划逐步恢
复全市非机动车道，“其中，市本级将结
合市管的8条重要道路提升工程，开展
非机动车道增设或完善工作。”

目前，广州市交管部门对电
动自行车的管理依据，是 2017
年由广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广州
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
定》。该规定指出，“在广东省人
民政府批准的禁止电动自行车
上道路行驶的区域内，禁止电动
自行车上道路行驶”。

但事实上，近年来市民出行

需求的多样化，对城市交通基础
设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今
年的广州市两会期间，就有多位
政协委员就电动车管理问题递
交了提案。

“只堵不疏难彻底解决问
题，应当堵、疏并举。”广州市政
协委员郑子殷说，“调研发现市
民普遍对电动自行车恢复路权、
实施上牌登记管理等需求突出，

以管代限的呼声比较大。”
广州市政协委员冯昭扬建

议，要尽快明确电动自行车在广
州道路交通中的定位，配置相应
的道路和管理资源。在电动自
行车流量集中的局部区域设置
非机动车专用车道系统。

羊城晚报记者查阅资料获
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州非
机动车享受的道路资源十分充

裕：当时市区主干道环市路和东
风路在道路两旁都设有宽阔的
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汽车
道之间还有绿化带作为分隔。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庞大的汽车保有量给道路交通
带来了巨大压力。为缓解车多
路少带来的交通拥堵问题，广州
市多处道路不得不压缩了原有
的非机动车道。

饿了么骑手李秀洪经常
在中山路一带送外卖。虽然
中山路全线都在机动车道旁
边设置了非机动车道，但是这
条车道最宽处只有 1 米左右、
最窄处连70厘米都不到，靠站
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时常把这
条车道占得一点不剩。平台
对送餐时间有严格的限制，李
秀洪无法等待这些占道的车
辆离开，“遇到有公交车、网约

车停在路边，我们就会绕到机
动车道里面。”

“非机动车道上经常停着
不少汽车。”市民张君每天骑电
动车行经环市东路去买菜，但
顺利驶入非机动车道的时候往
往“可遇不可求”，“我比较注重
安全，所以我不走汽车道，宁愿
在人行道上骑慢一点。”

即使骑行在人行道上，也存
在不小的风险。有一次张君小

心翼翼地骑行在环市东路的人
行道上时，差点撞到一个老人，

“当时路边有一家店和我打工的
店很像，我就多看了一眼，幸好
当时速度不快，没有撞伤人。”

小北路两侧居民楼众多，
人流量极大。记者走访发现，
小北路的非机动车道划设在人
行道中央，宽度约 1.2 米，占人
行道总宽度的 30%左右，往来
的行人在非机动车道行走，大

部分不会主动避让电动车。
而黄埔大道两旁，寻常可

见的路缘石让非机动车道变得
断断续续，骑手们不得不经常
停下来，把自己的车子搬上将
近10厘米高的路缘石台阶。

而在一些车流量更大的路
段，则没有非机动车道。广州大
道中两侧并没有预留非机动车
道，早晚高峰期机动车道两旁行
人、电动车、自行车交织穿梭。

今年1月27日10时，羊城晚
报记者在广州仓边路目睹了惊
魂一幕：一辆电动车与白色轿车
迎面相撞，电动车骑手倒地昏
迷，其右膝鲜血淋漓，很快就染
红了路面。

据了解，受伤骑手是某燃气
公司的配送员。事发前，他载着
两罐油气在仓边路的机动车道中
心逆行，想抄捷径拐入越华路。
迎面驶来的白色轿车避让不及，
两车发生碰撞。

类似的交通事故还有很多。
1月11日，白云区江高镇环镇东
路上，一辆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
转弯时被后方大货车碾过，骑手
抢救无效后死亡。2020年11月
13日，海珠区中大纺织城内的路
口，一辆电动车驶入机动车道，与
市政环卫车相撞，骑手连人带车
被卷到了环卫车下。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在小北
路蹲守后统计发现，非周末白天
时段有超过3000辆电动车在该
路段的机动车道上行驶，至少有
200 辆电动车因逆行引得汽车
司机连按喇叭。记者在路边看

到，不少外卖骑手在机动车道上
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记者还
看到有家长骑电动车载着三个
小孩，四人均没有佩戴头盔。

在仓边路与中山路的交叉
口，行经这里的公交车司机时常
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记者在
此目睹，机动车道的绿灯亮起时，
一辆76路公交车正准备起步，车
头不足一米的地方突然横闯出一
辆电动车，司机被迫紧急刹车。

在批发市 场 聚 集 的 沙 河
顶一带，各类电动车在本就不
宽 的 机 动 车 道 上 肆 意 通 行 。
在先烈东路上，触目皆是送货
的电动三轮车、两轮车，这些车
满载货物直接行驶在机动车道
中心。

沙河顶某饮料批发店老板戴
泽堂每天要给批发市场里的小卖
部和饭店送六七百箱饮料，他和
店里的员工每天要骑着电动车出
去三四十趟。对戴泽堂来说，在
非机动车道内跟着手推车后面慢
慢骑行是“不划算”的，“我们是
快消品行业，需要更快地把产品
送到客户手上。”

广州交通部门回应称：将逐步增设完善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常被挤占，电动车只好“抢跑”

广州将逐步
增设完善非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越宽，非机动车道越窄？

惊魂!
乱象!

矛盾!

回应!

广清整合资源打造
大湾区生态文化旅游合作区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一核引领、三轴联动、
一带串联、四区共建

日前，《粤港澳

大湾区北部生态文

化旅游合作区建设

方案》（以下简称《建

设 方 案》）正 式 印

发。《建设方案》由广

州、清远两地相关部

门组织起草，旨在全

面整合广州北（花

都、从化、增城）和清

远南（清城、清新、佛

冈）生态文化旅游资

源，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优质生活圈。

西江上，
边通航边““搭桥搭桥””！！

港中大（深圳）医学院
今年将首度招生

广州黄埔与澳门
开通创业直通车

试运营期间，每天一个班次，市民也可购票乘坐

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等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的现象比较普遍

江面上，一边热火朝天建设，一边车辆安全通行

2021年4月1日 / 星期四 / 要闻编辑部主编

责编 赵鹏冷爽 / 美编 何晓晨 / 校对 潘丽玲 A4

记者目睹电动车骑手撞上轿车

本版制图/黄江霆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报
道：日前，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官网发布《广州市关于推
进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
枢纽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和《广州市关于推进共建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三
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以下简称《计划》），绘就未来
三年广州推进共建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金融枢纽“路线图”。

根据《意见》，到2021年，
金融支持大湾区发展的力度
不断加大，在监管协调、金融
机构互设、金融产品互认等规
则对接领域实施重点突破，在
推动与港澳金融互联互通、重
点金融机构、金融交易市场和
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等方面取
得一系列突破；到2023年，广
州参与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建设成效显现，与港澳金融机
构协同发展，金融市场进一步
深化融合，对港澳资本项目有
序开放程度不断提升，资金在
大湾区内跨境流动更加便利。

聚焦到未来 3 年的具体
工作，广州将建设大湾区资产
管理中心、大湾区绿色金融创
新中心、大湾区科技金融创新
中心、大湾区跨境投融资服务
中心和大湾区金融要素区域
交易中心共五大“金融中心”。

其中明确，将推动广州期
货交易所充分发挥国家级金
融基础设施和平台作用，配合
中央有关部门做好交易所开
业及交易品种研究储备，落实
广州期货交易所在穗落户政
策兑现。同时，支持在穗银行
在宏观审慎框架下，向港澳机
构或项目发放跨境贷款。

广州将建五大“金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