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活动现场粤港深度合作园庆盛
起步区基础设施暨港人子弟学校项
目，记者了解到，围绕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产、学、研综合开发，南沙按照

“校区-园区-社区”融合发展理念规
划建设粤港深度合作园庆盛起步区，
将有利于构建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港式社区-庆盛交通枢纽的综合硬件
支撑，营造“港人熟悉，国际一流”的空
间环境，吸引港资、港企、港人进驻，建
设粵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打造集多
种经济和社会功能于一体的优质港式
社区。

其中，港人子弟学校规划建设非
营利性香港学制的十二年一贯制中小
学，将依托香港优质教育资源，聚焦港
人子女入学需求，在遵守内地相关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传承香港教育理念，
坚持课程设置与香港课程无缝对接的
特色办学模式，努力为在内地城市工
作及生活的港人子女提供高质量的教
育，致力打造为社会、为国家培养新生
代的办学典范。

粤港深度合作园庆盛起步区位于
庆盛枢纽区块内，占地面积约 1 平方
公 里 ，建 筑 面 积 超
500 万平方米，总投
资约 700 亿元，其中
一期开发投资约 100
亿元；二期开发投资
约 600亿元。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港式社区
基础配套设施、庆盛
枢纽站场综合体、粤
港澳双创产业园、香
港科学园广州南沙孵
化基地、港人子弟学
校、国际学校、国际医
院、境外来粤居民办
事中心等。

通过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
区、国际化人才特区、粤港深度合作
园，南沙纵深推进与港澳全面合作、推
动平台载体“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
通”、人员交流“心联通”。

除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项目
外，粤港深度合作园庆盛片区与香港
在多个项目上已经开展多方面的合
作，一是产学研成果转化合作。引入
香港科技大学，建设独立法人、独立财
政、学科全面融合的新型大学。二是
工程建设管理合作。广州引入香港工
程建设管理模式的首个试点工程——
新鸿基庆盛枢纽站场综合体。三是城
市设计的互鉴合作。庆盛片区以“粤
港互鉴，多元混合”为设计宗旨，坚持

“校区-社区-园区”三区融合理念，营
造“港人熟悉，国际一流”的空间场
所。充分考虑港澳人才来南沙发展在
子女教育、生活、休闲、精神文化方面
的需求，规划双创产业园、港式社区、
港人子弟学校、“全科+专科+健康中
心”港式三级医疗设施、粤港澳合作公
园、青创合作公园等，形成内地最大的
港人集聚空间场所。

广州市2021年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竣工签约活动在南沙举行

总投资超3400亿元！

作 为
广州市第
三季度重
大项目集

中开工竣工签
约活动的主会

场，南沙项目建
设颇有亮点。据了
解，今年以来，南沙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

展这一主题主线，牢
固树立“大抓项目、抓
大项目”的意识，全力

推进202个“攻城拔寨”重
点项目建设，1-8月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的 76.4%，其中 12 个省
重点建设项目完成年度计划的
131%，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35.5%，为实现经济稳增长
提供了坚实支撑。

南沙区第三季度共85个项
目集中开工、竣工、签约，总投
资超3440亿元。集中开工项目
27 个，总投资 1161 亿元。其
中，基础设施项目 6个，总投资

129 亿元，包括庆盛枢纽区
块综合开发基础设施项

目等。产业建设项目
17 个，总投资 225 亿
元，包括中国（广州）
国际自由贸易产业园
等 。 民 生 项 目 3
个，总投资 701 亿
元，包括粤港深度

合作园庆盛
起步区基础
设 施 暨 港
人 子 弟 学

校 项
目、南

沙新区公交站场提升工程等。
城市更新项目1个，总投资106
亿元，为黄阁镇东湾村城市生
活居住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工
程。

竣工（重 大 进 展）项目 26
个，总投资 893 亿元。其中，基
础设施项目9个，总投资620亿
元 ，包 括 轨 道 交 通 十 八 号 线
等。产业建设项目 13个，总投
资 146亿元，包括广丰四线、国
际金融论坛（IFF）永久会址、

“国际数据传输枢纽”粤港澳大
湾区广州南沙节点等。民生项
目 4 个，总投资 127 亿元，包括
大岗先进制造业基地配套安置
区项目、万顷沙保税港加工制
造业区块配套项目安置区一
期。

集中签约项目 32 个，总投
资额1386亿元，达产产值/营收
1399.4亿元。

据了解，这批项目的开工
竣工签约，对推进南沙高质量
发展意义重大。其中，与港澳
合作项目投资占比近四成，香
港 科 技 大 学（广 州）一 期 55
栋 建 筑 全 面 封 顶 ，粤 港 深 度
合 作 园 庆 盛 起 步 区 基 础 设
施、港人子弟学校、创享湾等
一 批 重 大 合 作 项 目 开 工 落
地，一批香港商协会入驻，将
更有效发挥南沙粤港澳全面
合作示范区作用，促进港澳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产业类项
目 60 多个，涵盖科技创新、先
进制造、第三代半导体、生物
医药、总部经济等重点发展领
域，将为南沙实现产业立区注
入全新动力。

26日上午，随着最后一方
混凝土的灌注，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一期包括主体结构在
内的55栋建筑全面封顶，标志
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又
一个重大成果。

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位于
广州市南沙区庆盛枢纽区块，
京珠高速以东，临近庆盛高铁
站，占地面积约 1669 亩，项目
分两期建设，项目一期用地面
积约716亩。由中铁广州局集
团负责施工的为一期核心建
筑工程，包含行政办公组团、
会议和学术交流组团、教学科
研组团、学生中心工程。本次
封顶的主体结构总共有 7 层，
弧度197米，总高度38.6米，宽
度 24.5 米，为超长度弧形建
筑，凹凸轮廊立面造型，采用
混凝土框架加钢结构形式，融

合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自密
实混凝土、装配式楼板等多项
新技术。

中国中铁广州局集团港科
大项目部负责人罗玉伟介绍，
港科大主体结构的工程量多，
制作精度要求高，吊装难度大，
为保证本次主体结构顺利封
顶，项目部紧扣节点，通过科技
创新、样板引路、倒排工期、领
导带班等举措，加强质量管控，
严把安全环节，进一步压实工
期 ，克服雨季天气、环保管控、
疫情大考等诸多困难，较好地
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
长特别助理陈列荣介绍，项目
从 2020 年 10 月打下第一根
桩，到明年 3 月 30 日，主体建
筑基本完工，将于明年 9 月正
式开学。

文/张豪 林春萍 南宣

南沙85个项目集中开工、竣工、签约
南沙与港澳合作项目
投资占比近四成

9 月 26 日，广州市举
行2021年三季度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竣工签约活动，活动主
会场设在南沙区粤港深
度合作园庆盛起步区基
础设施暨港人子弟学校
项目现场。当天广
州共有254个项目
集中开工、195个
项 目 集 中 竣
工、228 个项
目 集 中 签
约，总投
资超 1.4
万亿元；
其中南沙
区 共 有
85 个 项
目集中开
工、竣工、
签约，涉
及总投资
超 3400 亿
元、占本次活
动项目总投资
的四分之一。本批
重大项目的集中开
工、投产、落地，将为
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
注入新动力，为粤港澳大湾
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原动力。

港科大（广州）主体建筑封顶

南沙将建港人子弟学校A

B

C

9 月 26 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项目一期工程核心建筑
和配套建筑主体结构迎来全面封顶 刘伟 摄

南沙港人子弟学校效果图南沙港人子弟学校效果图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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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接到中央红色交通线（南
方线粤东段）（以下简称红色交
通线）调查研究任务时，面对茶
阳到青溪再到永定的一座座大
山，二九二大队的成员陷入了
迷茫：没有明确的标识，没有相
对的坐标，没有具体的文献记
载，调查要如何着手？

“最难的就是大埔茶阳到
省界伯公凹这一段百余里的
确认。”二九二大队该项目技
术负责人陈洪仁告诉羊城晚
报记者，红色交通线从上海—
香港—汕头—潮安—大埔茶
阳的路线清晰，在史料上没有
太大的争议，先坐轮船从上海
经香港到汕头，或直接到汕

头，再坐火车到潮安，接着沿
韩江、汀江北上，经水路到达
大埔茶阳，“到了茶阳、青溪再
往前，基本上就是走山路了，
这路具体怎么走，大家都搞不
太清楚。”

“物证少、人证无、书证
粗。”他这样形容当时面临的困
难。关于红色交通线的回忆
录、学术论文及著作很多，但除
了提及茶阳、沙岗头、多宝坑、
铁坑、伯公凹等地名外，对具体
走向的描述少之又少。

面对这种情况，项目组
创新性地提出了“将今论古
方法论+二代三代地形图”的
图证调查法。将今论古是地

质学的传统方法论，项目组
结合绘制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
二代地形图和绘制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三代地形图，提取
图中地形地貌、道路、桥亭津
渡等信息，总结大埔县交通
系统的演变规律，精确反演
出上世纪 30 年代该地区的道
路交通情况。

“我们收集了近1000份国
内外档案资料、70 余种图书、
100 多篇论文，从中梳理筛选
出与红色交通线有关联的大
大小小的地名，然后将这些地
名放到二代、三代地形图上，
矢量化所有地形图中的道路
系统。”陈洪仁介绍称，摸清道

路变化的规律后，项目组以此
为依据，对地形图进行相应修
改，再对路线进行假设、实地
踏勘、分析论证，循环往复，最
终形成目前的路线走向。

目前，项目组基本理清了
红色交通线的大致走向，首次
揭开了交通线真实历史场景中
被称为“最艰难的百余里”：不
仅复原了茶阳—永定伯公凹段
路线和羊子岗古道、青溪官路
路线，更拓展了茶阳—永定的
多条支线，打破了以往茶阳—
青溪—多宝坑—铁坑—伯公凹
的惯常单一画法，还对已被淹
没的青溪村余氏宗祠、永丰店、
余均平老屋进行了精准定位。

历史首次 还原交通线“最艰难的百余里”

红色交通线粤东段首次被
护送周恩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接应路线已被大致摸清

在确定护送共产国际顾问德
国人李德路线的过程中，因李德外
貌特征明显，难以伪装，交通员晓
宿夜行，严格执行“三不过”：冒烟
的地方不过、鸡鸣狗叫的地方不
过、有光亮的地方不过——史实资
料严重缺乏，这给项目组带来了极
大的困扰。

项目组根据史料和走访，初步
收集了8条线路的大致走向，随后逐
一分析当时反对派势力范围、各级
交通系统布局、村庄民居分布、路程
长短、地形坡度、护送人员体力、水
源补给、夜间定位等因素，排除了其
中5条不合理的路线，再对剩下的3
条线路进行全程实地踏勘。

剩下的3条线路中，李德究竟
是从沙岗头还是从余氏宗祠上山
的呢？项目组查阅整理所收集的
各类文史资料，抽丝剥茧，最后在
其自传《中国纪事》中找到了这样
一段描述：“天黑以后，我们在一个
村庄偷偷地上了岸……我们在稻
田中间狭窄的田埂上鱼贯而行，绕
过极其昏暗的村庄的屋角和篱笆，
走进了山区。”

“村庄很好确认，结合其他资
料一对比，我们知道讲的就是青溪
村。至于李德究竟是从沙岗头还
是从余氏宗祠上的山，田埂、屋角、
篱笆是很关键的信息。”杨代武告
诉记者，项目组多方走访，从民间
搜集到了兴修水库前、沙岗头未被
淹的老视频和老照片，结合当地老
人的指认，确认沙岗头后面的塘坑
一段原来是水田，从沙岗头上山要
先穿过塘坑，那一带有村庄，和“屋
角、篱笆”能对应得上，而从余氏宗
祠走就是爬山的路，“我们通过各
方面的对比，能够一一对应，才确
定了他是从沙岗头这条路线上来
的。”

他介绍称，最难的地方集中在
沙岗头-多宝坑这段山路，关于这

段线路的党史资料少，除了提及沙
岗头和多宝坑两个地名，中间具体
怎么走无人知晓。在询问当地居
民的过程中，由于年代久远，亲历
者已不在人世，关于这段线路的走
向，都是口口相传，因此出现了许
多不同的说法。

项目组根据当时民团的分布、
途经处是否曾有民居、体力消耗情
况、所花的时间等，把有可能的路
线都实地重走了一遍，这样来来回
回跑了好几趟，最终才从收集的 8
条中，确定了 1 条符合史料记载、
受访人描述、安全便捷的路线。

“我们首次提出‘安全性+便捷
性+实地踏勘’的路线论证法，确
保路线的准确性。”杨代武举例称，
如当时在虎市等地有国民党的驻
军和岗哨，安全风险很高，护送重
要人物不会冒险从这些地方过，又
如考虑真实爬沟走坡的耗时，能不
能保证一个晚上从沙岗头走到多
宝坑甚至伯公凹，“从沙岗头到多
宝坑这一段7公里的山路，我们就
反反复复跑了三个月，每一种可能
的路线都反复踏勘了。”

通过全程实地勘查，项目组最
终确定了“茶阳—沙岗头—多宝坑
—铁坑—伯公凹”的 1条主线和 7
条支线，这也是在史学界首次提出
中央红色交通线（大埔茶阳-省界
伯公凹段）存在的多种线路组合，
改变了前人的单一画法。

1931 年 12 月上旬的一个
夜晚，周恩来遵照党中央的指
示和安排，从上海转移至瑞
金，由绰号“小广东”的交通员
肖桂昌和“小黄华”丘延林负
责全程护送。

周恩来抵达大埔后，武装
班具体在哪个地方接应？项目
组花了很长时间，克服史实资
料不足的困难，借助三代地形
图确定了交通船停靠的关键地
点“茶阳松香厂”，再根据距离、
方位和地形地貌确定武装班埋
伏瞭望和接应等候的位置，进
一步精确了接应路线。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的《红色交通线》中，《中
央苏区的门户——青溪交通总
站》一文显示，接应地点是在

“大埔城郊酒子口”，武装班在
“离城五华里处埋伏瞭望准备
万一有事时武装接应。蔡雨
青还领着一小队人先行，插到
城郊沙坝江边等候”。但项目
组成员找遍了老地图，多方寻

访当地村民，也没有找到“酒
子口”这个地方。

就在当他们以为这是个孤
证，决定放弃的时候，转机来
了。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的《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
中，《中央苏区的门户——青溪
交通总站》一文显示，接应地点
是在“大埔城郊狮子口”，而狮
子口是很容易找到的地名。

发现了可能的新线索，陈洪
仁等人激动而谨慎地查阅了《广
东省梅州市地名志》和《大埔文
史 第二十五辑》，确定松香厂就
在狮子口仙基坪，并且在老地图
上渡口的南边也找到了该建筑，
才把这段材料和接应周恩来联
系起来。

“我们还发现，前文描述的
五华里瞭望处与松香厂南的輋
岗高地相对应，高地西边就是
沙坝，相关的地物、距离都吻
合。”陈洪仁说，项目组去现场
调查，还发现了沙坝、渡口、茶
亭等遗存。

他告诉记者，考虑到交通线
与其他线性文化遗产相比，承担
着护送重要人物、运送急需物
资、传送机要文件的特定功能，
安全是首要考虑的原则，其次再
考虑交通员如何省时省力地完
成任务。因此，团队在路线排查
过程中提出了“安全性+便捷性
=合理性”的分析思路，对线路进
行筛选。

围绕“茶阳松香厂”这一关
键地点，项目组进行了多轮合
理性分析：周恩来是当时重要
的中央领导人，对他的护送安
全级别肯定是非常高的；由于

“冬日水浅，船又溯江逆风而
上，因此比预定时间迟了一天
半”，这时候派出武装班迎接是
很合理的；迎接地点未到茶阳
码头，避开了国民党部队，从安
全性上分析也是很合理的。

“这个点有人证（回忆录）、
物证、书证，安全性高，就这样
把接应位置确定下来了。”陈洪
仁说。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实习生 张雨薇 通讯员 邓丽萍

一字之差 寻到接应周恩来路线的关键证物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摸清
了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粤东段）的真
实地理空间走向。”调查发掘进入收尾阶
段，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二大队中
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粤东段）路线调查
项目负责人杨代武难得露出了笑容,“这
几个月没白跑，红色交通线的大致路线
我们摸得比较透彻了。”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
地联络的南方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为
向中央苏区安全护送重要领导干部、输
送急需物资和传送机密文件作出了重大
贡献，是广东宝贵的红色遗产资源。

今年4月底以来，由广东省自然资源
厅牵头，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二大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对中央红色交通线（南
方线粤东段）的具体地理空间走向，进行
深入史料研究和实地寻访调查。不仅首
次真实揭开中央红色交通线“最艰难的
百余里”，更是首次精确还原了护送周恩
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接应路线。

项目组调查古亭 受访者供图

精准还原
抽丝剥茧
确定护送李德上山的路线

永安楼

伯公庙

铁坑小站旧址

丘辉如故居

邹日祥故居

江如良故居

红色交通线纪念馆
大埔中站纪念馆余氏宗祠（旧址）

余均平屋（旧址）
永丰店（旧址）

棣萼楼
居安堂展馆

孙世阶故居

同天饭店
同丰布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