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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才通」促深港跨城就業
鄧小姐在深圳工作和生活了十幾年，今年上半年

赴香港高校工作，如今便捷的口岸通關機制為她的
跨城生活創造了可能。本報記者了解到，鄧小姐現
每日往返深港兩地，單程通勤時間在1小時以內。

便利交通和政策加持促進了大灣區內的工作往
來。一方面，香港政府支持和鼓勵港人北上創業就
業；另一方面，香港也面臨老齡化和勞動力不足的問
題，香港政府今年大力推動各項輸入人才計劃落地。
據勞工及福利局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上半年，「高才
通計劃」已接獲超過3.6萬宗申請，批出約2.6萬宗。

鄧小姐正是通過 「高才通」政策便利，憑借自身
優勢順利在香港找到了滿意的工作。她表示，深港
兩地文化交流頻繁，觀念互通，因此非常能適應香

港的工作環境。
在國家系列政策推動下，深港兩地的教育交流合

作也向縱深拓展：不斷拓寬港籍學生在深就讀通
道、聯袂建立兩地姊妹學校、共同主辦深港校長論
壇等。今年2月，深圳市政府還與香港中文大學及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簽署《關於進一步深化合作
的補充協議》，為三方在擴大港中大（深圳）辦學
規模、開展科學研究等方面深化合作奠定基礎，這
將有助港深兩地建立大灣區人才高地。

隨着兩地互聯互通進程的加快，深港教育領域的
交流互通也有了新形式。據悉，香港嶺南大學於今
年2月宣布，將於2023/24學年在西九龍文娛藝術
區（西九）M+大廈正式啟用 Lingnan@WestKow-
loon，作為嶺大學生的校外學習中心及與主要相關
人士會面的場所，並主要供修讀藝術及文化課程的

學生上課。

民間往來共繪雙城生活
8月14日起，港鐵為往返香港西九龍站與深圳福

田站的高鐵的乘客推出 「靈活行」，增加當日改簽
次數至3次，港深兩地乘客出行便捷程度再升級。
隨着香港與內地往來的交通需求得到充分滿足，內
地居民對香港的熟悉度也在提高，前往香港的原因
已不再局限於 「買買買」，進一步轉向文娛需求和
深度體驗。

稍早前，呂女士從羅湖前往香港迪士尼玩了一整
天， 「這是我第三次去香港，對香港也有基本了
解，比起購物，我更有興趣去參觀香港地標和了解
香港地道的生活。」

通關後的羅湖口岸一帶煥發了新的活力。羅湖火
車站附近的的士明顯增多，夜晚的站前廣場也熱鬧
了不少，飯後休閒的深圳居民和準備返港的港人共
同在草地上歇息，還有部分港人嘗試加入廣場舞的
隊伍。

近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旅發局調查顯
示，不少內地旅客特別是年輕遊客群體，來港的目
的更多為參與文化、藝術和展覽活動，或者觀賞大
型演唱會等。隨着，深港兩地民間交流頻率增加，
兩地文化觀念將更為融通，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
質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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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和
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以來，深港雙城擴
大優勢互補，合作更加深入廣泛，交通更趨便
利，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關係進一步建立；跨

城消費融合持續火熱，帶動粵港澳大灣區朝着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既
定目標穩步前進。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3周年之際，今年也是 「個
人港澳自由行」 實施廿周年，深港雙城互聯互通持續推進，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
圈正在形成。 香港商報記者 楊琪

【香港商報訊】2023中國·山西（晉城）康養城市推介會近日在山西晉城市
舉行。大會總計簽約項目 31 個、總投資人民幣 306 億元，項目涵蓋康養旅
遊、健康養老、醫藥食品、現代服務業等多個產業領域。

山西省民政廳廳長姚遜在致辭中稱，近年來，山西省委、省政府把文旅康
養產業作為轉型發展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立足資源稟賦，打造全國重要康養
目的地；聚焦項目帶動，促進康養產業做大做強；突出產業扶持，賦能康養
市場主體發展；加強交流合作，打響康養山西品牌，康養產業發展步伐加
快，呈現出強勁態勢。

山西省投資促進局局長楊春權在致辭中表示，山西康養產業發展已經步入
快車道，全省域大健康、大康養、大文旅格局正在加快形成。特別是晉城在
發展康養產業方面擁有疊加的政策機遇、良好的營商環境、成熟的基礎條件
和廣闊的投資空間。誠摯歡迎海內外康養企業和投資機構來山西、來晉城興
業發展，共同深耕康養沃土，共同開發康養市場。

王利萍

【香港商報訊】記者吳敏報道：舉行 「雙招雙引」簽約儀式、舉辦黃山市創
業成果展；向創業黃山行動專家頒發聘書；發布了4個晉級第二屆創業安徽大
賽復賽項目名單；舉行第三屆大賽啟動儀式……日前，第二屆中國黃山 「迎客
松」盃創意創新創業大賽總決賽暨第二屆創業安徽大賽黃山市選拔賽在新安江
畔成功舉辦。

黃山市委副書記、代理市長何毅表示，黃山不僅是一座享譽天下、秀美壯麗
的山，更是一座創意創新、青春活力之城。黃山全面落實 「皖創22條」政策，
扎實開展創業黃山行動。以人才強市戰略為抓手，建設青春活力之城，以青春
的方式打開空間，讓徽州文化與時代氣息交相輝映、讓大美山水與時尚城市相
得益彰。作為重要雙創品牌活動，黃山市希望通過創意創新創業大賽的舉辦，
鏈接海內外人才和企業，助力產業高質量發展。

何毅介紹，近年來，黃山市聚焦新興產業發展，致力於構建優質創業賽事品牌，
讓創新成果加快轉化，推動創業人才、創業項目和資本形成良性「生態圈」；持續
實施「迎客松」英才計劃，傾力打造永不落幕的創意創新創業大賽。

黃山打造黃山打造 「「三創三創」」 名片名片
「「迎客松迎客松」」 聚天下英才聚天下英才

晉城康養推介會晉城康養推介會
簽約項目超簽約項目超300300億億

【香港商報訊】今年第9號颱風 「蘇拉」8月29
日開始將轉向西北方向移動，強度將再次增強，逐
漸向台灣島南部一帶沿海靠近，並將於30日夜間
擦過或登陸台灣島南部沿海，然後向福建中部到廣
東東部一帶沿海靠近。

中央氣象台稱，由於 「蘇拉」受西風帶冷空氣和
即將生成的新颱風共同影響，左右夾擊下，其靠近
台灣島及以後的路徑仍存在一定不確定性，公眾還
需及時關注路徑預報的變化，提前做好防範措施。

盡管後期走向具有不確定性，但受颱風 「蘇拉」
外圍環流及南下冷空氣共同影響，東南沿海都將出
現風雨天氣。中央氣象台預報，受颱風 「蘇拉」影
響，8月30日至9月1日，台灣以東洋面、南海東
北部海域、台灣海峽、東海南部海域有較強風雨天
氣，福建、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沿海部分地區有
大暴雨。

氣象專家提醒，當地需做好防颱風措施，漁船及
時回港避風。由於雨水頻繁，中國北方多地正體驗
同期少見清涼，並將在本周開啟入秋進程，公眾需
及時添衣防秋涼。 （據中新社消息）

來華人員明起入境
無需新冠病毒檢測

【香港商報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說，自2023年8月30日起，來華人
員無需進行入境前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檢測。

（據新華社消息）

內地網民10.79億人
互聯網普及率76.4%
【香港商報訊】 中 國 互 聯 網 絡 信 息 中 心

（CNNIC）昨日在北京發布的第52次《中國互聯
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23 年 6 月
底，中國網民規模達10.79億人，較2022年12月增
長1109萬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6.4%。

上半年，中國各類互聯網應用持續發展，多類應
用用戶規模獲得一定程度增長。即時通信、網絡視
頻、短視頻的用戶規模仍穩居前三。截至6月，即
時通信、網絡視頻、短視頻用戶規模分別達10.47
億人、10.44億人和10.26億人，用戶使用率分別為
97.1%、96.8%和95.2%。

另外，截至6月，網約車、在線旅行預訂、網絡
文學的用戶規模較 2022 年 12 月分別增長 3492 萬
人、3091萬人、3592萬人，增長率分別為8.0%、
7.3%、7.3%，成為用戶規模增長最快的三類應用。

（據中新社消息）

颱風 「蘇拉」
將影響中國

傳承創新 傳承創新 傳承創新 開放共享開放共享開放共享

改革聯動促進中醫藥高質量發展
本屆中醫藥產業博覽會以 「傳承創新 開放共

享 推動中醫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舉辦了開幕
式暨中醫藥高質量發展論壇、中醫藥新政策新標
準新技術新產品發布論壇、建設國家中醫藥產業
發展綜合試驗區論壇、 「黃河名醫」論壇、道地
藥材助力鄉村振興論壇、中醫醫院高質量發展論
壇、隴藥高質量發展論壇、甘肅省中醫藥產業招
商大會、甘肅省中藥材交易採購大會、中醫藥產
品展覽展銷等15項主要活動。

此次博覽會有105家企業參展，共簽約65個招
商引資項目、簽約金額102.63億元，簽訂90個中
藥材採購協議、簽約金額43.92億元。博覽會期間
舉辦的 「四新論壇」圍繞中醫藥高質量發展主
題，發布新政策、交流新標準、共建新技術、分
享新成果，對提升藥博會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充
分發揮甘肅中醫藥產業傳統優勢、助推國家中醫
藥產業發展綜合試驗區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衛健委黨組成員、副主任于學軍表示，近
年來甘肅省把中醫藥工作擺在全省經濟社會發展

的突出位置謀劃推進，創新探索出中醫藥事業、
產 業 、 文 化 「三 位 一 體 」 發 展 的 「甘 肅 模
式」。國家衛健委黨組成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局長余艷紅表示要全面加強中醫藥高質量發展保
障體系，加快推動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質量發
展。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
黃璐琦，中國科學院院士、杭州師範大學校長尚
永豐，中國工程院院士、雲南白藥集團中藥戰略
科學家朱兆雲，廣藥集團董事長李楚源，中國中
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映龍分別發表演講。

深化合作加強國際合作交流
博覽會期間，甘肅省中醫藥管理局與白俄羅斯

衛生部簽署了《中醫藥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
深化中醫藥國際交流合作。世界衞生組織駐華代
表馬丁·泰勒指出，在應對新的健康挑戰中，傳統
醫學大有可為、潛力巨大，世界衞生組織將繼續
學習中國在整合中醫和國家衞生體系方面的經
驗，推進各國傳統醫學持續深入發展。

白俄羅斯衛生部部長德米特里·皮涅維奇說，
白俄羅斯代表團計劃積極參與中國（甘肅）中醫

藥產業博覽會各項活動，對深化合作有濃厚興
趣，將在歐亞大陸合作新遠景利益方面加強合
作。泰國傳統與代替醫學司司長文夢賢表示，泰
國一直進口中醫藥，中醫藥在泰國已經有 200 多
年的服務歷史，近年來泰國與中國中醫藥交流廣
泛，互派人員考察學習，中醫藥已受到廣泛認
可。

自2013年起，甘肅先後在烏克蘭、法國、新西
蘭、匈牙利等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立了16家
岐黃中醫學院或中醫中心，有效增強了甘肅中醫
藥文化的對外影響力。以多個合作基地為載體，
深化與日本、伊朗、巴基斯坦的科技交流合作，
研製出甘肅主要中藥材專用微生物菌劑。

傳承創新中醫藥產業強鏈集群
24日下午，由國家衞生健康委、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甘肅省人民政府主辦，甘肅省發展改革
委、衞生健康委、工信廳、農業農村廳、藥監
局、定西市政府承辦的 「建設國家中醫藥產業發
展綜合試驗區論壇」在中國中醫藥博覽園舉辦。
論壇以 「傳承創新 強鏈集群」為主題，深入挖

掘宣傳甘肅省中醫藥產業優勢，為全國中醫藥產
業協調發展提供有益經驗。

據介紹，2017年甘肅省獲批成為全國首個國家
中醫產業發展綜合試驗區以來，甘肅把握國家所
需與甘肅所能的結合點，把中醫藥產業確定為全
省綠色生態產業和十四條產業鏈之一重點推動，
相繼出台了《甘肅省 「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
劃》及支持隴藥產業發展、隴藥大品種大品牌創
建、醫藥龍頭企業培育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
推動甘肅中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積極推進中醫
藥產業走向世界。

截至2022年底，全省中醫藥全產業鏈規模已達
到703億元，其中一產產值達295億元，規上中醫
藥生產企業工業總產值達到103.56億元，限額以
上中藥材批發零售業銷售額達54.13億元；全省中
藥材靜態倉儲能力達 130 萬噸，年交易量 150 萬
噸，交易額 260 億元。目前，已形成以定西、隴
南、河西等地區為主的中藥原料生產基地，建成
隴西、渭源、蘭州新區等多個中醫藥產業園區，
全省中醫藥產業正朝着集聚化、標準化、規模化
方向發展。

8月24日至26日，由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甘肅省人民政府主辦的
第四屆中國（甘肅）中醫藥產業博覽會在甘肅省隴西縣舉辦。甘肅當前以建設國家中醫藥
產業發展綜合試驗區為抓手，推動中醫藥資源大省向中醫藥強省邁進。作為 「一帶一路」
中醫藥走出去的重要窗口，本屆藥博會邀請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駐華使節代表等國際人
士參會，聚焦中醫智慧，把脈全民健康解決方案。
甘肅中醫藥文化源遠流長，中醫藥資源豐富獨特，是全國中藥材主產區之一，素有 「千

年藥鄉」 「天然藥庫」 之稱。甘肅省委書記胡昌升在開幕式上表示，甘肅中醫藥產業基礎
厚實、體系完備，中醫藥開放合作活躍、交流廣泛，中醫藥投資氛圍濃厚、環境優越。他
希望國際友人積極推介甘肅中醫藥發展，向世界講述好中醫藥故事，企業家加大在甘投資
布局，引薦更多的企業家和有識之士來甘洽談合作、投資興業。 陳文智

中國（甘肅）中醫藥產業博覽會搭國際合作「健康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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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聯動促進中醫藥高質量發展
本屆中醫藥產業博覽會以 「傳承創新 開放共

享 推動中醫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舉辦了開幕
式暨中醫藥高質量發展論壇、中醫藥新政策新標
準新技術新產品發布論壇、建設國家中醫藥產業
發展綜合試驗區論壇、 「黃河名醫」論壇、道地
藥材助力鄉村振興論壇、中醫醫院高質量發展論
壇、隴藥高質量發展論壇、甘肅省中醫藥產業招
商大會、甘肅省中藥材交易採購大會、中醫藥產
品展覽展銷等15項主要活動。

此次博覽會有105家企業參展，共簽約65個招
商引資項目、簽約金額102.63億元，簽訂90個中
藥材採購協議、簽約金額43.92億元。博覽會期間
舉辦的 「四新論壇」圍繞中醫藥高質量發展主
題，發布新政策、交流新標準、共建新技術、分
享新成果，對提升藥博會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充
分發揮甘肅中醫藥產業傳統優勢、助推國家中醫
藥產業發展綜合試驗區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衛健委黨組成員、副主任于學軍表示，近
年來甘肅省把中醫藥工作擺在全省經濟社會發展

的突出位置謀劃推進，創新探索出中醫藥事業、
產 業 、 文 化 「三 位 一 體 」 發 展 的 「甘 肅 模
式」。國家衛健委黨組成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局長余艷紅表示要全面加強中醫藥高質量發展保
障體系，加快推動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質量發
展。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
黃璐琦，中國科學院院士、杭州師範大學校長尚
永豐，中國工程院院士、雲南白藥集團中藥戰略
科學家朱兆雲，廣藥集團董事長李楚源，中國中
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映龍分別發表演講。

深化合作加強國際合作交流
博覽會期間，甘肅省中醫藥管理局與白俄羅斯

衛生部簽署了《中醫藥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
深化中醫藥國際交流合作。世界衞生組織駐華代
表馬丁·泰勒指出，在應對新的健康挑戰中，傳統
醫學大有可為、潛力巨大，世界衞生組織將繼續
學習中國在整合中醫和國家衞生體系方面的經
驗，推進各國傳統醫學持續深入發展。

白俄羅斯衛生部部長德米特里·皮涅維奇說，
白俄羅斯代表團計劃積極參與中國（甘肅）中醫

藥產業博覽會各項活動，對深化合作有濃厚興
趣，將在歐亞大陸合作新遠景利益方面加強合
作。泰國傳統與代替醫學司司長文夢賢表示，泰
國一直進口中醫藥，中醫藥在泰國已經有 200 多
年的服務歷史，近年來泰國與中國中醫藥交流廣
泛，互派人員考察學習，中醫藥已受到廣泛認
可。

自2013年起，甘肅先後在烏克蘭、法國、新西
蘭、匈牙利等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立了1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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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製出甘肅主要中藥材專用微生物菌劑。

傳承創新中醫藥產業強鏈集群
24日下午，由國家衞生健康委、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甘肅省人民政府主辦，甘肅省發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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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綜合試驗區論壇」在中國中醫藥博覽園舉辦。
論壇以 「傳承創新 強鏈集群」為主題，深入挖

掘宣傳甘肅省中醫藥產業優勢，為全國中醫藥產
業協調發展提供有益經驗。

據介紹，2017年甘肅省獲批成為全國首個國家
中醫產業發展綜合試驗區以來，甘肅把握國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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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醫藥龍頭企業培育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
推動甘肅中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積極推進中醫
藥產業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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