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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2023 深圳福田
區高質量發展招商大會近日在河套合作區深港國際科
技園舉行，大會發布2023年度福田招商簽約重大成
果。以本次大會為節點，福田已簽約和落地優質項目
86個，意向投資額1306億元。

據介紹，福田累計超過 150 家世界 500 強投資落
戶，居全市第一；年度新增入庫納統企業1097家、
增長57.2%，增速全市第一；實際利用外資總額25.06
億美元、增長1.24倍、居全市第一；新登記外商投資

企業1529戶、居全市第一。
大會現場集中展示了包括世界500強、外資港資、

央企國企、上市公司、龍頭企業、獨角獸等20家福
田區優秀簽約落地項目，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等30家企業獲高質量卓越貢獻表彰，涵蓋
金融、新能源、智能製造、AI、時尚等產業領域。

福田區副區長、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發展
事務署署長朱江作為今年的 「福田代言人」，向全球
推介福田高質量發展成果。

據介紹，目前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已引入160
多個優質科研項目、形成6大科創板塊，先行先試一
批與香港、國際全面對接的科研管理制度。福田區正
全心全意當好 「店小二」，全市首創 「上門辦」改
革，建成全國首個涉外涉港澳商事一站式多元解紛中
心，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最佳實踐地。

此外，大會還舉行了 「百千萬工程」福田-博羅共
建產業園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簽約儀式，構建 「福田總
部+博羅生產基地」的製造產業空間鏈。

作為金融節的重磅活動之一，2023 中國（深圳）
金融科技大會當日於深圳召開，這是深圳繼2016年
以來持續舉辦的第七屆金融科技
主題年度會議。本屆大會由深
圳市地方金融監管局、香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香港
金管局、澳門金管局、
前海管理局聯合主辦。

深港金融科技
合作空間巨大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在視頻致辭中，介紹了
數字人民幣在香港跨境應用情
況，將數字人民幣金融生態圈和香港支付工具、銀行支
付系統聯繫在一起，支持數字人民幣創新發掘應用，並
從民生優先、雙向互聯的角度出發，推進零售支付。他
還表示，上個月香港推出灣區專上學生金融科技雙向
實習計劃，這個計劃提供超過 150 個在香港以及廣
州、深圳和珠海三個高水平城市的實習名額，涵蓋大
灣區不同範疇金融科技企業。他同時指出，深港金融
合作一直非常緊密，希望與深圳共同把握當下機遇。

香港金管局副總裁陳維民蒞臨現場並發表致辭，他
表示，近期香港與內地在金融科技領域的合作取得了
重大的進展。香港金管局和人行已開展多項央行數字
貨幣的試行計劃。香港金管局聯同人行及其他國際清

算銀行，推動貨幣橋
項目。他指出，深

港兩地多年來在
金 融 科 技 領

域，通過人才
和專業資歷

等多方面的合
作，建立了緊密

夥伴關係，未來
將有巨大協作互利

空間。
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管

局局長何杰表示，在人才規劃上，深圳聯合香港金管
局、澳門金管局，啟動 「深港澳金融科技師」專才計
劃，與香港聯合舉辦深港青年金融實習計劃；目前，
正與內地多家高校金融科技開展簡易認證合作，也在
整合更新 「一級教材」。

人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分享了央行數字貨

幣跨境支付原則與實踐。他指出，自2019年成為首
批數字人民幣試點地區以來，深圳市各級政府部門發
布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數字人民幣在深圳開展跨境探
索，聯動香港開展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試點，推動數
字人民幣國際合作和跨境使用等工作。

資本市場金融科技聯合創新中心揭牌
大會現場舉行了資本市場金融科技聯合創新中心揭

牌儀式。據悉，該中心由中國證監會正式批覆，依託
資本市場學院設立。同時，大會舉行了深圳資本市場
金融科技創新試點第二批項目啟動儀式，中國證監會
於2021年10月正式同意深圳市開展資本市場金融科
技創新試點，首批10個項目運行平穩、初見成效，
此次第二批項目啟動進一步推動了試點走向深入。

大會現場還發布了 「深港澳金融科技師」專才計劃
新版教材、2023年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甪端企業
20 榜單、中小銀行金融科技發展研究報告（2023）
等系列成果。

深圳國際金融科技節開幕
深港澳攜手打造金融科技發展高地

深圳福田招商大會吸金1306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越、鄧建樂報
道：昨日，2023深圳國際金融科技節
拉開帷幕。這是深圳繼2022年率先推
出內地首個地方政府舉辦的金融科技節
後，連續第二年舉辦的年度特色活動。

▼陳維民表示，深港金融協作互利空間巨大。主辦方供圖

▲深圳國際金融科技節啟動。 主辦方供圖◀許正宇視頻致辭。主辦方供圖

全球好物匯聚
深圳食博會明啟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昨日獲
悉，12月1日至3日，2023全球高端食品及優質農產
品（深圳）博覽會（以下簡稱：深圳食博會）將在深
圳會展中心（福田）舉辦。深圳食博會以 「美味優
品 圳食未來」為主題，展會面積5.25萬平方米。

據介紹，深圳食博會設置大灣區美食和 「圳
品」、休閒食品展區、優質農產品展區等十大展
區。同時，舉辦主論壇大灣區（深圳）食品和農產
品產業高質量發展大會、大灣區（深圳）科技助力
農業未來產業論壇等4場分論壇，2023CEEC新綠
園·第二屆 「中東歐盃」咖啡師挑戰賽（深圳賽區）
等兩大精彩賽事，以及高頻次的產銷對接活動。

深圳食博會充分聯動國際和港澳資源。境外展商
來自33個國家和地區，充分彰顯國際化特色。全
球好物匯聚，為國外產品 「引進來」提供橋樑，為
中國產品 「走出去」創造機遇。

突出區域協作是深圳食博會的一大特點。重慶、
安徽、吉林、廣西等多地政府部門組織轄區企業組
團參展，以政府部門或單位名義率隊參展的展團，
組團企業共計798家，讓大家感受不同地域 「土特
名優」的美食美味。

廣州琶洲躋身福布斯
中國CBD競爭力前十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近日，廣州琶
洲試驗區再傳兩個喜訊：琶洲榮登福布斯中國發布
的中國大陸地區中央商務區競爭力Top10榜單；琶
洲 「人工智能大模型應用示範基地」揭牌。

近年來，海珠區以琶洲試驗區為主核，打造新質
生產力的新引擎。去年以來，海珠區聚焦 「算法、算
力、數據」人工智能發展三大支柱，在琶洲人工智能
與數字經濟試驗區打造全國算法產業高地， 「琶洲算
谷」品牌在全國進一步打響。目前琶洲試驗區已培育
了345家高新技術企業、80家省級專精特新企業。

廣州開發區黃埔區頒
知產高質量發展30條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近日，《廣州
開發區廣州市黃埔區深化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綜合
改革試驗促進高質量發展辦法》（以下簡稱 「知識
產權高質量發展30條」）發布實施。

該政策鼓勵企事業單位在新加坡、港澳地區或者
廣州知識產權仲裁院進行知識產權仲裁，按實際支
付仲裁費用的30%給予扶持。每件案件最高扶持10
萬元，每個單位每年最高扶持50萬元，引導企業積
極運用仲裁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糾紛，降低企業的維
權成本和時間成本。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
波江上使人愁。時下莞
邑深秋，家住東莞市莞
城街道的老街坊們時常
聚在一起討論老莞城的
「東莞記憶」項目，期

待煥新出彩。
「東莞記憶」是對莞

城街道的老舊建築、街
道、河湧進行修舊更
新，遵循 「修舊如舊」
的理念，拓展優化發展
空間，吸引企業總部和
高端商業回流，帶動優
秀青年到莞城就業創
業，加快推進莞城現代化建設。

留住鄉愁韻味 彰顯現代魅力
當前 「東莞記憶」首開區建設已進入快車道，包

括迎恩門（又稱 「西城樓」）所在東莞文化廣場地
塊已豎起圍擋。現場貼出的施工公告顯示，此次圍
蔽施工計劃將東莞文化廣場現有路面、現有構築
物、現有水系拆除，現有綠地清表，對東莞文化廣
場環境進行改造提升，施工圍蔽範圍北至西正路，
西至運河東二路，東至文化廣場東側內部路道路，
南至文化廣場內部，圍蔽面積21195㎡，圍蔽天數
約123天，至2024年2月6日結束。

莞城是東莞城市原點，這裏有 1265 年建城史、
1691 年建縣史，城市發展起步於唐宋，完善於明
清，散落着迎恩門（西城樓）、可園、振華路等眾
多歷史建築、文化遺存。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這是唐
朝詩人崔顥觸景生情及對內心深藏的鄉愁鄉韻的表
達。千百年之後，崔顥的內心情感，在莞城老街坊
的談論與擔憂中得到回應。

珠江奔湧向前不可擋，地處大灣區核心的莞城發
展亦是不可阻擋。 「對於莞城的建設，既要保留鄉
愁韻味，也要富有現代魅力。」莞城街道黨工委書
記陳釗表示，要以實施 「百千萬工程」和城中村改
造為抓手，全力推動 「東莞記憶」項目、老舊小區
改造等，加速提升城市品質內涵，拓展優化發展空
間，吸引企業總部和高端商業回流，帶動優秀青年
到莞城就業創業，賦予城市發展新內涵，塑造區域
發展新優勢，加快推進莞城現代化建設。

按照項目規劃， 「東莞記憶」以 「重塑千年古城
生命力，打造多元共生的活力引擎、宜居宜業宜遊
的歷史街區典範」總定位目標，採用 「微改造」的
改造方式，打造集居住、文化、商業、旅遊、創意
辦公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多元共生型歷史文化綜合
社區，是東莞第一個街區型 「修舊如舊」的城市更
新項目。

「立新」不「破舊」 城水共生
時下，投資總額約 13.3 億元人民幣的 「東莞記

憶」首開區建設如火如荼。據悉，首開區內涵蓋了
迎恩門、騎樓街、珊洲河等重要歷史文化要素，項
目試圖激活千年古城，恢復因水而生、濱水而興的
城市格局，讓真實的生活回歸。

在嶺南地區，民間流行 「水為財」的文化習俗，
而老莞城的起興則是依託阮涌和珊洲河的水運優
勢，從明清伊始，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逐漸填水
造地，珊洲河沿岸聚商成市，成為莞城曾經一時風
光無兩的經濟總動脈。 「東莞記憶」項目尊重城水
共生的歷史格局，珊洲河一帶將被打造成濱水文化
帶，屆時一河兩岸將成為尺度宜人的濱水空間，行
人漫步於河畔街市，潺潺水流送行舟，讓商貿流通
與水鄉水韻相融共生。

迎恩門見證東莞歷史變遷，從前車馬喧、出入皆
過門，如今路網環繞、車輛往來，紅牆青瓦的城門
樓在喧鬧嘈雜的環境顯得突兀、孤寂。按規劃，未
來城樓兩側的車道將其變為步行廣場，城門兩側將
擴建，整體改造為由歷史地貌、城鎮遺痕與現代公
園組成的休閒公園，讓城門不再孤立，方便民眾在
此停歇、休閒與觀景。

四方食肆，不如一碗人間煙火。老莞城的光明夜
市、祿源公等眾多特色小吃，還有以振華路為代表
的騎樓街，這些都承載着街坊鄰里、外出遊子的鄉
味記憶。

余光中說鄉愁是一枚油票、一灣淺淺的海峽，莫
言說鄉愁是家鄉的紅高粱，三毛說鄉愁是夢中的橄
欖樹，或許更多人的鄉愁是故鄉的一棟老房子、一
條老街、一味小吃。

老城復活， 「立新」而不 「破舊」。老莞城改
造，將結合振華路、中興路等街區上未來的業態規
劃，將這些傳統盡可能保留，並植入新玩法。那些
看似尋常的鋪面、味道、身影，互有人情往來，各
自承載鄉愁。 冷運軍

西城樓煥新出彩 「東莞記憶」留住鄉愁

改造後的莞城大橋頭廣場效果圖改造後的莞城大橋頭廣場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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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吸引企業總部和高端商業回流，帶動優秀青年
到莞城就業創業，賦予城市發展新內涵，塑造區域
發展新優勢，加快推進莞城現代化建設。

按照項目規劃， 「東莞記憶」以 「重塑千年古城
生命力，打造多元共生的活力引擎、宜居宜業宜遊
的歷史街區典範」總定位目標，採用 「微改造」的
改造方式，打造集居住、文化、商業、旅遊、創意
辦公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多元共生型歷史文化綜合
社區，是東莞第一個街區型 「修舊如舊」的城市更
新項目。

「立新」不「破舊」 城水共生
時下，投資總額約 13.3 億元人民幣的 「東莞記

憶」首開區建設如火如荼。據悉，首開區內涵蓋了
迎恩門、騎樓街、珊洲河等重要歷史文化要素，項
目試圖激活千年古城，恢復因水而生、濱水而興的
城市格局，讓真實的生活回歸。

在嶺南地區，民間流行 「水為財」的文化習俗，
而老莞城的起興則是依託阮涌和珊洲河的水運優
勢，從明清伊始，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逐漸填水
造地，珊洲河沿岸聚商成市，成為莞城曾經一時風
光無兩的經濟總動脈。 「東莞記憶」項目尊重城水
共生的歷史格局，珊洲河一帶將被打造成濱水文化
帶，屆時一河兩岸將成為尺度宜人的濱水空間，行
人漫步於河畔街市，潺潺水流送行舟，讓商貿流通
與水鄉水韻相融共生。

迎恩門見證東莞歷史變遷，從前車馬喧、出入皆
過門，如今路網環繞、車輛往來，紅牆青瓦的城門
樓在喧鬧嘈雜的環境顯得突兀、孤寂。按規劃，未
來城樓兩側的車道將其變為步行廣場，城門兩側將
擴建，整體改造為由歷史地貌、城鎮遺痕與現代公
園組成的休閒公園，讓城門不再孤立，方便民眾在
此停歇、休閒與觀景。

四方食肆，不如一碗人間煙火。老莞城的光明夜
市、祿源公等眾多特色小吃，還有以振華路為代表
的騎樓街，這些都承載着街坊鄰里、外出遊子的鄉
味記憶。

余光中說鄉愁是一枚油票、一灣淺淺的海峽，莫
言說鄉愁是家鄉的紅高粱，三毛說鄉愁是夢中的橄
欖樹，或許更多人的鄉愁是故鄉的一棟老房子、一
條老街、一味小吃。

老城復活， 「立新」而不 「破舊」。老莞城改
造，將結合振華路、中興路等街區上未來的業態規
劃，將這些傳統盡可能保留，並植入新玩法。那些
看似尋常的鋪面、味道、身影，互有人情往來，各
自承載鄉愁。 冷運軍

西城樓煥新出彩 「東莞記憶」留住鄉愁

改造後的莞城大橋頭廣場效果圖改造後的莞城大橋頭廣場效果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