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 10 年代，落馬洲河套區建設
的步伐逐漸加快。

此時，在稱謂上也逐漸從 「落馬
洲河套區」演變成了港深合作區，只是各自
表述，港方稱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深方則
稱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我們稍稍梳理一下時間軸，便可清晰地發現
河套區的步伐越來越快，而且每個腳印都非常扎實。

2009年10月，面對香港多所大學院校已經準備北
上發展的趨勢，香港教育局着手研究香港的大學在落馬
洲河套區發展的可行性。

2010年11月23日，港府及深圳市政府就河套區發展同
步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決定將河套區主要功能定

位於興辦高等院校及高新科技研發，並預測可以容納2.4萬
名學生及帶來近3萬個就業機會。

2012年9月，落馬洲河套區工程即將啟動，在準備前期工
作時，香港政府即要求承建商在平整地盤前，先行處理河套區
域內面積達3公頃、含有重金屬超標的污泥。針對河套區未有道
路接駁，承建商需要修建一條長約60米的臨時行車橋以連接舊深圳
河、下灣村路至落馬洲路，以應付工程上的需要。首批土地於2017
年年間完成平整工程。
2017年1月3日，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在

落馬洲共同發展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這片因治河而生的 「彈丸之
地」，正式掛起了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招牌。
根据備忘錄，科技園將建立重點創科研究合作基地以及相關高等教育、文

化創意和其他配套設施，吸引港深兩地及其他國內外的頂尖企業、研發機構和
高等院校進駐。香港科技園公司成立附屬公司，負責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

上蓋建設和營運。
2018年2月28日，香港政府公布的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指出，創科是新時

代發展的驅動力，政府將撥款200億港元將用於發展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創科園）第一期，用於土地平整、基礎設施、上蓋建設和早期營運。

2021年7月7日，中國鐵建-群利-保華的聯營體，聯合中標落馬洲河套地區第一期主體工
程建設、落馬洲河套地區工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及西面連接道路第一期，合約總額港幣約

36.01億元。
2022年2月，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河套區還經受了一次意外的考驗。當時香港疫情嚴峻，隔離

及治療設施嚴重不足，至少有超過3萬個確診或初步確診者正等候進入醫院或隔離設施。因應香港第五波疫
情，經協調後由中央政府於落馬洲河套地區興建臨時醫院，其中由港方負責土地平整、興建道路、供水供電等

工程，3月4日香港政府引用緊急法授權豁免工地範圍內的援建工程及有關人員及物資受香港法律的管轄，並在河
套區邊境興建臨時橋樑，方便運送，工程由中央企業中國鐵建執行，並在4月7日第一期竣工並交付，其後在5月及12月

向港方移交管理權。該醫院於運作期間，由大埔那打素醫院兼轄，一些生命再次得到救助。
這是落馬洲河套區的飛來之筆。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目前分為兩個園區，一個是深圳河以北的 「深圳園區」，深圳園區佔地約300公頃；另一個是深圳河以南的落馬
洲河套地區的 「香港園區」，香港園區佔地約87公頃。

河套地區以 「一河兩岸」 「一區兩園」的理念構建，已經成為全球科創資源融合地，以及引才聚才的 「強磁場」。
2023年9月，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正式開園。河套 「科匯通」試點正式啟動，允許科研資金使用港澳審計準則，並允許境外科研

開辦資金直接匯入區內外資非企業科研機構。
深港政府的一系列 「聯合政策包」出爐，從基礎研究、技術攻關、國際規則、資金流動、人員引進等方面，打出了一套漂亮

的 「組合拳」。
目前成果已初露端倪。
在河套，已集聚10個國家重大科研平台、10家香港高校科研機構、

80萬平方米科研空間、160餘個推進及落地的高端科研項目。
在河套，已匯聚17名海內外院士專家、80多個港澳創新創業團

隊、500多名具有港澳及國際背景的科研人員、近千名創新創業青
年才俊。

在河套，已打造綜合服務中心 「e站通」、科學家服務平台 「黃
大年茶思屋」、深圳市科技圖書館（福田分館），還有一批服務
深港兩地車輛的超級充電場站等配套設施。

一河兩岸，千帆競發。
這塊不足4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凝聚起一股強大的科技創新力

量。

香港元朗的東北面有個落馬
洲，隔着一條河，這裏是與深圳
最近的地方。落馬洲地名大有來

歷，據史載，南宋末年宋帝曾駐蹕於此，
因此行人路過此處必下馬以示敬意，故名
「落馬洲」。而在《新安縣志》中，則載

雲該地一山橫出海邊，形如勒馬，又名
「勒馬洲」。此處原是一小山崗，在內地

改革開放之前，曾一度成為外國遊客從香
港遠望中國內地的觀景點，有點今天朝鮮
三八線的意味。改革開放後，隨着深圳成
為對外最重要的交流通道，1989年在此建
成口岸，香港一邊叫落馬洲口岸，深圳一
邊叫皇崗口岸，遂成香港與內地間的公路
通道之一，24小時全天候通關。

落馬洲出名，與兩個台灣詩人有關，
1979 年 3 月，余光中開車帶着洛夫來到香
港落馬洲邊界，他們第一次在望遠鏡裏遙
望內地，故國與他們如此貼近。洛夫激動
之餘寫下一首可以和余光中《鄉愁》媲美
的《邊界望鄉》，詩中有這麽幾句打動了
無數人：

說着說着
我們就到了落馬洲
霧正升起，我們在茫然中勒馬四顧
手掌開始生汗
望遠鏡中擴大數十倍的鄉愁
亂如風中的散髮
當距離調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遠山迎面飛來
把我撞成了
嚴重的內傷
在詩的末尾，洛夫略帶傷感地寫道：
故國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來的仍是一掌冷霧
落馬洲在各類歷史典籍中，多有記載。

又經詩人的生花妙筆，承載了多少炎黃子
孫的濃濃鄉愁。

那麼，落馬洲河套又是怎樣煉成的呢？
1997年，港深兩地政府聯合進行深圳河

治理工程， 「截彎取直」的改造工程將這
塊原本突出、三面環水的河套區變成了一
個四面環水的小島，深圳河的新舊
河道分別將其環抱。

由於港深之間的分界線本以深圳河河道
的中間線為界，經歷了1997年對深圳河的
改造工程之後，原先位於深圳河舊河道
以北、屬於深圳的落馬洲河套地區成
為了深圳河新河道以南、香港特
別行政區邊境管制區的一部
分。

河套的歸屬，便成為問
題。好在香港回歸後，這
都成了 「家事」，根據當
時的決策，落馬洲河套地
區的歸屬權仍然屬於深圳
市，但管制權則交給了
香港，該地區於是成為了
深圳的一塊 「飛地」。

這塊 「飛地」不算大，
面積約99公頃，大約相當於
三個深圳灣體育場那麼大。

這塊河套飛地究竟怎麼開發
和利用，當時還沒有定論。雖
然早在1997年深圳河改造之時，
民間就有各種動議，但受制於當
時港深之間合作機制的不成熟，深
圳市有關方面對民間提出的開發建
議，作出了 「該地區屬於香港特區方面
的邊境禁區，暫無開發計劃」的回應。

因此，落馬洲河套區靜靜地躺在那
裏，一躺就是好多年。

2007年12月，深圳市長率團訪港，提
議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CEPA）的框架下實
施新一輪的港深合作，得到了香港
特區政府方面的熱切回應，港
深兩地政府及有關部門簽署
了《關於近期開展重要基
礎設施合作項目協議
書》，河套區被首
次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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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野秋
文化學者、作家、鳳凰衛視

《縱橫中國》總策劃、香港衛
視《東邊西邊》首席嘉賓。主
要著作有：《深圳傳》《冒犯
文化》《胡腔野調》《六零

派：文學對話錄》《觸
摸》。

作者簡介港深科創之光照耀

「河套」 是個地理名詞，始於漢代，指
在一條大河的轉彎處，因為內外彎道水流

速度不同，外彎水流急速沖刷出新的河岸，內灣水流緩慢形成因
泥沙沉澱而造出新地，久而久之，形成隆起的 「幾」 字狀。
中國最著名的河套是黃河河套地區，在陝甘寧盆地西北端，黃

河在這兒拐了個大彎，此地因為土地肥沃、灌溉發達，又稱河套灌區。我們今
天不是講這個古老的河套，而是說說
深圳人身邊的河套。此河套叫 「落馬

洲河套」 ，現在有個新的稱謂，叫 「河套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 。古老的黃河河套地區，套進了良

田與高粱；深港的河套，套進的是科技與人文。 胡野秋

河套河套鏗鏘的腳步鏗鏘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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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河套是怎樣煉成的？

两地合作腳步
從未停歇

河套裏的
「書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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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木星美術館木星美術館。。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深圳園區一景深圳園區一景。。 資料圖資料圖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河兩岸一區兩園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河兩岸一區兩園。。 資料圖資料圖

深圳是中國的閱讀之城，無論在哪
個城市空間，都少不了書的存在。

河套區自然也是兵馬未動、圖書先
行。

資格最老的當屬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圖書館」，這是福田區圖書館打造的直屬特色
圖書館。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館舍面積
只有600平方米，整潔大氣的空間布局，簡約
時尚的裝修風格，讓人眼前一亮。

這是福田區圖書館劉濤館長精心打造的閱讀空間，該館與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合
作，共同推出了 「深港共讀」主題內容，這也是深圳首家深港合作共建的圖

書館。因為該館也是福田區圖書館的立體書庫所在地，存儲了6萬餘冊專
業圖書，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科研機構及人員提供相關專業文

獻，成為河套人的資料庫。
館長劉濤很會嫁接資源，他與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社、香港中和
出版社聯手，共同打造 「深港閱讀推薦官」沙龍，通過邀請深

圳、香港等地的知名作家與學者，擔任 「深港閱讀推薦
官」，展示閱讀主張與推薦閱讀書單，增進兩地民眾的文

化認同與情感共鳴，為廣大河套區讀者開拓灣區文學新視
野，展現深港融合背景下公共圖書館服務的廣泛輻射力
與社會凝聚力。劉濤還有未來藍圖——福田區圖書館
將與《香港商報》合作，聯合打造 「港深地名故事」
沙龍活動，從港深地名多樣性的由來、港深地標建築
等角度開講，讓市民讀者通過地名這一小切口，了解
港深兩座城市的發展變化及歷史淵源，探究港深歷
史文化別有趣致的另一面。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文化空間可不止這一
家圖書館，而是一個小的人文生態空間系統。這裏
有深圳市科技圖書館（福田區分館）、黃大年茶思
屋、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圖書館、福保街道圖書館、
福保社區圖書館、南園街道濱河社區圖書館（山川書
院）、福田紅樹林生態公園科普展覽館、水圍社區圖
書館等空間，這些都為園區的科技人才提供了學習、生
活、休閒、娛樂的綜合文化配套設服務。
在科技圖書館（福田分館）充滿通透感和自然氣息的

靜音艙裏，可以享受 24 小時閱讀樂趣；在黃大年茶思
屋，你會一邊品嘗咖啡，一邊思索國寶級科學家黃大年輝

煌而寶貴的一生；南園街道濱河社區 「山川書院」，是孩子們
的最愛，他們沉迷於 「繪本親子故事屋」裏不能自拔；在福田紅

樹林生態公園科普展覽館，深圳人重新領略紅樹林的城市精神……
除了滿滿的書香，在福田保稅區裏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家美術館，

這是一家深具當代風格的 「木星美術館」，館長呂紅榮極富藝術理
想，獲得過2023年度法國文化部頒發的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自2012

年以來，她在文化和博物館界表現出色，策劃的 「拿破崙文物大展」在國
內八個省市巡迴展出，成功打造了 「拿破崙文物」這一文化IP。木星美術館

自2019年在深港河套區創辦以來，組織了60餘場藝術家個展及聯展，參展藝
術家600餘人，展出6000多件藝術作品，覆蓋人群總數超3000萬人，媒體傳播總

量超4000萬。
除了這些亮眼的數據，呂紅榮的藝術情懷同樣讓人記憶深刻，她對木星認識獨到，

她說： 「木星是太陽系八大行星中體積最大、自轉最快的行星，其磁場強度是地球的14
倍。」她把自己的美術館命名為 「木星」，正是希望它能擁有木星獨特的磁場特性，並成為

一個具備國際視野的美術館，同時也能帶動周邊地區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凝聚力和創造力的聚
集地。為此，她奮鬥了12年，並

注定還將奮鬥下去。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每天都在

生長，明天它會怎樣呢？
「滿 眼 生 機 轉 化 鈞 ， 天 工 人 巧 日 爭

新」，這是清代詩人趙翼的詩句，意思是人
們只有不斷創造新事物、新思想，大自然和

人類社會才能不斷地延續和發展。
在碧波盪漾的深圳河邊在碧波盪漾的深圳河邊，，在加快邁向世界級在加快邁向世界級

科研樞紐的步伐中科研樞紐的步伐中，，河套深圳園區將有力支撐粵河套深圳園區將有力支撐粵
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為粵港澳大為粵港澳大

灣區高質量發展注入澎湃動力灣區高質量發展注入澎湃動力。。

深圳科技圖書館福田分館深圳科技圖書館福田分館。。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