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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提問彰顯主流財媒風采
兩會期間，香港商報記者身影出現在各大記者會

現場，踴躍舉手並獲得多個提問機會。
在3月6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的經濟

主題記者會上，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回答本報記者提
問，介紹兩項貼息政策支持消費和優質服務供給。

江西省省長葉建春亦接受本報記者採訪，向大灣
區企業家發出 「春天之約」。

此外，本報記者還在江蘇、河北、甘肅、重慶等
地方代表團的開放團組會議上獲得提問機會，並且
被包括央視在內的多家內地媒體採訪，彰顯出香港
主流財經媒體的風采。

採訪之外，暖心的故事一直在上演。

清晨的北京戶外氣溫較低，在人民大會堂外指揮
交通的警察見到瑟瑟發抖的本報記者木子，立即讓
沒有參與指揮的同事將手套遞了上來。

這一暖心時刻不僅被其他媒體報道，視頻更被媒
體競相轉載，話題#香港記者鏡頭下的兩會暖心一
幕##香港記者會場外收到手套激動道謝#更一度登
上微博熱搜，@平安北京官方賬號更是進行了回
覆，並配文 「甭客氣，不用還啦」。

就連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啟剛都有被暖到，他見
到記者木子時提到此事，並關心地說： 「我看到你
了，為什麼要藉手套呀，這裏天氣很冷嗎」。

搶佔麥牌「C位」
本報記者時刻保持新聞敏感，敢追敢問，甚至連

麥牌在兩會媒體圈還引發一波熱議。有同行直言
「香港商報的麥牌總是在C位」！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雷軍和周雲傑同框亮相

「代表通道」，「站在雷軍背後的周雲傑」意外出圈，其
表情包也迅速走紅網絡。本報記者現場即時捕捉，
在採訪時搶佔麥牌C位，進一步擴大香港商報品牌
效應，相關報道《和雷軍同框意外走紅 海爾總裁
周雲傑直言：不想當網紅》《海爾總裁周雲傑：產
業發展與金融融合至關重要》引起全網關注。

此外，當被問及 「體重管理年」三年計劃時，全
國政協委員、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張文宏笑指
其他媒體記者， 「像你就太胖了，要瘦一點，這樣
大的肚子是我們的主要目標。」隨後，本報及時推
出現場報道《張文宏勸記者減肥： 「你這樣的大肚
子是主要目標 」》，話題 「張文宏勸記者減肥」
瞬間刷屏全網。

熱點話題報道引全網關注轉發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香港商報抓流量、盯熱點，

佳作頻出。
「衛國戍邊英雄團長」祁發寶接受香港商報獨家

採訪時表示，自己的身體恢復得很好，沒有任何的
後遺症，現在生活一切正常，謝謝大家的關心。聊
起香港，他也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去。

此外，多篇航天系列報道如《港澳航天員登月？
王亞平答港媒一姐：一切皆有可能》《港澳航天員

何時飛天？楊利偉答香港商報：應該時間不會很
長》《楊利偉點讚港產女航天員：警察出身基礎
好 很刻苦！》一經推送，在全網掀起傳播熱潮，
獲得多家媒體轉發。

打造 IP欄目獲廣泛好評
兩會期間，香港商報重點打造欄目《港商睇兩

會》，及時報道兩會現場一手信息；通過《港商連
線》在兩會現場連線世界華文媒體社長總編輯，探
討兩會熱點話題；開設《香港新引擎》系列專題報
道，採訪報道一批新扎 「獨角獸」企業和一眾天使
投資人、行業翹楚及專家學者，為香港培育發展新
經濟、新產業、新賽道擂鼓鳴鑼。

《兩會莉影》欄目特邀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楊莉
珊，以委員們的第一視角講述全國兩會場內場外的
精彩細節。

香港商報緊密關注大灣區創科話題，聯合深圳特
區報邀請到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四地的全國人
大代表，共話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相關報道獲得
廣泛好評。

敢追敢問 港商麥牌一直在跑

本報兩會報道再掀熱潮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鶯報道：今年全國兩會，香港商報派出強大的採訪

團隊赴北京進行現場採訪，相關內容在報紙和新媒體端雙向發力，系列報道
再掀全網熱議。
香港商報立足香港與大灣區發展，以港媒視角多維度報

道全國兩會，緊扣國家發展大局，聚焦財經、內地及香港
經濟、文化出海及大灣區協同發展，展現了作為香港主流
媒體的擔當作為。
香港特首李家超給包括本報在內的中文報紙撰稿，講述

他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身份列席開幕會，並發表感悟。

【香港商報訊】記者
郭美勤、林穎萍報道：
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
大代表，贛州市委副書
記、市長李克堅接受本
報專訪，講述贛州對接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新
進展、新成果和新展
望。

「深贛共建產業園區是深贛對口合作的標誌性
項目，於去年8月正式簽約落地。」李克堅表示，
園區重點圍繞有色金屬和新材料、新能源、新一
代電子信息、智能家居、低空經濟等產業開展強
鏈補鏈延鏈工程，打造特色主導產業集群，培育
創新創業生態。

據介紹，園區規劃總面積約43.09平方公里，包
括合作開發區和協作配套區兩部分。目前，贛州
和深圳特區建工集團聯合印發了工作方案並開展
了前置招商工作，已簽約中歐國際製造產業園、
百度算力中心等一批優質項目。

李克堅表示，下一步，贛州將依託深贛共建產

業園區，積極承接大灣區優質產業轉移，加快培
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在園區運營上，與深圳特
區建工集團組建園區開發運營公司，統籌推進園
區規劃、建設、運營等工作，深化產業空間、產
業規劃、產業資源等研究。在項目招引上，建立
健全園區招商引資制度機制，系統開展政策研
究、團隊組建、圖譜編製、活動策劃等，特別是
發揮贛深產業合作基金 「以投促引」 「招投聯
動」 「投孵結合」作用，市場化引進一批優質項
目和先進技術。在發展環境上，全力支持園區在
對標深圳規則規制方面先行先試， 「帶土移植」
深圳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經驗做法，將園區打
造成為革命老區中的 「特區」。

「營商環境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土壤，好的營商
環境就是生產力、競爭力。」李克堅表示，今年
贛州按照 「大灣區能做的，贛州也要能做到」的
理念，大力實施對標深圳規則規制改革，圍繞科
技創新、營商環境、政務服務、金融服務、國資
國企、行政執法、公共服務、基層治理、幹部人
才隊伍等9個方面，努力探索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
廣的制度成果。

李克堅：

創優營商環境 承接灣區優質產業
【香港商報訊】記

者郭美勤、黃凌媛報
道： 「科技創新若脫
離產業應用，就如同
無根之木。」全國兩
會期間，全國人大代
表、江西省科技廳廳
長宋德雄在接受採訪
時以江西本土企業佳

時特創新突圍的故事作為開篇。
佳時特是一家專注於高端數控機床及高精密零

件研發製造的企業。高精度是中國攻克高檔數控
機床難點的關鍵。這家企業十餘年磨一劍，跨越
「微米鴻溝」，研發出全程重複定位精度0.5微米

以下的超高精密數控機床。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成就！這家企業之所以成功，離不開持之以恆的
創新，離不開科研人員與生產線 『零距離』接
觸。」宋德雄表示，正是這種科研與產業的深度
融合，讓佳時特造出 「中國爭氣機」，在高端製
造領域闖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創新之路。

面對高質量發展新的 「成長煩惱」，江西不遺

餘力激勵創新。一年來，江西大力實施科技興贛
六大行動，全省綜合科技創新水平指數居全國第
16位，增幅居全國第二位。

「要 讓 科 研 『活 水 』 真 正 流 入 產 業 『田
野』。」談及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時，宋
德雄表示，一年來，江西積極構建 「企業主導、
政府引導、高校院所支撐」的工作體系，啟動實
施 「2030先鋒工程」，下大力氣突破一批技術卡
點、堵點，形成更多產業發展引爆點，助力產業
更成體系、更具韌勁、更有競爭力。

高能級平台激發創新 「裂變」。一年來，江西
積極策應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調整布局，構建了以
各梯次實驗室為核心的實驗室體系，產出了一批
豐碩成果。

成果轉化架起「高速路」。一年來，江西打造科技
成果轉化服務體系，加快推動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
力轉化。比如，陳芬兒院士團隊研發的 「智能微納
連續流製造關鍵技術」，突破了多步連續與微納
裝備製造 「卡脖子」難題，去年與醫藥領域企業
簽約了1.56億元人民幣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將
引領江西乃至全國醫藥產業的轉型升級。

宋德雄：

讓科研 「活水」 灌溉產業 「田野」

掃碼睇文圖

香港商報兩會北京報道組：

王軍、李曉穎、林彬彬、黃鶯、謝嘉敏、
胡薇、張宇、楊凌雲、張麗娟、鄧建樂、
相銘、趙桐曲、楊琪、陳彥潔、張宏斌

【香港商報訊】記
者 黃 鶯 、 王 藝 橋 報
道：全國兩會期間，全
國人大代表、著名經濟
學家、遼寧大學校長余
淼傑接受了本報記者
專訪。作為遼寧省從
北大引進的長江學者
和國家傑青，余淼傑

認為，遼寧高質量發展成績斐然，特別是產業發
展出彩出色，新質生產力培育也精彩紛呈。

余淼傑表示，培育新質生產力除了要有技術革
命性突破以外，還需要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和要
素的創新型配置。在產業深度轉型方面，遼寧依
託完整的工業體系、深厚的工業基礎，差異化發
展傳統產業和新興未來產業。打造 22 個產業集
群；對高端裝備、冶金新材料、石油精細化工、

人工智能這類新興戰略性產業，遼寧用科技創新
賦能實體經濟，打造4個萬億級產業基地。

余淼傑認為，正是依託深度的產業轉型升級，
讓大家深切感受到 「東北是個好地方、遼寧是個
聚寶盆」。

余淼傑並稱，新質生產力的培育還需要各類要
素，特別是人才和資本的創新型配置。人才是第
一資源，遼寧全面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建
設，通過 「興遼英才」計劃大力引育人才。去年
遼寧成為清北選調生全國第二大就業省份，高端
人才爭相奔赴遼寧幹事創業。僅遼大過去兩年就引
育15名國家級人才。「投資於人」已形成 「孔雀遼瀋
飛」的現象，遼寧也成為聚才引才的梧桐樹。

余淼傑表示，遼寧高度重視民營經濟，近年
來，營商環境發生根本性改變。510萬市場主體營
商滿意度達90%以上。 「投資爭過山海關」已成為
企業家戰略優選。

余淼傑：

遼寧產業振興 「投資爭過山海關」
【香港商報訊】記者

蔡寧、唐琳報道：今年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
推進文化遺產系統性保
護工作，提升文物、非
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利用
和考古研究水平。全國
人大代表、廣西馬山壯
美坊壯綉手藝廠技術指

導藍淋提出建議，推動 「民俗文化節慶活動＋非
遺項目」體驗，助力文化旅遊和鄉村文化振興。
「用手藝承載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我的初心

和使命，我將守正創新讓更多人感受壯綉的魅
力。」藍淋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藍淋說，壯綉是民族文化的 「活化石」，每一
件作品都體現蘊含着豐富的民間故事和中華民族
優秀傳統文化，但是壯綉的傳承和發展並不是件

簡單的事。 「一方面受到機器織綉的衝擊，另一
方面色彩和圖形已經不符合當代審美。」藍淋告
訴記者，後來她對傳統壯綉的針法、顏色進行調
整，並推出了多種文創產品，讓其生產的壯綉在
市場上佔領一席之地。 「只有在生活中用得上，
才是對它最好的傳承。」如今，藍淋聘請的設計
師年齡從70後到00後都有，她希望讓更多年輕人
參與到綉品設計當中，並且愛上這一傳統手藝。

壯綉曾作為國禮見證中國與老撾建交60周年的
情誼，也曾作為嘉賓紀念品參與到中國—東盟博
覽會、45屆世界體操錦標賽、金磚國家婦女論壇
等國際活動中，走進歐美和東南亞20多個國家和
地區。2023年國慶期間，藍淋帶着壯綉作品《媽
勒的天邊》到香港參加典亞藝博展覽會。

細數近年來壯綉的出海歷程，藍淋表示，希望
繼續向國際講述壯綉故事，推動壯綉在對外交流
中成為一張亮麗的文化名片。

藍淋：

保護文化遺產 推動壯綉煥新出海

【香港商報訊】記者
王藝橋報道：在全國兩
會期間，全國人大代
表、遼寧省盤錦市馨毓
種養殖專業合作社理事
長孫素雲分享了自己對
農業發展的見解和實踐
經歷。

孫素雲是特色大農業
的親身實踐者和受益者。她以君子蘭種植為例，
講述了自己如何在家人的反對中堅持下來，通過
不斷學習和改良，將君子蘭養成了市場上的搶手
貨。她的君子蘭不僅形態美觀，還能根據節假日
市場需求定期開花，花期長達40多天，在全國各

大花卉市場供不應求。
作為遼寧省 「村業精英」、勞模和 「三八」紅

旗手，孫素雲始終扎根鄉村，為鄉村特色產業增
優勢、為鄉村振興做貢獻。她表示，當前遼寧全
面振興新突破三年行動已進入決戰決勝之年，這
給農民帶來了更多大展拳腳的機會。

同時，孫素雲也關注到遼寧在農業領域建設方
面存在的財力配套能力不足問題。她建議，國家
有關部委在分配銜接推進鄉村振興補助、現代設
施農業建設貸款貼息、動物防疫補助等資金時，
對遼寧加大支持力度，在補助政策、補助系數以
及資金分配等方面給予更多傾斜，支持遼寧加快
實現鄉村全面振興，讓 「中國碗」盛上更多 「遼
寧糧」。

孫素雲：

力推特色農業 助遼鄉村蝶變
【香港商報訊】記者

陳宏岩報道：今年全國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
表、甘肅省隴南市徽縣
隴上莊園土特產店負責
人梁倩娟建議，加大對
農村電商產業扶持力
度，推進農村電商高質
量發展。

梁倩娟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農村電商有
力促進了群眾增收，也充分證明電商是極具潛力
的產業。

「儘管各地政府對農村電商發展高度重視，積
極探索實踐，但由於缺乏系統性的國家政策支持

和資金扶持，各地農村電商發展仍處於自發狀
態，導致農村電商企業難以獲得足夠的項目資
源、資金支持和完善的機制保障，無法充分釋放
發展潛力，這既限制了農村電商產業的規模擴張
和質量提升，也影響了其助力鄉村振興的效能發
揮。」在梁倩娟看來，農村電商發展仍存在一定
制約因素。

她建議，農業農村部、商務部將農村電商產業
作為重點扶持對象，納入國家產業扶持體系，設
立農村電商產業專項獎補資金，通過財政補貼、
貸款貼息、以獎代補等方式，支持農村電商平台
建設、物流體系完善、品牌打造等關鍵環節，降
低農村電商企業的運營成本，鼓勵吸引更多社會
資本參與農村電商發展。

梁倩娟：

納入產業扶持 加大農村電商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