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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社區雙語賦能提升行動

南澳打造國際文旅新名片

廣州中醫藥大學2025年招收
香港考生第一志願滿檔超額

【香港商報訊】記者羅國淮、伍敬
斌報道：為更好打造國際化服務體
系、提升志願服務國際化水平，近
日，深圳市大鵬新區南澳團工委積極
開展 「百千萬工程」 突擊隊結對共
建，精準引入廣東省外語藝術職業學
院專業團隊力量，聯合東山、東涌、
水頭沙三個社區，開展 「雙語賦能提
升行動」 。

雙語培訓打通服務「最後一公里」
在東山社區楊梅坑遊客服務中心，廣外藝師生團隊

立足一線服務需求，聚焦交通指引、景點諮詢、安全
提醒等高頻場景，面向志願者、景區及社區工作者舉
辦兩場 「英語接待實戰課程」專題培訓。為幫助學員
更好掌握 「您好，需要幫忙嗎」 「直走100米右轉」
等高頻服務用語，師生們還前往各服務點展開情景模
擬沉浸式教學，提升涉外服務能力。此外，英文講解
導賞員培育計劃同步啟動，以 「文化解讀+語言訓
練+實地導賞」模式，打造兼具本土文化底蘊與國際
表達力的專業導賞隊伍，打通服務國際遊客的 「最後
一公里」。

依託語言與文化專業優勢，團隊實地走訪東涌紅樹
林濕地園、玻璃海等核心景點，對現有講解詞進行了
文化適配性英文翻譯——既保留了 「山海連城」等獨
特文化意象，又契合國際表達習慣。同時，還針對景

區雙語標識牌中可能存在的表述模糊或文化差異，進
行了系統潤色並提出優化建議，為國際遊客提供清
晰、友好、符合國際慣例的導覽信息，助力講好南澳
故事。

針對水頭沙社區的濱海特色，團隊深入挖掘當地歷
史人文、海上運動與自然風光等資源，通過專業英文
配音及中文解說字幕推出水頭沙文旅宣傳視頻，全方
位展示社區獨特的濱海風貌與文化底蘊。同時，團隊
賦能新媒運營，指導公眾號推文製作與排版技巧，製
作旅遊攻略推文《水頭沙的山海暴擊！踏浪追山玩到
瘋》，重點介紹社區特色景點及遊玩路線，這份攻略
將成為國際遊客探索水頭沙的實用指南。

拓展「志願服務+人才實踐」項目
南澳團工委負責人表示，此次雙語志願服務升級是

緊扣 「服務提升」與 「國際表達」核心，探索 「志願
服務+人才引進」創新聯動模式的重要嘗試。通過聯
動機關各部門、本土企業，整合提供免費住宿、餐飲
保障、在地特色文化體驗等多元福利，吸引、挖掘更
多高校專業人才走進南澳、服務南澳、扎根南澳，推
動高校資源與地方發展深度融合。

據統計，暑期以來，南澳團工委與南方科技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等高校精準結對，創新開展
藝術牆繪、萌寵經濟、新媒體運營等13個特色文旅
項目，有效構建起街道、社區 「出題」，高校 「答
題」的良好互動模式。

未來，南澳將繼續深化 「校地合作」機制，進一步
拓展 「志願服務+人才實踐」項目覆蓋面，為打造世
界級濱海旅遊目的地注入源源不斷的人才與智力支
持。

【香港商報訊】記者賴小青報道：7月21日，廣
東省新能源循環經濟零碳智慧產業園廣州總部項目
在花都區赤坭工業園正式奠基，標誌着花都在推動
綠色低碳發展、落實國家 「雙碳」戰略目標上邁出
了關鍵一步。該項目是廣東省2025年重點建設項
目與新能源產業強鏈補鏈的關鍵工程。

項目淨用地面積60畝，總建築面積13.1萬平方
米。一期總投資7.5億元（人民幣，下同），嚴格依
照國家零碳園區和綠色工廠標準建設。核心包括年產
能2GWh的新型儲能智造中心、年處理能力6萬噸的
新能源汽車退役動力蓄電池綜合利用中心、年處理2
萬噸退役光伏板回收利用中心，並配套建設碳中和研
究院、科研中心及院士工作站。

該項目預計2027年6月前投產，建成後年產值將
超15億元，帶動就業超千人，賦能大灣區產業鏈
降本10%；生態層面年碳減排103萬噸，相當於再
造12 個白雲山綠植；未來將為大灣區提供超 40%
動力電池再生材料，強化供應鏈安全。

花都啟動建設
重點能源項目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近日，廣州中
醫藥大學 2025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招生傳來捷
報：該校第一志願投檔人數達 107 人，超出原定
100 人的招生計劃，實現首次第一志願滿檔且超
額，招生專業均為中醫學五年制，創下學校對港招
生歷史新紀錄。

此次招生熱度攀升，不僅體現了香港學子對廣州
中醫藥大學辦學實力的高度認可，更折射出學校在
香港地區的聲譽與影響力持續提升。廣州中醫藥大
學多年來深耕對港中醫藥人才的培養，目前在讀香
港學生已達750餘人，為香港中醫藥發展和人才儲
備作出了積極貢獻。

粵發布證券案件審判白皮書
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南澳為打造世界級濱海旅遊目的地，注入源源不斷的人才與智力支持。

上半年深圳進出口規模居內地城市首位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據深圳海關22

日發布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深圳市進出
口2.17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佔同期全國進出口
總值的9.9%。其中，出口1.31萬億元；進口8588.6億
元，同比（下同）增長9.5%。進出口、出口規模居
內地城市首位，進口規模創歷史同期新高。6月份當
月，深圳市進出口 3979.8 億元，增長 2.6%。其中，
出口2528.4億元，增長1.4%；進口1451.4億元，增長
4.8%。

一般貿易佔比過半，保稅物流逆勢增長。上半
年，深圳市以一般貿易方式進出口 1.19 億元，佔同

期深圳市進出口總值的（下同）54.8%。同期，保稅
物流進出口5854.4億元，增長15.1%，佔27%；加工
貿易進出口 3815.4 億元，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佔
17.6%。

民營企業佔比近七成，外商投資企業增長近一成。
上半年，深圳市民營企業進出口 1.51 萬億元，佔
69.8%。同期，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5630.6億元，增
長9%，佔26%；國有企業進出口891.4億元。

東盟、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是深圳市前三大貿易夥
伴。其中，對東盟進出口3582.7億元；對中國香港、
中國台灣分別進出口3400.4億元、2521.1億元，分別

增長7.2%、33%。同期，對歐盟、美國、印度和英國
分別進出口2182.9億、2057.7億、417.6億、335.2億
元。同期，對共建 「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7816.2億
元；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其他成員國進
出口6030.3億元。

上半年，深圳市出口機電產品 9802.9 億元，增長
3.5%，佔同期深圳市出口總值的74.9%；進口機電產
品7090.8億元，增長17.1%，佔同期深圳市進口總值
的 82.6% 。 同 期 ， 進 口 農 產 品 505.1 億 元 ， 增 長
3.3%，佔 5.9%。其中，食用水產品 53.3 億元，增長
36.1%；糧食46.1億元，增長76%。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偉 通訊員機場宣報道：7
月22日，記者從廣州白雲機場獲悉，該機場今年上
半年共保障航班26.6萬架次，旅客吞吐量達到4003.6
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7%和9.2%；貨郵吞吐
量為116.9萬噸，同比增長2%。同時，該機場國際及
地區航線表現突出，航班量達5.8萬架次，旅客量為
818.9萬人次，同比分別增長16.1%和22.9%，成為推
動機場整體增長的主要動力。

加密航線提升過境地吸引力
今年上半年，白雲機場與多家境內外航空公司合

作，成功新增或加密了19條國際及地區客運航線，
其中包括泗水、阿拉木圖等共建 「一帶一路」重要航
點。此舉使得每周國際及地區客運航班的往返頻次超

過1600架次，航線網絡覆蓋93個國際及地區航點。
白雲機場還利用 「240小時過境免簽」等政策優勢，
積極與航空公司合作宣傳免簽政策，並與廣州市文旅
局、廣之旅等單位聯合開展國際中轉旅客免費一日遊
活動，提升了廣州作為過境地的吸引力，有效促進了
客流增長。

在貨運領域，2023年上半年，得益於海關、物流
等相關部門的鼎力相助，白雲機場成功保障了超過
75萬噸的進出口貨運量，刷新了近年來的紀錄。為
助力白雲機場打造 「超級航空樞紐」，海關在4月份
推出了20項旨在提升航空口岸通關效率的措施，有
效促進了跨境人員往來的便捷性和貨物通關的高效
性。海關還支持企業利用 「空空中轉」模式進行貨物
轉運，即進出口貨物在始發站裝機後，可在白雲機場

中轉並更換貨運
單號，隨後搭乘
其他航班前往目
的地，此舉進一
步簡化了通關手

續和流程。

監管新模式查驗時間短七成
在貨運通關流程中，通過系統對接與聯動，實現了

「通關+物流」的信息化監管及查驗全流程的可視
化，數據傳輸效率提升了30%。同時，試點推行的出

口拚箱貨物 「先查驗後裝運」監管模式，允許跨境電
商貨物以散貨形式進入監管區，先行接受海關查驗，
再根據實際需求進行拚箱裝運，此舉將查驗放行時間
縮短了70%。

此外，今年3月，全國首個 「民航安檢前置+海關
查驗前置」貨站在白雲機場口岸正式啟用。這一創新

舉措實現了綜合保稅區與機場停機坪的高
效銜接，使得企業能夠在機場綜合保稅區
內 「一站式」完成清關、收運、安檢、海
關查驗等流程。

白雲機場客貨運輸雙增

圖為廣州白雲機場。 謝佳佳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偉 通訊員全小晴、王
晶、黃夢娜報道：7月22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發布《廣東法院證券虛假陳述侵權案件審判白皮書
（2022-2024年）》及證券糾紛典型案例。白皮書
顯示，近年來廣東法院持續創新工作機制，強化與
證券監管部門協同，依法打擊資本市場財務造假、
信息披露違法違規，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為
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白皮書共四部分，包括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案
件情況、審理機制創新、服務保障資本市場高質量
發展的工作舉措、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對
策和建議。2022年至2024年，全省法院共審結證
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案件17515件，2024年新收一
審案件同比下降34.7%，調撤案件5357件、調撤率
超30%。被訴上市公司共111家，已判決案件涉及
上市公司65家，其中52家受到行政處罰，7家同
時涉嫌刑事犯罪被啟動刑事訴訟程序，12家被監
管部門、交易所採取監管措施或紀律處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