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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深圳统战的好声音

在这些政协委员的提案中
深圳C位亮相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侨报融媒记者 伍思晗 文/图

交通互联
大湾区发展不可缺少的大动脉

增强深圳与外围城市群交通联系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畅通对外联系通
道。来自深圳的全国政协委员吴换炎、李贤义
等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加快推进深圳至杭州新
高铁通道规划建设，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
与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联系。

“近年来深圳产业向赣南、闽北地区辐射能
力日益增强，为强化深圳对这些地区的辐射带动
作用，加强珠三角与长三角联系，特别需要新增
一条高铁通道。”吴换炎说，该线路可以从深圳到
河源经过龙川、定南、瑞金、武夷山、徐州到建州，
再到杭州。广东境内可利用深圳到龙川的赣深
高铁，江西境内利用龙川到定南的赣深高铁，浙
江境内利用衢州到杭州的高铁，打通一条深圳到
杭州的新通道。

“深圳高铁要‘走出去’，增强外联能力。”与
吴换炎一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香精香料公司
董事会主席王明凡不仅关心粤港澳大湾区区域
内的轨道交通建设，也同样关心发挥湾区中心城
市作用推动深圳对外联系的高铁建设。

“深圳缺少往长三角、海西经济区的高速铁
路。”王明凡认为，为了增强深圳核心引擎功能，
迫切需要以铁路建设为抓手，强化深圳与大湾区
内各城市的联系，以及深圳与大西南地区、长三
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京
津冀城市群之间的联系。

提质提速打通湾区内部运输命脉

除此之外，吴换炎又接连向大会提交了《关
于加快推进深圳至珠海高速铁路规划建设的建
议》和《关于启动广深高速磁悬浮试验线规划建
设前期研究的建议》两个提案。吴换炎建议，为
加快打通珠江口两岸联系瓶颈，满足跨江客运需
求，可充分利用深珠城际通道资源，将现有规划
中的深珠城际铁路提升为高铁线路功能。他认
为，推动深珠高铁作为国家铁路提早建设，一是
有助于打破珠江地理阻碍，实现深港、珠澳半小
时通达目标，促进东西两岸协同发展；二是有助
于缓解广州南枢纽的压力，减少深港往大西南的
旅客在广州南中转，缓解深圳北向通道能力不足
问题；三是有助于加强深港与西南地区各大城市
的联系，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西联北部
湾、滇黔城市群的互联互通大通道。

吴换炎了解到，我国高速磁悬浮核心技术
重点研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车青岛四
方公司今年 5月 5辆编组试验车下线，2021年前
具备商业运营线路建设条件，设计速度超过 500
公里/小时。“按此标准规划建设广深高速磁悬
浮试验线，连接广州、东莞、深圳三市，实现广深
中心城区之间 15分钟内可达、莞深和广莞中心
城区之间 10分钟内可达，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分
可观。”

“据了解，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计划推动
高速磁悬浮线路试验线建设，因此我呼吁国家相
关单位支持广东省各市开展相关前期工作，加快
推进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速磁悬浮试验线在广深
落地。”吴换炎希望通过全国政协这一平台，为推
动广深莞三地的高效便捷联系发声。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
林龙安提到，深港智能化将进一步融合。深圳在高
级科技方面凝聚了大量的人才，以及诸如华为、大
疆等优秀的创新企业，深圳GDP和财政收入的快速
增长与深圳层出不穷的创新企业关系密切。而香
港被视为全球前 50所高校留学生回归的首选地，并
拥有世界级的脑科学专家和心脏专家，生物医药走
在国际前端，未来在创科产业、智能化方面，香港与
深圳将进一步融合，优势互补。他表示，大湾区对

“一带一路”形成支撑，将令港深合作更为紧密。可
以利用香港优势，共同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加强产业合作。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岛各界联合会会长
蔡毅在“全国两会粤港澳大湾区联合访谈室”接受
采访时谈到，目前正在建设和即将规划建设的三
个深港合作区——西部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中部的河套科技创新合作区、东部的沙头角
旅游消费合作区，蔡毅表示，这三个合作区都是很
好的方向，也是经过各方论证、切实可行的方向。
三个合作区对粤港来说都具有正面影响，将成为
重要的增长极。他建议，内地的科研资金可以到
香港，同时香港的项目亦可申请内地的创新资金，

“未来深圳与香港在科创方面将更紧密结合，共创
辉煌。”

2018年，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朱鼎
健提交了 6份提案，其中 4份是为大湾区建言，围绕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互动合作、以多种方式加深
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交流、加强大湾区人才建设、
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为大湾区建言献策
不遗余力。

“粤港澳大湾区有 180多所高校，160万在校学
生，完全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提供人才支撑。”朱鼎健告诉记者，他在《关于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互动合作的建议》中，提出
大力推动湾区高校与高科技企业共同建立研发中
心、联合实验室；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鼓励高校
之间开展更多联合学位、暑期课程学分互认等开放
培养项目；促进大湾区三地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合作
交流，为创新制造业培养更多“蓝白领”人才等具体
建言，在规划纲要第八章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吸
纳。“能够为大湾区规划建设出一份力，我感到非常
自豪。”朱鼎健说。

产学研一条龙 高科技启动大湾区建设引擎

人才是首位 湾区不可或缺的智囊后备军

香港西九龙高铁站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交通枢纽站。

前海粤港澳创新创业大赛助力大湾区高科技发展。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话题成为众多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焦点。深圳如何发挥引领
作用？如何把握时代脉搏，携手共创未来盛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深圳统一战线的全国政协委员们
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