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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仃洋碧波万顷，珠江口风云激荡。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面临世界格局之变、发展阶段
之变、发展格局之变，横琴迎来一场“当惊
世界殊”的新起航。

回望横琴开发建设，实体经济发展还
不充分，服务澳门特征还不够明显，与澳
门一体化发展还有待加强，如何为促进澳
门产业多元发展继续闯出新路子？

放眼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东西两岸
发展依然不平衡，如何发挥横琴“点”的撬
动作用，进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整个

“面”，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处于“一国两制”交汇点，国内国际双

循环连接部，如何发挥好横琴特殊地位和
重要作用，为广东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
点提供更强有力支撑？

面向“十四五”新征程，如何推动澳门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获得更广阔发展
空间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充分彰显

“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标志着这

片热土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新的战略突围中的改革先锋和探路尖兵。
展望未来，三个闪亮的航标，三座巍

然屹立的里程碑——
到2024年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时，

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机制运作顺
畅，琴澳一体化发展格局初步建立，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支撑作用初步
显现。

到2029年澳门回归祖国30周年时，
合作区与澳门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
接的制度体系全面确立，琴澳一体化发展
水平进一步提升，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到2035年，“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
和优越性全面彰显，琴澳一体化发展体制
机制更加完善，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的目标基本实现。

支持配合服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是珠海经济特区在新征程中义不容
辞的政治责任、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

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坚持以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统揽工作全局，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心怀“国之大者”，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举
全市之力支持配合服务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新
的重大进展，努力在新征程上展现特区担
当、作出珠海贡献。

——服务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的新产业，珠海要在加强产业共建
上提供更大支撑。聚焦科技研发、高端制
造、中医药、现代金融、文旅会展商贸等重
点产业方向，源源不断引进具有全球视
野、世界眼“高精尖缺”人才，以聚才优势
塑造发展强势。

——服务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
开放的新体系，珠海要在加强制度创新上
提供更大支撑。紧扣一体化、高水平两个
关键，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强化对外开放
协同，全力推进实施“分线管理”制度，携
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新高地。

——服务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
业的新家园，珠海要在加强民生融合上提
供更大支撑。深度对接澳门公共服务和
社会保障体系，尽珠海所能为澳门居民特

别是青年人在横琴学习、就业、创业、生活
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不断增强两地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服务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
的新体制，珠海要在积极有序推进建设上
提供更大支撑。紧紧抓住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起步期、关键
期，切实把各方资源和力量统筹起来、组织
起来、动员起来，在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上增强自觉主动，作出更大贡献。

“要准确把握推进合作区建设的珠海
角色、珠海使命，切实担起沉甸甸的历史
责任，充分发挥与澳门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的优势，集中资源、集中力量、担当作
为，全力以赴支持好、配合好、服务好合作
区建设。”郭永航表示。

再出发！奋进的横琴充满希望，奋发
的珠海壮志激昂！

再出发！以更大决心和信心将改革
开放进行到底，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
事”！

再出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必将
迎来无比光明壮丽的美好前景！

初心如磐向未来初心如磐向未来
——写在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之际发布之际

南海之滨，濠江侧畔，一方生
机勃勃的热土，正踏上新的赶考
之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9月5日发布，一锤定音地
明确了横琴开发开放的前进方
向、四梁八柱和实践要求。

自2009年横琴启动开发建
设，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视察，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为横
琴发展把舵定向。曾经“蕉林绿
野、农庄寥落”的小岛演绎精彩蝶
变，挺立时代潮头。

初心，坚守如一。12年间，
横琴从一个边陲海岛变成开发热
岛、开放前沿，支持服务澳门经济
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不断
书写“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生动
实践。

探索，步履不停。粤澳合作
产业园、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粤澳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等平台
载体不断崛起，澳门4所国家重
点实验室在横琴设立分部，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
涌现。

融合，海阔天空。跨境办公、
跨境通勤、跨境医保、跨境执业、
跨境仲裁、跨境法律服务……基
础设施“硬联通”与体制机制“软
连接”齐头并进，琴澳居民在同一
片天空下共享机遇。

新起点上，国家战略的如椽
巨笔，勾勒壮美蓝图——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提出，要紧紧围绕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以更加
有力的开放举措统筹推进粤澳深
度合作，大力发展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的新产业，加快建设便
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
着力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
放的新体系，不断健全粤澳共商
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支持澳
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澳
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注入
新动能。

新征程上，追光逐梦的铿锵
脚步，彰显使命担当——

“我们将准确把握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的原则要求，牢
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扛起党中央、
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赋予的重
大责任，举全市之力支持配合服
务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以合作区建设为牵引带动珠海高
质量发展，把珠海经济特区办得
更好、办得水平更高，在磅礴的历
史画卷上书写新的荣光！”市委书
记郭永航表示。

□本报记者 钟夏 戴丹梅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里，一批批澳
门“创客”挥洒青春、追逐梦想；澳门大学
产学研示范基地落地横琴，全球筛选的科
创项目踊跃入驻；澳门街坊总会横琴综合
服务中心投入运营一年多来，成为琴澳居
民“热门打卡点”……

奋斗足音，岁月为证。从蕉林绿野、
农庄寥落，到广聚英才、活力无限，横琴开
发开放犹如一幅前后相继的长卷，写下筚
路蓝缕的创业征程，写下守望相助的深厚
情谊。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横琴
的每一步发展，都倾注着习近平总书记厚
重如山的亲切关怀——

2009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代表中央宣布开
发横琴岛，并强调在开发过程中充分考虑
澳门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需要。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赴地方考察就选择了广东。
其间，他第二次来到横琴视察，勉励横琴
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着力进行体制机
制创新，为深化粤澳合作，保持澳门长期
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

澳门大学横琴校区时强调：“澳门回归祖
国15年来沧桑巨变，充分证明了‘一国两
制’实践的成功，这个事业要继续探索、继
续发展。”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横
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走进车
间、实验室，详细了解横琴新区规划建设
和产业园建设运营等情况。他强调，建设
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发
展创造条件。横琴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
势，要加强政策扶持，丰富合作内涵，拓展
合作空间，发展新兴产业，促进澳门经济
发展更具活力。

一声声饱含深情的嘱托，一个个催人
奋进的期许，镌刻在横琴发展的历史上，
为粤澳合作谋篇布局，鼓劲加压！

跋山涉水，快马加鞭未下鞍。如今的
横琴，大道纵横、高楼林立，创新活力涌动，
正逐步释放出产业“强磁场”效应。12年
来，横琴地区生产总值从2.85亿元增长到
407亿元，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超3300亿
元，登记商事主体数量超过5.5万家，其中
澳资企业逾4400家，注册资本超1300亿
元，已经成为内地澳资企业最集中的区域。

“这么完备的实验车间和研发平台，

过去想都不敢想！”往返琴澳两地，已经成
为澳门澳邦制药有限公司技术发展总监
的刘帝恒说，入驻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
技产业园以来，澳邦制药这家澳门“老字
号”不仅在产品研发、生产、注册、市场渠
道等方面得到全面支持，更成功“登陆”葡
语系国家市场。

破冰突围，中流击水奋楫行。横琴自
贸片区挂牌6年来，累计落地622项改革
创新措施，11项试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
广、63项在广东省复制推广；推动所有
526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行政审批改革，
整体营商环境位列全球第26名。

“坚持改革创新，横琴的效率更高、环
境更优、市场更大、舞台更广阔，持续创造
出惠及内地和港澳同胞的巨大制度红
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
部长王福强说。

在总共2.7万字的《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横琴
等重大平台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
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
验示范区作用，充分彰显了澳珠一极在粤
港澳大湾区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强调：“当
前，特别要做好珠澳合作开发横琴这篇文
章，为澳门长远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注入
新动力。”

牢记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嘱托，珠海感
恩奋进、起而行之。一年多来，珠澳两地
在人才培育、产业合作、规则衔接、要素流
动等领域不断寻找“最大公约数”，也在联
防联控、并肩战“疫”、民生融合中擘画了

“最大同心圆”。
历史的指针，已经指向新的刻度。总

体方案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打造促
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平台、便利澳门
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
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新高地四大战略定位，为新形势下做好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发开放锚定了主攻
方向、时间表和施工图。

“澳门一直以来缺的是空间，空间
制约了澳门居民的生活条件，也制约了
澳门产业的长远发展。横琴是澳门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产业多元发展
的重要平台，为澳门发展掀开了‘新的
一页’。”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司
长李伟农说。

小横琴山脚下，横琴“澳门新街坊”项
目正在火热建设。这是内地第一个为澳
门居民专门打造的集居住、教育、医疗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民生项目，可提供约
4000套住房，并同步开放澳门标准的医
疗、教育、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配套。

与41年前经济特区“摸着石头过河”
不同，横琴有着非常清晰的起跑姿态——
其肩负着进一步扩大开放、先行先试的重
任，更承载着服务“一国两制”、支持澳门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

背倚横琴山，远望氹仔岛，一座现代
化、国际化的高等学府在横琴拔地而起。
作为“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澳合作的标志
性项目——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其面积较
澳门大学原先的校区面积大了20倍，弥

补了澳门大学原本地域狭小的不足，为其
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没有‘一国两制’，就没有澳门
大学今天取得的成就。横琴校区为澳门
大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我们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提供了优渥的
土壤。”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感慨地说。

十字门水道畔，崭新宽敞的横琴口岸
联检通关大楼格外耀眼。启用一年来，这
座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通关模式
的“超级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超过
600万人次、车辆约90万辆次。

不知不觉间，横琴已融入澳门青年律
师黄景禧的“半小时生活圈”：早上从澳门
家中或办公室出发，开车十几分钟就可到
达横琴的办公场所，与内地律师和客户面

对面沟通。这是“琴澳追梦人”普通的一
天，也是横琴开发建设12年来一个生动
的截面。

一次座谈交流会上，澳门青年创业者
反映，澳门房屋租金、人力薪酬都很高，市
场空间又小，创业不是那么容易，“能不能
为我们在横琴提供跨境办公的场地？”

说干就干，“横琴空间、澳门资源、政
策支持、成果共享”的工作思路逐步变成
现实。2019年3月，横琴启用了首座跨境
办公试点楼宇——横琴总部大厦，开通了

“横琴-澳门跨境通勤专线”，每日24个班
次往返澳门与横琴，如今已有270多家澳
门企业在横琴进行跨境办公。

能从全局谋一域、能以一域促全局，
能以“一子落”激发“全盘活”。一项项制

度加快衔接，一个个体制障碍接连突破，
粤澳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
速流通，让“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落地
有声。

“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
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
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出了新时
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动员令，并强调要

“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如今的

横琴产业实力加快累积、创新成色不断
提升、民生融合日益可感、发展空间持
续拓展……从国家级新区、自贸片区，
再到粤澳深度合作区，横琴正奋楫扬帆
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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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横琴十字门横琴十字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建束李建束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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