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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今日金湾 产业聚集高地 湾区舞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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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区，推进全民健身是未
来。“金湾区的文化活动非常丰富，而很
多人会忽略了体育也是文化强区的一
部分。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健全全民健
身服务体系，创造全民健身的条件和
氛围。”金湾区相关负责人坦言。据了
解，为丰富市民体育活动形式和内
容，近十年来，金湾区一方面加强体育

设施建设，建成体育公园126个，另一
方面以每年的体育节为龙头，举办迷
你马拉松、皮划艇挑战赛、太极拳、羽毛
球、男子篮球赛等群众体育活动30余
项，并打造了“航空新城杯”自行车公开
赛、越野嘉年华、徒步等品牌赛事。

而为了进一步扩大体育活动影响
力，通过体育爱好者带动更多市民的

参与，金湾区加强体育队伍建设，积极
培育、发展社会体育组织。目前，金湾
区已有区级社会体育组织数22个、体
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4家，还有数量
在不断增长的群众自发体育爱好者团
队，每年都会接受区内开展的广场舞、
太极拳、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参
与各类体育活动志愿服务。

“我们整个镇登记在册的广场舞团
队有10余个，未来可能还会增加。这次
把广场舞领队们组织起来是为了学习
鹤舞广场舞。”金湾区三灶镇文化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说。据了解，今年，三灶镇
将国家级非遗项目——三灶鹤舞元素
编排进广场舞中，由广场舞团领队们学
习后再传播至全镇、推广至全区。

体育惠民 健全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宋一诺

在“亿吨大港”高栏港不远处，规划
面积2.514平方公里的珠海高栏港综
合保税区（以下简称“高栏港综保区”）
矗立在海天之间，已于今年8月30日
顺利通过预验收，距离最后的封关运作
仅剩临门一脚。

作为一路跟进高栏港综保区建设发
展的骨干力量，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综
合保税事务局二级主任科员甄文创，见
证了这块开放新高地的拔节生长和加速
崛起。眼下，他和同事们正立足自身岗
位，全力以赴推进封关运作准备工作。

众志成城
创下珠海单一项目建设历史纪录

对于拥有大港口的珠海而言，一个
可充分利用港口条件实现进出口物流
便捷集散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至关重
要。2009年11月，珠海市申请设立珠
海高栏保税港区。随后，在全国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普遍面临转型升级综合保
税区的背景下，2012年10月改为申请
设立珠海高栏港综合保税区。

2018年2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
息传遍了珠海，高栏港综保区获国务院
批复成立。也正是这一年，在拱北海
关、珠海保税区等多部门历练过的甄文
创，带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来到当时的
高栏港经济区现代产业发展局，跟进综
保区建设。“当时，这里还是大片滩涂和
沙地，周边路网也都还没有形成。”甄文
创回忆道。

2021年初，随着金湾区、珠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一体化运作，珠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综合保税事务局成立，甄文创转
战到此继续跟进相关事宜。当年10
月，高栏港综保区用海申请获批，12月
取得海域使用证，并于2022年5月获
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填海填土工程是高栏港综保区得
以封关验收的关键前提。为此，珠海市
专门成立工作专班，金湾区在现场设立
临时指挥部，明确职责，倒排任务，协同

推进。“现场每天都有一两百人集中办
公，仅金湾区就有17个部门派人驻场，
确保快速响应。”回忆起当时众志成城
的建设场景，甄文创至今仍觉得热血沸
腾。

最终，在省政府大力支持、市领导
亲自部署指挥以及相关部门通力协助
下，金湾区克服不利天气影响和土源短
缺等困难，成功打赢了这场填海填土工
程大会战。甄文创也和这片土地一起，
见证了又一“珠海速度”的诞生——单
日填土量最高超10万立方米，创下珠
海单一项目建设历史纪录，为加快推
进高栏港综保区封关验收奠定了坚实
基础。

把握新机
探索“区港一体化”延伸政策

与港口的联动，将成为日后高栏港
综保区的一大特点。“我们正与海关沟
通制定‘区港一体化’海关监管政策，作
为综保区适用政策的延伸，使得‘货物
到达高栏港，即相当于到达综保区’。”
在甄文创看来，“区”“港”之间的优势互
补、资源整合和功能集成，可充分发挥
综保区物流集散中心的作用，促进高栏
港港口物流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招商储备正紧锣密鼓推
进，当前已进驻拉美综合保税物流枢纽
项目、欧隆宝珠海国际高品质进口酒类
交易中心项目、格创·宝城智造园、格
创·宝城科创园、格创·宝城冷链园、格
创·宝城物流园等6个投资超亿元项
目，另有30多家意向企业正在洽谈中。

待封关运作后，这里将着力打造
“一个中心、两大基地、四大平台”（即国
际物流集散中心、高端维修服务基地、
保税智造集聚基地、跨境电商示范平
台、保税融资租赁交易平台、期货保税
交割平台及保税研发创新平台），建设
成为珠海对外开放新高地、港珠澳合作
新空间。“我们将永葆‘闯’的精神、‘创’
的劲头、‘干’的作风，迎接更多机遇和
挑战。”提及综保区的未来，甄文创信心
满满。

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事务局甄文创：

全力以赴推进高栏港综保区封关运作

□本报记者 金璐

从2013年初识金湾，如今已是第
个十年头了，对于金湾区融媒体中心副
主任王玥来说，见证每一个城市发展的
重大事件，记录每一个区域成长的关键
时刻，已成为她的日常。

十年，曾经的白龙河尾，从一片浅
滩水泽化身现代滨海商务新区；昔日的
航空新城，从条条土路到如今座座高
楼。十年，金湾中心医院建起来了，大
飞机AG600飞起来了。十年，五届中
国航展，无数大国重器的腾飞时刻。对
于王玥来说，一个个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的变化，化成文字、汇成画面，犹如写
下了一本厚厚的城市传记。

从“大工地”到新城区
记录城市巨变

2013年，已有着9年新闻采编从
业经验的王玥跨越北国风光，抵达滨海
之城，作为一名成熟的时政记者被珠海
电视台派到金湾驻站。

驻站伊始，看着航空新城仅有的两
三个住宅小区，王玥或许很难想象到，
十年后这里会是如何繁华的一片景
象。“当时的金湾更像是一个大型在建
工地，到处都是建设项目，很多报道也
是出入各个工地现场，踏着泥泞迎着尘
土都是常态。”王玥说。

当时让王玥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
就是在白龙河尾，“在白龙河尾采访填
土建设工程的时候，还需要坐着小船去
到现场，所到之处都是十分荒芜的。”而
如今，白龙河尾一带已经成为了滨海商
务区，登上高楼远眺可望见横琴与澳
门，隔海相望的建筑群共同点缀着城市
天际线。作为航空新城的居民之一，王
玥也有着切身感受，“下楼即是商圈，步
行可到公园、学校，跟以前在采访一线
的景象已是天差地别。”

2015年，王玥的身份有了新的变
化，她正式成为了金湾区新闻中心的一
员，工作重心从一线采编向着统筹管理
转变，她也越来越认定了金湾这一新的
安身之所，把自身的成长与金湾的发展
深度连接了起来。

与城市共成长
留住关键时刻与感人瞬间

与一座城市共成长，在每一位媒体
人的记忆中都不乏鲜活的故事。自踏
足金湾以来，从2014年第十届中国航
展到2021年的第十三届，王玥从未缺
席。从初见飞行表演的兴奋惊讶，到对
航展上金湾元素的如数家珍，已俨然从
看热闹中瞧出了门道。

以航空产业为特色，金湾区始终保
持着对这一领域的高度关注。王玥的
足迹也踏遍了金湾各个航空产业的企
业工厂车间。而“鲲龙”AG600的成长
轨迹，王玥和她的团队也都已不陌生。

“最初见到AG600时还是在金湾的组
装车间里，虽然只完成了前半个身子的
组装，但仍能感受到大飞机的气魄。”

在AG600此后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里，王玥都参与其中。2016年，AG600
从总装车间正式下线；2017年，珠海金
湾机场，AG600首次陆上试飞成功；
2021年，AG600在航展上亮相飞行表
演，数吨水自空中投下，犹如瀑布倾泻
蔚为壮观。“那份激动与兴奋的心情让
我至今难忘。”王玥说。

与城市一同成长，不仅仅是分享高
光时刻，也意味着一起历经困难苦楚。
强台风来袭、特大暴雨，一次次考验城
市的极端天气来临，王玥和融媒体中心
团队都在现场，把最新的一线消息发生
出去，将动人的救援事迹记录下来，守
护群众安全，凝聚城市力量。

不仅台风，从翻阅历史篇章重现
三灶海岛女民兵的绰约风姿，到探寻
成长自工厂车间、农田鱼塘边的奋斗故
事，再到疫情期间在每个社区、每条村
子里的战疫斗士、平凡英雄，每一个金
湾人不能忘怀的点滴，都出现在金湾
区融媒体中心的镜头里，留存在王玥
的记忆中。

“如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会
策划更多更好的产品宣传金湾，在栋栋
楼宇、座座厂房之间，挖掘产业一线故
事，在田间地头感受乡村生活的变化，
带着媒体人的新使命，向下一个十年挺
进。”王玥说。

城市篇

喜迎二十大·我与金湾共成长

十 年 · 书 香

十年文化强区 丰富城市底蕴
金湾区全方位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从阅读资源紧张到全区图书馆服务点覆盖村居、每年举办百场阅读活

动；从全区没有A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到建成2家A级旅游景区和7家星

级饭店；从全区只有1条绿道到建成绿道超过200公里并建成126个体育公

园……十年来，金湾区将抽象的“文化强区”化作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的硬

件升级与软性服务，将文艺、旅游、体育送到市民“家门口”，守住了文化之根、

强健了文体之基，全方位提升了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采写：本报记者 金 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文化强区，建设公共文化场馆是
基础。近十年，金湾区以文化馆和图
书馆总馆建设为着力点，一方面修建
新馆，提升馆内基础设施建设。另一
方面打造品牌文化活动，每年高标准
举办航空艺术节、市民艺术节、青少儿
艺术花会、读书节等公共文化活动，打
造金湾新青年书友会、阅读点灯人培
育项目等特色活动，为市民的文化交

流展示搭建多彩平台。在文化工作者
的不断努力和越来越多市民的参与
下，金湾区图书馆和区文化馆分别于
2020年和2022年被正式命名为国家
一级馆。

与此同时，两大公共文化场馆总
馆的“服务触角”也在向全区更大的范
围内延伸。通过整合各级资源、规范
管理，目前金湾区已经形成“1总馆+4

镇分馆+40村居（社区）服务点”的文
化馆总分馆服务网络体系和“1总馆+
4镇分馆+40村居（社区）服务点+4城
市书房+1粤书吧+24企事业单位书
屋”的图书馆总分馆服务网络体系。

“我还记得以前的金湾区图书
馆离我住的地方很远，而现在它就
跟市民服务中心和商圈在一起，我
自己家门口的红旗镇图书馆也变得

更加宽敞、藏书更多了。”金湾区市
民赵女士告诉记者，曾经为到哪儿
去自习而发愁的大学生，如今已经
变成了一个带孩子来金湾区图书馆
新馆参加讲座的母亲。“最让我感到
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特色书屋的出现，
前不久，金山公园里也开了一个儿童
绘本馆，环境非常好，我女儿也很喜
欢。”赵女士说。

提升效能 促文化服务供给全覆盖

十 年 · 传 承

文化强区，传承记忆守住乡愁是
底蕴。据了解，金湾区现有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26处，其中国家级2处、省
级1处、市级2处、区级6处，未定级不
可移动文物15处，还有许多已挖掘和
待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年来，
金湾区传承与发展并重，做好文物保
护与非遗保护的同时，创新推广形式，
让古老的记忆和技艺“火”起来，也

“活”起来。
“宝镜湾摩崖石刻位置非常偏

远，我一直想去看都没去成，这次通
过虚拟现实技术实现了愿望。”在
2022南国书香节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分会场金湾展位上，一位参观者告诉
记者。原来，金湾区将部分不可移动
文物和文化景点通过VR形式进行展
示，让不少市民得以“一秒穿越”，一
睹其真容。

而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中，
金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了
展示。10月1日至5日，金湾区开展

“文化金湾 放彩云端”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省级非遗项目三灶竹草
编织、市级非遗项目三灶剪纸和区
级非遗项目红旗镇古法榨糖的小课
堂受到了市民的“热捧”，报名在活动
发布后2小时内满员，活动结束后，
金湾非遗又收获了一批青少年儿童

“粉丝”。
目前，金湾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16项，其中1项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项列入省

级非遗名录、12项列入市级非遗名
录，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17人，其中省级3人、
市级8人。

为了增加非遗文化的影响力，从
2012年起，金湾区就开始积极打造非
遗传承人传习阵地，目前已建成金湾
一小、三灶鹤舞传习展示馆、金茶花巧
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珠海艺术职业
学院、三灶镇海澄小学、三灶镇海华小
学等8个非遗传承基地。

活化利用 抓好文化遗产创新保护

十 年 · 文 旅

文化强区，发展全域旅游是抓
手。金湾区有丰富的滨海景观、湿
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和发展产业游、
人文游的潜能。近十年，为挖掘旅游
资源，满足金湾区市民和外地游客

“行万里路”的需要，金湾区持续完善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开设3辆金湾线
双层旅游观光巴士，在各自然景点增
设8个最美观景台，在金湖公园开放
金湾首个直升机低空飞行体验项目

等各项举措，为金湾旅游打造了新的
亮点和名片。

在打造旅游亮点的同时，金湾区
也在不断地梳理与完善旅游路线，目
前已梳理出红色人文科普游、绿色农
业乡村游、温泉康养度假游和热门野
外露营游4大主路线和以此为基础的
各项分路线。其中，以三板水乡为主
的“金湾水乡田园生态休闲游”入选广
东省首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名单，以

汤臣倍健透明工厂、爱飞客航空科普
研学基地为重要串联点的“珠海匠心
古镇之旅”入选广东省工业旅游精品
线路。2020年，金湾区获评广东省全
域旅游示范区。

此外，十年间，金湾区还实现了
国家A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从无
到有的突破，现有“国家休闲旅游度
假示范区”1家、国家A级旅游景区
2家、星级饭店7家。目前，汤臣倍

健透明工厂成功创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并开放运营了全球首座
营养探索馆，祥祺酒店被评定四星
级旅游饭店，康德莱公寓酒店、金山
林酒店、曼哈顿酒店、新航酒店、福泉
大酒店被评定为三星级旅游饭店，爱
飞客航空科普研学基地获评“全国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海泉湾
度假区获评“国家旅游休闲度假示
范区”。

纵深推进 实现全域旅游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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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融媒体中心副主任王玥：

用足迹记录历史 以镜头讲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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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灶剪纸。 海澄小学学生在排练三灶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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