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策划总策划：：孙锡炯孙锡炯 宁桂飞宁桂飞 策划策划：：张大勇张大勇 陈惠贤陈惠贤 统筹统筹：：胡韵慈胡韵慈 顾祖明顾祖明 付洪军付洪军 廖明山廖明山 靳碧海靳碧海 版式统筹版式统筹：：于仁智于仁智 编辑编辑：：李梅容李梅容 见习编辑见习编辑：：祁文静祁文静 美编美编：：邱耀升邱耀升 校对校对：：刘刚艺刘刚艺

082023年10月23日 星期一

金秋十月，风光潋滟。伶仃洋上水天
一色、长虹卧波，那正是将香港、澳门、珠
海三地紧紧相连的港珠澳大桥。

“这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
复兴桥！”5 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现场，发出了这令
人振奋的宣告并巡览大桥，开启了这座

“超级工程”的崭新征途，也为大桥的未来
发展锚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圆梦桥——从蓝图走向现实

5 年的风雨与共、携手并进，展现了一
座大桥如何让梦想更近，见证了粤港澳三
地的血脉相承怎样转化为互融共通的动
力，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
圈”从蓝图走向现实。

5 年，对于一座历经 6 年筹备、9 年施
工、设计使用寿命可达 120 年的“超级工
程”来说，只不过是在度过磨合期后，刚刚
踏上征途。

犹记得，在举国抗击新冠疫情的伟大
战役中，面对香港 750 多万民众的防疫所
求、生活所需，大湾区的家人们以港珠澳
大桥为纽带，毅然扛起了抗疫物资、日常
用品等物流保障的重担，为香港成功抵御
疫情、快速回归正轨提供了坚实稳固的通
道支撑和物资保障，大桥俨然成为了湾区
一家亲的血脉脐带。

犹记得，在运营初期，大桥日均车流
量曾经不到4000 辆次，被一些西方媒体嘲
笑“连贷款也还不上”。看现在，5年来，大
桥口岸24小时通关优势、便捷的交通物流
网络以及不断提升的各项服务，已让港珠
澳大桥成为大湾区至关重要的物流大动
脉，运营状况稳中有升，一路走高，粤港澳
三地的人流、车流、物流日趋紧密。

随着出入境政策持续优化提升，“澳
车北上”“港车北上”等系列便民服务措施

落地实施，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
境车辆持续攀升，三地民众往来愈发频
密——今年 7 月 1 日，全品类内地鲜活食
品已可“当日采摘，当日抵港”；9 月，大桥
日均车流已达到疫情前同期的 1.8 倍；10
月 2 日，日通行车辆更是达到了 1.56 万辆
次，再创历史新高……

持续优化提升的出入境、人才跨境执
业等服务，让以往的“双城生活”正悄然转
变为现在的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这为
加快推动湾区一体化发展夯实了坚实的基
础。以大桥为依托，我们的梦更近了，近的
不只是粤港澳一家亲的血脉相融，还有奔
向美好未来的幸福愿景与期待。

同心桥——共建共管共享的典范

5 年的栉风沐雨、奋楫逐浪，让我们始
终心怀“国之大者”，始终秉持“共建、共
管、共享”宗旨，始终铭记“用好管好大桥”
重要使命，以只争朝夕的拼搏与奋进、日
积月累的坚守与耕耘，让三地民众的心贴
得更近，为“一国两制”的全新实践提供更
为有力的承载。

“国之大者”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这是粤港澳三地共建大桥的初心所在、使
命所归，也是推动大桥发展，“用好管好大
桥”的锚定目标。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与运
营从一开始就不简单，因为这涉及到一个
国家下的两种制度，牵扯到粤港澳三地的
法律法规差异、技术标准衔接、建设程序
规范等“碰撞”，这就需要法律、政策等多
方面的制度设计，必须在团结一心的前提
下，共同推动问题解决。可以说，没有团
结一心的信念，没有同心共筑的目标，就
没有现在的港珠澳大桥。

正因如此，从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到通
车运营，粤港澳三地在“一国两制”的框架
下，一直秉持“共建、共管、共享”宗旨，完

成了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以三地政府共
建共管的协商决策机制，依托大桥不断尝
试在通行政策、制度安排等方面突破创
新，不仅极大提升了珠江口东西两岸的通
行效率，更为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
体制机制“软联通”树立了典范，让港珠澳
大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名副其实的改革

“排头兵”、开放“试验田”——从率先在全
国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到“澳车北
上”“港车北上”，从人车便利通关到为鲜
活水产品、冰鲜禽肉开辟“绿色通道”……
这一系列走在全国前列的改革创新，持续
生动地注解着什么才是“用好管好大桥”，
不断书写着三地同心的新篇章。

自信桥——既是平台更是窗口

5 年的砥砺前行、创新开拓，让港珠澳
大桥以气贯长虹的“中国跨度”，以创新开
拓的“中国智慧”，为大湾区加快建设不断
集聚澎湃动能，让创新更活跃，改革不止
步，开放再扩大，以湾区一体化加快发展为
墨，着力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画卷！

创新与联通、融合与跨越，这是港珠
澳大桥与生俱来的丰厚底色。“有桥千
程近，隔水咫尺遥。”作为唯一陆路连接港
澳与内地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联通的
不只是交通，还是立足湾区，更好借力港
澳物流、会展、金融等资源，着力拓展对外
交流、贸易等渠道的平台和窗口。

目前，大湾区跨境物流快速通道正依
托港珠澳大桥加快构建，大桥口岸进出口
货物收发地已实现对内地 31 个省（市、自
治区）全覆盖，市场涉及国家（地区）已由
2018年的105个增加至239个。“港澳地区1
日达、全球7日达”已经成为可以真真切切
实现的目标，而在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旅客
超过5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9万辆次，居

全国口岸第一，还有前面提到的大桥口岸
单日车流量已突破万辆次……这些都为

“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
了最生动的注脚。

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
布实施，到大湾区“一点两地”全新战略定
位的提出，港珠澳大桥在湾区一体化发展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至 2022
年年底，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已超过 13
万 亿 元 ，科 技 融 合 、人 才 融 合 、产 业 融
合……以港珠澳大桥为重要载体与枢纽，
以“打造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为
共识，三地正协力融通，持续推进改革开
放往纵深发展，加快促进人流、物流、资金
流、技术流等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
配置，让这片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
力最强的区域，在加速融通中发出更加耀
眼的光芒，在与世界的通联中不断展现湾
区力量、中国自信。

复兴桥——“中国道路”光明未来

5 年的持续探索、创新实践，让港珠澳
大桥遵循国家战略的指引，助力大湾区勇往
直前，承担起“一点两地”等更大更新的责任
和担当，以湾区发展着力推动“一带一路”伟
大实践走深走实，行稳致远，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注入强劲的湾区力量和支撑。

作为我国目前仅有的两个特别行政
区，香港、澳门不仅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
心城市，更是我国对外开放、大力推进“一
带一路”伟大实践的窗口与平台。在港珠
澳大桥的“串珠成链”下，粤港澳合作可以
拥有更多更新的可能与发展——

香港可以依托大桥打通其向西跨海通
道，将在丰富其基本供给的同时，提供来源
更广阔的外贸、人力、技术等资源，继续巩
固、提升其全球重要的金融、贸易、航运中
心和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地位，强化其对“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辐射及影响。
加快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

当下最紧要的目标，大桥的通联及辐射作
用，将在继续提升其休闲旅游品牌的基础
上，极大拓展其产业空间。特别是珠海正
全力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依托
珠澳地缘等优势，加快推动珠澳融合发
展，打造大湾区澳珠极点，并由此加强与
葡语国家的交流往来，可以为共建“一带
一路”提供更多更具实效的支点。

当下，共建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工
作已在广东铺开，珠海等大湾区城市正携
手开创粤港澳经贸物流合作新局面——
以港珠澳大桥及其延长线为轴，充分发挥
经贸新通道“速度快、成本低、效率高、服
务优”等优势，在跨境电商、空港物流、综
合保税等多方面发力，为湾区发展注入更
多活力、再添动力，让粤港澳大湾区在连
通世界，共建“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中发
挥更大作用。

当来自粤西乃至更遥远内地的丰富
物产，经过港珠澳大桥从香港销往全球；
当从珠海保税区始发的货物在大桥经贸
新通道的加持下被送往“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一条立足大湾区、连通全国、服
务全球的大桥经贸新通道已加速拓进，港
珠澳大桥正以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
准“软联通”等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实
践，谱写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音符，
奏响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民“心联
通”的交响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
供更多强力支撑。

740 多年前，伶仃洋上回荡的是文天
祥为故国破碎的叹息；如今的伶仃洋上，
港珠澳大桥如巨龙腾空，飞架三地，串联
湾区，声声龙吟承托的不仅是国家强盛之
梦、民族复兴之魂，更彰显着“中国道路”
的自信风采、开放气度！

圆梦桥 同心桥 自信桥 复兴桥
——热烈祝贺港珠澳大桥开通5周年

□珠海特区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