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茂名市同城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920002514103，现声明作废。

2025年7月18日

遗失声明
李 建 明 遗 失 残 疾 证 ， 证 号 ：

44098220061011161611B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戴汶声遗失消防员证，证号：应急消字 21911193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敏健（爆柠）遗失高州市潘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于 2023 年 6 月 6 日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据一张，单号：
6229225，金额：2000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仕权同志遗失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原广东

众和化塑有限公司）《股权证书》（原名《出资证明书》）
一份，编号为：2047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石鼓镇金山村委会黄屋村黄茂源遗失《高

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及股
权证》，证号：N1440981MF76365165-0098,现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深镇镇柏坑村委会瓦屋村冯建珍遗失《高

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及股
权证》，证号：N1440981MF4341528M-0040,现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吴庚成同志遗失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原广东

众和化塑有限公司）《股权证书》（原名《出资证明书》）
一份，编号为：16814，现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根据电府公〔2024〕48 号征收土地预公告，拟征

收岭门镇大登坡村委会大登坡经济联合社白沙漏

岭、大登坡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具体以勘测定界图

为准）。凡在上述范围内的坟墓均需迁移，迁坟补助

标准按茂府通〔2024〕3号文件执行，泥坟4000元/穴，

灰坟 7000 元/穴，骨灰盒 2000 元/穴。请坟主亲属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凭迁坟标签号（勿移动插签）、农

商银行卡（存折）、身份证、户籍地村委会证明到岭门

镇大登坡村委会办理迁坟手续，并自行找墓地迁

移。逾期不迁的按无主坟处理，一切后果由坟主亲

属自负。

联系电话：杨先生13432330255
特此公告

茂名市电白区岭门镇人民政府
2025年7月18日

寻亲公告
梁浩洋，男，出生日期:2017 年 01 月 19 日，于 2017

年 1月 19日在旦场镇金村路口拾到，当时一张被子包

裹着，穿着衣服放在一个纸箱，请亲生父母见公告后持

相关证件前来认领，联系电话:13692570901
公告人：梁桂梅

2025年7月17日

寻亲公告
蔡雨瑶，女，出生日期:2020年2月13日，于2020年

2 月 13 日在化州市平定镇马力白路垌路口候车亭拾
到。请亲生父母见公告后持相关证件前来认领，联系
电话：13580026367。

公告人：蔡科平
2025年7月16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店

仔坡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一
份，核准号：J5923002145501，开户
银行: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马
踏信用社，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店

仔坡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登记证正本一份，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N1440923MF7816840C，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胡

屋村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一
份，核准号：J5923002146001，开户
银行: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马
踏信用社，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旧

屋地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一
份，核准号：J5923002146101，开户
银行: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马
踏信用社，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旧

屋地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登记证正本一份，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N1440923MF7817755E，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留

下塘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一
份，核准号：J5923002145901，开户
银行: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马
踏信用社，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留

下塘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登记证正本一份，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N1440923MF7816955J，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坡

田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登记证正本一份，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N1440923MF7817691G，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田

心第一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
一份，核准号：J5923002146801，开
户银行: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马踏信用社，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新

村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一
份，核准号：J5923002146401，开户
银行: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马
踏信用社，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叶

田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登记证正本一份，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N1440923MF7817018U，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元

山第二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登记证正本一份，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N1440923MF7817501H，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元

山第一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
一份，核准号：J5923002146601，开
户银行: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马踏信用社，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华田村长

岭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一
份，核准号：J5923002146501，开户
银行: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马
踏信用社，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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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7月9日电（记者洪泽华、
杨深深）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联合粤港澳有关部门推动实施的港澳青
年“粤创未来”行动9日在广州正式启动。

据悉，“粤创未来”行动将制定系列创
业专项政策，帮助港澳青年破解创业初期
的难题。港澳将建设港澳青年广东创业
驿站，广东省内将推动打造直达县（区）的
青创驿站，为港澳青年提供政策咨询、资
源对接、创业指导、技术支持等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发布了港
澳青年金融支付、创业贷款、创业外汇三
大便利化措施，并推出 9 项面向港澳青年
来粤创新创业的金融措施，为港澳青年创
业提供便捷金融服务。

参加活动的广州睿资股权基金合伙
人、香港青年林诺谦说，广东省积极优化
创业条件，在衣食住行、人才补贴等多方
面为港澳青年提供支持，定会为港澳青
年投身大湾区建设、在大湾区内地城市
打拼创造更多想象空间，将他们的创业
潜力带到内地。

“到广东让我们有回家的感觉。”在
广州深耕服装产业十余年的华斯度国际
运营集团董事长、香港青年张嘉晓说，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
以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生活、创业就
业、金融支持等多方面给予港澳青年很
大支持，希望港澳青年多来走走，寻找新
的发展机会。

葡萄牙千兴创投创始人、香港青年甄
展逸的业务覆盖香港、澳门和其他地区。
长期在海外发展的他说，粤港澳大湾区内

“硬联通”愈发完善，为青年创业带来更多
便利，期待更多港澳及海外青年积极投身
大湾区发展。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
务办公室、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合主办，粤港
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港澳青年代表、在
粤港澳学生等约300人参加活动。

中新网广州 7 月 13 日电
(记者 郭军)2025 粤港澳大湾区
AI 科创人才协同培养交流活动
12 日在广州市南沙区维港青藤
中学举办。本次活动汇聚粤港
澳三地政府相关部门代表、人
工智能领域领军企业代表、高
校科研专家及中小学校长及教
育从业者逾 400人，共商AI时代
科创人才协同培养大计，探索
教育、产业与人才发展的深度
融合新路径。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

黄锦良在致辞中表示，面对人
工智能浪潮，教育工作者需打
破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思考
如何将人工智能与教育、产业、
人才有机结合，构建与科技创
新潮流紧密相连的育人体系。
期望通过本次活动，与大湾区
教育者凝聚共识，共同探索 AI
人才培养新模式，为粤港澳大
湾区全面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
支撑。

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陈学

明表示，广州作高度重视AI赋能
教育变革与科创人才培养。截
至目前，全市1519所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
程。他表示，广州将持续加大政
策支持和资源投入，期待共建大
湾区AI教育资源“共享高地”，打
造跨地域“成长创新实验室”，将
技术伦理塑造成大湾区教育“共
同必修课”。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副局
长施俊辉表示，香港于 2025 年
初成立“数字教育策略发展督

导委员会”，制订本港中小学发
展目标与方向，全面推动数字
教育，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与
技能。香港将积极参与人工智
能创科人才的协同培养，与大
湾区内伙伴共同推进数字教育
发展。

活 动 现 场 ，来 自 北 京 、广
东、江苏、浙江等内地多个省
市与香港、澳门共 49 所中小学
代表首次联合签署并发起《内
地与港澳 AI 科创人才协同培
养倡议》。这是首次以内地与

港澳中小学为主体、以 AI 科创
人才协同培养为专项目标签
署的倡议。该明确提出推动
课程共建、资源共享、师资共
训、项目共研等合作目标，旨
在 建 立 常 态 化 交 流 合 作 机
制。该倡议的发起，标志着 AI
科创人才培养从高校或企业
主导转向基础教育扎根，构建

“小初高一体化”培养链条，从
联合活动升级为跨区域机制
化协作网络，为政策落地提供
基层实践支撑。

2025粤港澳大湾区AI科创人才协同培养交流活动举办

探索AI人才培养新模式

据中国经济网电 (记者 喻
剑)跨江跨海通道与轨道交通串
珠成链，“一小时生活圈”初现
雏形；“港车北上”“澳车北上”
落地实施，港珠澳大桥珠海公
路口岸累计验放“北上”的香
港、澳门单牌车已突破 500 万辆
次；制度规则衔接加速推进，

“港澳药械通”“跨境理财通”
“湾区社保服务通”等创新举措
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 3 年多来，粤澳两地政府工作
人员共同办公、共商共议，同频
共振、同题共答，共同决策开发
建设重大事项 476 项……“十四
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在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规则衔接机制
对接、民生融合共享发展等方
面呈现多重突破，为区域高质
量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重构产业生态

过去 5 年，香港科技园公司
董事、香港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
长谭伟豪行走于深港之间，“一
半时间，我在深圳孵化加速器，
对接内地产业端；另一半时间，
我在香港高校接触科研团队，寻
找可实现的原创性技术和模
式。”谭伟豪说，香港作为连接祖
国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超
级增值人的角色更加凸显，香港
高校近些年的国际影响力也日
益提升。但香港的产业转型和
经济发展，仅靠国际金融是不够
的，必须携手深圳，深度融入大
湾区创新生态。

在大湾区“一盘棋”的格局
下，重构产业生态、推进协同创
新正在成为大湾区经营主体和
多地政府合力发掘的区域新动
能。在珠海，港珠澳大桥通车
后，这座交通末梢之城已变成
大湾区交通大环线上的枢纽节
点和连接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
前沿。据拱北海关统计，2021
年 1 月至 2025 年 5 月，经港珠澳
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通过海关跨
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 2043.6 亿
元，其中 2021 年至 2024 年年均
增长 64%。

今年4月，珠海举办以“跨境
电商+航空物流”为主题的珠港
澳三地供需对接会。珠海市商
务局局长高宏伟表示，珠港澳三
地正以大桥为纽带，推动“跨境

电商+航空物流”向纵深发展，三
地机场“三位一体”，构建起覆盖
全球的航空物流“黄金三角”。
以珠海为核心，珠江西岸为腹
地，“全国揽货、珠海集散、协同
港澳、通达全球”的商贸和物流
体系正加速形成。

“去年11月香港机场管理局
入股珠海机场，两地机场和物流
系统将实现优势互补，香港可充
分利用其国际物流枢纽的独特
优势，珠海则可致力于构建高效
的多式联运物流体系，合力推动
两地合作日益深化，优化资源配
置实现资源共享，推动高质量协
同发展。”香港物流商会主席钟
鸿兴说。

无论是经济地理的重塑、产
业生态的优化还是要素流通的
加速，都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

“硬联通”的有力支撑。“十四五”
时期以来，大湾区跨区域交通基
础设施加快推进，现代综合交通
体系逐步形成。城际铁路网络
加速成型。大湾区轨道交通里
程超3000公里，地铁线网规模和
客流量全国最大，形成了高铁、
城际铁路、地铁等多层次、多模
式的高效便捷铁路交通体系；跨
江跨海通道不断完善。珠江口
已建成 7条通道，在建 2条；世界
一流港口建设成效显著。世界
领先的全自动化智慧港口群和

“组合港/一港通”模式创新推动
物畅其流；推动错位发展和良性
互动，大湾区机场建设世界级机
场群取得突破。

为青年搭台建梯

“十四五”期间，广东高水平
建成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为龙头、以前海
深港青年梦工场、横琴澳门青年
创业谷等12个重点基地为骨干、
各地特色基地为基础的“1+12+
N”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体系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服务支
撑体系，实现港澳青年来粤创业
政策、服务和交流机制“软联
通”。该体系累计孵化港澳项目
超5700个，吸纳港澳青年就业超
7000人。

“‘拎包入住’深圳前海后，
我们融资 300 万美元。”香港青
年余广滔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
场创办茵塞普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在前海的研发基地，他
的公司融合香港生物技术与深
圳工业智能，研发了全球领先
的昆虫培育系统，在深圳盐田
的工厂内，定制化开发的智能
培育系统中，昆虫正将低价值
的餐厨垃圾转化为市场供不应
求的饲料蛋白。“大湾区的电子
元器件产业基础和快速实现能
力，让我们把‘绿色科创’的想
法和实验室论文，变成改变世
界的智能产品。”余广滔说，如
今，茵塞普的技术解决方案得
到海外同行的认可，其开发的
智能培育系统已走出大湾区，
服务全球有机废弃物处理。

筑梦共享新生活

在珠江口西岸的十字门水
道，横琴与澳门隔水相望、桥隧
相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
立 3 年多来，推动“四新”产业加
快发展、澳人澳企快速增长、创
新要素加快集聚、一体化发展格
局加快建立，展现出强大的内生
动力和发展潜力，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步
显现。

琴澳和鸣，唱响的是琴澳居

民“心联通”的新乐章。在内地
首个“澳门社区”——横琴“澳门
新街坊”，澳门居民、“澳门新街
坊”业主、诚品咖啡董事总经理
汤锦珍，把在澳门经营多年的咖
啡品牌引入新家园。“行走在‘新
街坊’，蓝色瓷砖、墨绿色栏杆和
街灯，还有熟悉的澳门咖啡味
道，会让左邻右里在新家园找到
亲切感，在琴澳，这种‘无界’‘一
体’的融合感让我们心里很踏
实。”汤锦珍说。

“在制度创新上，横琴正在
提供可复制的宝贵经验。创新
跨境治理模式，实现从单方主
导到‘四共’体制的转变；突破
要素流动壁垒，实现便利化；通
过职业资格互认、标准互认等

‘小切口’实现规则深度衔接。”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特区
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
说，尤其在深化民生融合上，公
共服务的跨境延伸成为区域一
体化的核心黏合剂。如横琴

“澳门新街坊”项目直接形成与
澳门趋同的教育医疗服务，这
些公共服务“无感切换”的实
践，极大增强了区域认同感和
凝聚力，为全国探索区域深度
融合发展提供了经验。

“十四五”时期以来大湾区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探索与成果，
体现了“破壁之勇”“硬核之智”
和“平台之跃”——破壁融合，是
大湾区发展的前提和最大特
色。它直面“一国两制三关税
区”的独特挑战，通过一系列深
度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系统
性拆除了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
制度壁垒，将制度差异转化为协
同优势，释放了巨大的发展活
力；硬核驱动代表了大湾区发展
的内核动能和核心竞争力。大
湾区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要素整
合上，而是依托世界级的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集群、高效的“香港
科研—珠三角转化—全球市场”
产学研转化链条以及强大的先
进制造业基础，发挥区域比较优
势，实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的“双链融合”与“互促双强”；平
台跃升体现了大湾区发展的战
略路径和示范价值。以横琴、前
海、南沙、河套为代表的重大合
作平台，承担了国家战略的“试
验田”角色。它们各自聚焦不同
重点领域，以“小区域大承载”的
模式进行差异化、深层次制度创
新探索，为下一步区域融合发展
探索新路径、开启新征程。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启新程 广东启动港澳青年
“粤创未来”行动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赵紫羽、仇清
漪）粤港澳大湾区体育文化研究院成立大
会近日在广州体育学院举行，这标志着粤
港澳大湾区体育文化事业迈向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新阶段。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文化研究院由广
州体育学院携手粤港澳高校及体育文化
专家共同成立，将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体育
文明生态建设、体育精神谱系构建、体育
文化传承保护、体育文化旅游发展等领域
开展研究，聚焦打造体育文化品牌活动

“中华体育精神颂（粤港澳篇）”、岭南体育
文化博物馆、粤港澳青少年品牌体育赛事
体系等多项任务。

据介绍，该研究院聘任广州体育学院党
委书记米银俊、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
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第十五届全运会及
第九届残特奥会澳门赛区筹备办公室主任
潘永权为院长，聘任3位副院长以及28位体
育文化专家、企业家为特聘研究员。

“该研究院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深厚
的体育人文底蕴和科技创新优势，推动三
地体育文化资源深度融合，打造一个集学
术研究、文化传播、人才培养和产业创新
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米银俊说。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
文化研究院成立

车辆行驶在深中通道上。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