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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历除夕，装载 3000 余辆奇瑞
汽车的滚装船从上海港启航，历经 1个月
左右的海上航行后，最终将抵达欧洲市
场。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奇瑞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向欧洲、中亚、南美等
地区 11个国家发送了 2.4万辆汽车。

近年来，中国车企凭借优势产业布
局、创新和绿色发展战略加速深耕海外
市场，背后既有汇聚全球先进要素的合
力，更展现出促进共赢发展的魄力。

“称心之选”

俄罗斯莫斯科市民维诺格拉多夫有
一辆中国哈弗品牌运动型多功能车。他
告诉新华社记者，2021 年他在朋友推荐
下买了这款车。“一年多过去了，驾乘体
验非常不错，是称心之选。”

近几年，中国汽车在俄罗斯越来越
常见。仅去年一年，俄罗斯就新开 487家
中国品牌汽车销售门店。这得益于俄罗
斯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汽车的喜爱。

今年年初，中国车企比亚迪开始在
日本市场销售其纯电动车 SUV ATTO 3，
收获当地各界人士好评。“加速平稳顺
滑”“车内非常安静”……日本经济新闻
社评论说，这款汽车不仅比续航里程相
近的日本产电动汽车便宜，而且其自动
紧急刹车系统等一些高科技装备也十分

亮眼。
菲律宾从事汽车销售的杰伊·杰雷

说，一些客户试驾中国汽车后表示，中国
汽车产业发展程度令人惊叹，试驾体验
改变了他们对“中国制造”的认知。

据墨西哥国家地理统计局数据，
2022 年 1 月至 11 月，墨西哥共进口汽车
约 65.2 万辆，其中中国制造的汽车占比
约 23.5%。中国成为墨西哥进口汽车第
一大来源国，美国、巴西、日本和印度位
列其后。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达 311.1万辆，较上一
年增长 54.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
1.2倍，实现跨越式突破。

应变之道

当下，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迎来重大
变局，汽车电动化步伐不断加快。面对
变局，中国车企积极顺应时代浪潮，走出
一条绿色化、国际化发展的应变之道。

日本名古屋大学客座教授野边继男
谈到中国电动汽车行业持续发展时说，
中国引入外资车企到本国生产，并优化
汽车外资政策，在学习先进制造技术的
同时，培育了本土电池制造企业，形成了
电动汽车产业集群。

德国杜伊斯堡汽车研究中心主任费

迪南德·杜登赫费尔表示，中国正飞速成
为汽车大国，而电动车在其中起到特殊
作用。

全产业链布局是中国电动车企一大
优势。例如在安徽，比亚迪已建立整车
生产制造基地，而石墨负极材料等配套
企业更为新能源汽车提供“续航”支撑。

与此同时，国际化发展战略让中国
车企在技术、人才与市场营销上与海外
合作伙伴整合互补。以上海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为例，公司集合上海和伦敦
两套团队，在充分考虑海外消费者对动
力、操控性能喜好的基础上，推出全球化
的车型设计。

上汽通用汽车总经理王永清向记者表
示，中国不再是全球体系中的补充，“中国
智造”正在被全球认可。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
跃表示，中国汽车的全球化不仅是市场
的全球化，更是人才、技术、供应链、文化
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

共赢之举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目前运行的电动
公交车主要来自中国公司。智利塔尔卡
大学工程系学者克里斯蒂安·加西亚说，
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帮助智利推动减排、
建设更清洁城市，并改善了乘坐者体验。

去年 9月，中国动力电池制造商宁德
时代在匈牙利工厂项目正式启动；蔚来
汽车在匈投资建设的蔚来能源欧洲工厂
首座换电站也正式下线。匈牙利外交与
对外经济部长西雅尔多表示，汽车制造
是当地支柱产业，吸引相关中国投资对
匈牙利经济来说至关重要。

目前，比亚迪纯电动大巴足迹遍布
100 多个欧洲城市。比亚迪欧洲汽车销
售事业部总经理舒酉星表示，中国车企
为当地提供了成熟的绿色出行方案和

“革命性的产品”。
尹同跃表示，奇瑞走向全球的过程

中一直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与海外国家、
海外合作伙伴共享合作成果，成为受欢
迎的合作伙伴；二是深度融入全球汽车
产业链，推动本地化发展，变成当地的品
牌，共同为海外市场所在国的经济社会
发展作贡献。

野边继男认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
日本市场可以促进日本汽车产业发展，
对日本而言十分有益。

标普全球交通出行公司美洲区调查
与分析副主任吉多·比尔多索认为，中国
不仅是海外市场汽车供应商，更将加速
当地汽车产业发展，这将是未来的趋势。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中国汽车加速“出海”与世界共赢

初春的吕梁山，寒意依旧，但在吕梁
市临县的街头却早已暖意融融：满载务工
人员的大巴陆续出发；店铺摊位林立，美
食和各种小物件吸引着人们驻足购买；香
菇大棚、扶贫车间里人们辛勤劳作……一
幕又一幕的场景，是这个劳务输出大县的
人们为增收致富忙碌的鲜活写照。

2月中旬，临县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总
经理马永珍已经提前完成了目标任务。

“以前这个时间节点向外输送200多人，但
今年我们已经分三个批次，向青岛、南通
输送了 330人。”马永珍说，他们大多是 40
多岁的壮劳力，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月工
资大多五六千元。

“往年正月十五后才会陆续走出家门
的妇女们，今年提前了10天外出打工。”红
马甲家政临县公司负责人秦红说，眼下，
在太原、北京等地，来自临县的家政人员

纷纷上岗。
临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人多地少的现状促使临县人走南闯北，外
出谋生。这个吕梁山深处的山区县，总人
口近 66 万，在外务工的人数就有近 16
万。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张
振玉说，临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常年在吕
梁市、太原市乃至全国各地的务工人数有
10万多人，县城务工的人数有5万多人。

不仅外地务工人员动身早，本地就业
形势也火热。去年以来，临县新增了约
4500家市场主体。走在临县县城主干道，
商铺、摊位林立，记者感受到了这个山区
小县的活力。

一条长约一公里的街道，分布着约
400家小吃摊位和店铺。晚上 10点多，街
道上不少小吃摊位还没有打烊，有的摊位
前还排起了长队。一家卖臭豆腐的摊主

王敏说，虽然客流量比不上春节假期，但
现在生意依然不错，一天可以卖100多份。

“这些年，脱贫攻坚期间布局的农业
产业项目在临县发展壮大，带动了很多人
就近就业。”张振玉说，现在每个村的保洁
等公益岗位可以满足大龄群体就业，还有
扶贫车间、设施农业等产业项目，让返乡
的务工群体在家门口增加了一份收入。

位于临县县城的易地搬迁小区配套
建成的鸿利来箱包厂，可以解决小区 180
多人就业。负责人郭小东说，眼下他还在
建新的厂区，新厂建成后，还要增加用工
200人左右。“现在新订单不断，我们用工
成本相对比较低，厂子盈利不错，能够实
现可持续发展。”郭小东说。

在临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快递、外卖
以及电商等相关岗位，吸引着年轻人参与其
中。36岁的张国锋是一名分拣送货员。“这

两年，在县城工作，每个月收入6000元，虽
然比在城里挣得少些，但省去了租房、路费
等开销，还能照顾孩子和老人。”他说。

走进城庄镇小马坊村，一排排现代化
的温室大棚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芒。
如今，这里建成出菇大棚131座，年产香菇
120万公斤，香菇大棚常年和临时的用工
人数最多能达到 340人。今年春节假期，
56岁的村民田平贵一直没有闲下来。他
在大棚打工，一天收入有100多元。

“这些年，越来越多返乡大龄就业人
群，除了回家种地外，还能在家门口谋份
工作。”临县县委常委、城庄镇党委书记孟
飞说，临县有不少类似种植香菇这样的产
业项目，劳动强度不大，不仅吸纳就业强，
还能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新华社记者 魏飚 许雄 柴婷
（新华社太原2月19日电）

外出务工动身早 本地用工需求旺
——在山西劳务输出大县感受开年活力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四年来，深圳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深入推进。从不断涌现的科技创新平台，到不断

“扩容”的基础设施新通道，再到不断深化的机制、规
则衔接进程，深圳聚焦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主动谋
划、积极作为，着力服务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新成效。

新平台引领湾区科技创新迈向更高层

2023年伊始，集中承载包括大科学装置、科研机
构、高校等 24个重大科技创新载体的深圳光明科学
城启动区又忙碌了起来。设备安装、联调联试、科研
人员入驻……合成生物研究等大科学装置正在紧张
有序组装，预计今年将部分投入使用。

从光明科学城放眼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四年来，
深圳发挥引擎作用，引领大湾区科技创新迈向更高
层次。

组建 70多个研究团队，总人数超过 900人，发表
300多篇学术论文，在脑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
系列原创性成果——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牵头建设的深港脑科学创新
研究院成立三年多来交出“成绩单”。目前，该院牵
头建设的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已经吸引近 50
家企业和科研团队，部分企业的融资规模超过 10亿
元人民币。

“以脑科学为代表的基础研究正成为大湾区科
技协同创新的新平台，我们将进一步整合大湾区的
科创资源和人才资源，实现学术研究与产业转化‘双
轮驱动’。”该院院长王立平说。

来自深圳市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
深圳已累计资助深港澳科技计划项目超过 2 亿元，
9730万元已跨境投入科研活动。此外，6所香港高校
累计在深圳设立了 88个与产业高度契合的实验室或
研发中心，孵化了 265家科技企业。

新通道促进交往交融“心联通”

2 月 6 日，随着深港陆路口岸全面恢复正常通
关，在深圳东部又增添了一条跨境新通道——莲塘/
香园围口岸正式启用旅检通关。

文学渊来自深港两地骑行爱好者组成的龙坊俱
乐部，他说：“早上 7点入境，在深圳盐田海滨绿道骑
骑车、品尝下美食，都来得及回去返工，真是方便。”

除了莲塘/香园围口岸，多个深港要素跨境流动
的“主动脉”正在升级转型：沙头角口岸已开工建设，
连接香港和内地历史最久的“第一口岸”罗湖口岸正
在推进改造升级前期工作，而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已
进入基坑施工阶段，新口岸将衔接香港北部都会区
及新田科技城规划，并推行具有深港特色“合作查
验、一次放行”等高效便捷查验模式。

立足大湾区枢纽定位，深圳也在加快打造畅达
互通交通运输体系。深港直升机空中航线复通，深
中通道建设进度条不断刷新，深江铁路深圳段首桩
正式开钻，深汕铁路全面开工建设，深惠城际、穗莞
深城际等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深圳机场三跑道建设
如火如荼、雏形初现……未来，深圳还将用不断延伸
的立体交通体系，构造与其他湾区城市的“1小时生
活圈”。

新衔接推动规则对接更加完善

日前，前海国际仲裁大厦迎来一个新机构——
京师浩然（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至此，全国 16家
粤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已有 8家入驻前海，在前海执
业的港澳籍律师超过 70名。

近年来，前海围绕现代服务业，持续扩大内地与
港澳专业资格互认范围，推动内地与港澳人员跨境
便利执业。目前，港澳专业人士在前海备案执业范
围扩大到 18类。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则紧抓科技
创新领域推动深港规则衔接。首个在深港双方共同
制定的“联合政策包”支持下，由深港两地专家和部
门联合评审的科研项目——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国
际化应用基础研究机构获得通过，未来将入驻位于
河套的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

深港协同评审破除内地与香港关于科研项目的
评审规则、体系差异化障碍，将深港两地专家、资源
接轨，为深港协同发挥科研优势搭建联动平台，助力
河套合作区建设与国际学术、制度接轨的国际化一
流科创中心。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深圳2月19日电）

新平台、新通道、新衔接
——深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一线观察

2 月 19 日，在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春季促就业暖心行动公益现
场招聘会，招聘企业工作人员与求
职者交流。

连日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连续举办十余场春季促就业暖心
行动公益现场招聘活动，针对不同
行业、不同院校、不同群体，安排不
同主题的招聘对接活动，现场吸引
了不少应聘者。据介绍，2 月至 3
月间，天津经开区将举办 60 余场
春季促就业暖心行动公益现场招
聘活动，共计提供2000余个岗位。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春招市场暖意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