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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司在古镇安“新家”
欲打造COB灯带“世界工厂”

刚进古镇镇兆驰产业园，未徕照明公
司总经理梁高文就直接将记者带进了公
司的智能化COB灯带生产车间。COB灯
带是一种采用芯片封装技术的照明设备，
颇受市场欢迎。

兆驰股份是一家从深圳成长起来的
企业，成立于 2005年，目前已经涉足 7个
产业。照明是其中产业之一，经过十多年
的发展，已形成全产业链，包括上游的芯
片半导体、中游的封装技术、下游的应用。
以制造为基石，兆驰每涉足一个产业，都

会抓住核心环节，实现自主研发生产，打
造出自己在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兆驰股份子公司未徕照明 2022年 12
月在古镇成立，目前已投入全自动化生产
线29条，月产COB灯带1200万米，在业内
处于领先地位。

“深中穿越伶仃，自此不问东西。”梁
高文用简短的一句话表达了自己对深中
通道即将通车的直观感受。作为落户中
山，在古镇安“新家”的企业，未徕照明将
用实际行动迎接深圳与中山同城时代的
到来。下半年，公司将通过增资扩产，建设
COB灯带二期项目，计划再上 30条生产

线，实现月产COB灯带超过2000万米。按
照公司规划，预计2026年将再投入80条生
产线，月产能预计超过 8000万米，将智造
基地打造成COB灯带“世界工厂”。

●中山灯饰快维中心：
为两地营造一流创新环境

古镇镇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灯饰之
都”，制造业基础扎实，深圳则是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创新之城，科技创新实力雄厚。
随着深中通道的开通，“深圳研发+灯都制
造”的新格局必将推动灯饰照明产业高质
量发展。中山市灯饰知识产权维权中心
（以下简称“中山灯饰快维中心”）副主任
梁德健认为，深中通道的开通，对深圳和
中山两地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梁德健表示，新机遇面前，中山灯饰
快维中心已经主动对接深圳同行，计划建
立高效一体的知识产权系统保护机制，重
点是推动两地跨区域联动执法监督，推动
知识产权维权中的证据、鉴定结果互认，
建立专家库和数据资源共享机制，积极在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展会知识产权
保护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以一流的知识
产权保护为企业主体提供一流的创新环

境和营商环境，全面提升照明灯饰行业发
展水平，助力古镇镇打造全球一流的照明
灯饰之都。

●中山照明电器协会：
吸引更多深圳企业投资中山

中山市照明电器行业协会成立于
2002年，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区德成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 40多年的发
展，中山市灯饰照明产业拥有 7万家各类
企业，从业人数超过 20万人，产业集中度
高、专业化程度强、产业链完整、影响力
大，仅在古镇镇，就涌现出了华艺广场、星
光联盟、利和广场等专业灯饰照明大卖
场，开元、瑞丰、环球等大型专业配件市
场，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已经举办
了 30届，每一届都能吸引 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专业买家光临采购。

“作为照明电器行业协会，我们一直
都跟深圳市半导体促进会、深圳市平板显
示行业协会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深中通道
开通在即，协会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借助深中通道的便利条件，加强两地
企业互动交流，吸引更多的深圳企业投资
中山，安家古镇，助力‘灯都制造’高质量
发展。”区德成说。

深中通道开通在即，古镇镇各界做足准备，拥抱“大桥时代”
在中山市古镇镇的兆驰产业园内，一条行业内先进的COB灯带生产

线正热火朝天地运转。灯带生产企业名叫中山市未徕照明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未徕照明”），为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股份”）子

公司。凭借总公司的渠道优势，未徕照明每月生产的1200万米灯带销往

世界各地。

类似未徕照明这样的灯饰照明企业，在古镇镇不在少数，他们借力“深

圳研发”，让“灯都制造”照亮了世界。深中通道通车在即，古镇镇不少企业已

经做足“提前量”拥抱“大桥时代”。6月17日，记者进行了实地采访。

本报记者 卢兴江 通讯员 雷梓霖

走进中山火炬高新区的留创园8楼，

一间 2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内一片繁忙

景象，10多位穿着白大褂的青年做着分子

生物、分析化学等实验，实验台上各种仪

器不停地运转。这些青年都是通过《大湾

区青年计划》来到中山就业或实习，他们

所工作的实验室是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学

系博士陈嘉伦在中山创立的一家生物科

技公司。

深中通道开通后，香港与中山的联系

会更加密切，香港青年人才到中山创业、

工作会更加便捷。像陈嘉伦一样选择中山

创业的香港青年可能会越来越多。那么，

香港青年在中山创业会有怎样的体验，对

于深中通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期待，中山有

哪些政策扶持香港青年创业？6月18日至

19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本报记者 袁婵

■香港博士来中山创业
陈嘉伦在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学系取得

博士学位，主修分子医学。2013年毕业后，
他一直留校工作，致力于中药保健品及化
妆品研究。陈嘉伦积累了众多科研成果，发
表专利30项、国际性科学期刊学术论文40
篇。学校的科研生活稳定而自由，但内心总
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这么多年的生物技
术科研成果，难道只能停留于‘象牙塔’？”

一个偶然的比赛，让陈嘉伦踏出了创
业的第一步。2018年，陈嘉伦在香港科技
大学“百万元创业大赛”中山赛区决赛拿
了奖。彼时，一位在中山工作的同事极力
劝说他来到中山发展，再加上中山留创园
的积极政策推荐，陈嘉伦内心被触动：“既
然扶持力度这么大，为何自己不去试试？”

于是，他从高校辞职，怀着破釜沉舟
的决心，来到中山创立了英丽（中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将生物科技科研成
果转化落地，应用更广泛的市场。

陈嘉伦在香港有一个公司作为总部，
主要用于市场开拓；中山这边，主要用于
研发实验和生产。经过几年发展，英丽（中
山）逐渐进入轨道，拥有了中药基原分子
鉴定、中药五行概念化妆品配方开发、草
药芯片中药大健全产品开发、SGT快速微
生物生长评估四大主要核心技术平台，开
发了聚焦环保、卫生、美容、中草药分子方
向的4个品牌、6个产品。

公司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香港人才
来中山就业。2022年，硕士毕业的郭景亮
通过《大湾区就业计划》来到英丽（中山）
工作。两年来，他潜心钻研技术研发，工作
能力不断提升，也习惯了中山生活。“中山
城市环境舒适、交通便利、房租便宜，公司
所在园区提供了员工宿舍，通勤和工作都
比较方便。”郭景亮说。

英丽（中山）现有技术研究人员 6人，
包括 5个博士和 1个硕士。他们都来自香

港各高校，怀着梦想来到中山就业。“深中
通道通车后，大湾区交通更为便利，将会
带动珠江口东西两岸的经济互动、人才流
动、学习交流。我们往来大湾区各地也将节
约更多时间成本，香港来中山更加便利，希
望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人来到中山发展，
共同创造新的发展机遇。”陈嘉伦表示。

■优越政策令他最终选择中山
与陈嘉伦一样，香港青年吴启鍫也选

择了到中山发展。
2013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吴启

鍫在香港创立了岭勤科技有限公司。在计
算机总体系统设计领域打拼数年后，吴启
鍫嗅到了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商机，并计
划在内地市场谋求发展。

在一次招商活动中，吴启鍫将目光锁
定在了江门。2019年，他在江门成立了岭
勤科技（江门）有限公司。公司致力研究低
功耗蓝牙技术，并将该技术与各式灯具、

家居应用程序的遥控及自动化功能进行
融合，让用户通过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
即可无线控制智能家庭电器。

随着公司业务拓展，他发现江门公司
租赁的场地无法满足发展。就在他一筹莫
展之时，一次偶然的会议，让他了解到中
山留创园相关政策和信息。经实地查看，
2023年他便签下 500平方米的场地，成立
了岭勤科技（中山）有限公司。

谈及为何最后落地中山，吴启鍫表示，
除了场地符合要求外，中山政策提供的租
金，人才公寓等扶持政策能降低创业成本，
这对他来说有一定吸引力。另外，他认为中
山地处大湾区几何中心，未来发展前景好。

目前，吴启鍫在中山留创园二期追加
签订了新场地，将于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他将岭勤（中山）设为内地总部，正在招聘
更多员工，包括研发设计、实验测试、销售
推广等岗位。

■中山累计孵化港澳项目超350个
像陈嘉伦和吴启鍫一样，来中山创业

的香港青年并不少。近年，中山提出“香港
青年+中山创业”合作方案，推动香港、中
山两地青年人才在就业创业领域深度合
作发展，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港澳青年
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工作方案》《中山市支
持港澳居民到中山就业创业若干政策措
施》《中山市推动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 10余件，
形成政策闭环扶持港澳青年创业就业。

截至目前，全市建成超40家创业孵化
基地及港澳创新创业基地，面向港澳青年
全面开放，累计孵化港澳项目超350个，累
计带动港澳人员就业超400人。

“随着深中通道全面通车、新中山港
码头投入使用，中山到香港路程缩短至50
分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中山将牵手大湾区城市，以更
加开放包容的人才政策，营造近悦远来的
人才生态，礼遇八方人才。

我市相继出台10余项扶持政策，吸引越来越多香港青年选择中山

中山成香港青年创业就业“沃土”

陈嘉伦博士（右一）正在指导团队成员开展科研实验。 本报记者 黄艺杰 摄

借力“深圳研发”“灯都制造”照亮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