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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一份‘家’的感觉”
—台胞见证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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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沙田城门河畔，绵延数里
的亚公角女婆山依势而立，层峦叠翠。
在其靠近大老山公路的山腹端，一幅写
有“搬迁沙田污水处理厂往岩洞工程”
的红色条幅格外醒目。

草木皆学问，穿山见洞天。在工程
车辆及器械的轰鸣声中，建造者们排除
万难、凿石开路，不断拓展着城市发展
的新维度。

2019 年 2 月，这一工程正式启动，
特区政府着手将沙田污水处理厂位于城
门河河口的厂房迁往对岸女婆山的拟建
岩洞中，以腾出优质的地面空间作其他
有利民生的用途。有关项目分为三个阶
段，分别为土地平整、兴建连接隧道；
建造主体岩洞和上游污水收集系统工
程；在新建岩洞内兴建污水处理设施，
并拆卸现有厂房。

2021 年 7 月，项目进入关键的第二
阶段建造工程。其难度和规模之大，令

特区政府渠务署岩洞工程部总工程师梁
家聪肩负不少压力。“我们要挖出‘七纵
四横’11个主要洞室和多条网格式通风
隧道，总占地面积逾14公顷，岩洞建筑
群体积约为 230 万立方米，钻爆最大截
面可达 900 平方米，是城市环境下的超
大截面隧道爆破施工。”

近日，记者随“时代精神耀香江”
之大国建造香港重大民生工程采访团来
到工地现场。站在岩洞洞口，潮湿的空
气扑面而来，窄长的隧道似乎望不到尽
头。梁家聪直言，自己每天都要去洞内
走走看看，遇到技术问题便第一时间与
团队沟通、解决。

数据显示，新建的污水处理厂将比
原厂缩小一半占地面积，利用世界先进
的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等技术，峰值时
可每天处理高达 34 万立方米城市污水，
解决香港 1/10 人口的污水处理问题。

“新厂以科技赋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

大的地下岩洞工程！”梁家聪言语间
带着自豪。

渠务署预计，新的污水处理厂
可于 2029 年落成并投入服务，届时
会开始清拆现有厂房，有关地块最
快可于2031年腾出并作其他用途。

岩洞工程紧邻民居，施工场地十
分狭窄，且爆破精准度要求极高……
在重重关卡下，项目承建方中国建
筑国际集团展现出义不容辞的决心
和专业科学的态度，将技术难题一
一攻克。中建国际预计，第二阶段
施工工程将于 2023 年起进入爆破高
峰期，每天最多可产生 8000 吨至 1
万吨花岗岩石块。“从工程中来，到
工程中去。这是我们秉承的基本施
工原则。”负责项目总体统筹及建设
的高级地盘经理李易峰笑说，这些
石块不会丢弃，而将循环再用，包
括制作石料、混凝土和沥青等，供
后续或其他工程使用。

“看到洞口山边那个白色盒子形
状的东西吗？那是我们的 5G 基站

哦！”提及“智慧工地”的创新应用，中
国建筑国际集团高级项目经理钟发明侃
侃而谈。据了解，除了 BIM、DfMA、
MiC、物联网等技术外，项目还积极引
进前沿的数字化施工技术和测量设备，
包 括 实 时 喷 浆 监 测 技 术 、 3D 激 光 扫
描、工程监督系统等。

“岩洞为污水处理厂提供了天然屏
障，在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大部分气体和
声浪将会与外界分隔，空气及噪音影响
因而受到控制。”梁家聪表示，渠务署已
购入最新的污水处理设备，并优化通风
隧道及通风井布置，确保岩洞污水厂不
会对环境产生任何污染。

家住岩洞工程附近的市民曾先生坦
言，自己在沙田城门河一带居住近 20
年，长期都闻到污水的腐臭味，区内居
民已不堪其扰，“相信处理厂搬迁工程完
工后，周边环境和空气会有很大改善，
城门河畔将重现鸟语花香！”

“现在博士后期间提供‘五险一金’，但出站
后我可能考虑做自由职业，或许会出现就业空窗
期。”在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台胞
林令瑜说，这次的政策细化为她未来可能面临的
保险中断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林令瑜口中的政策是不久前由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的，持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
胞可参加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此次参
保特别包含了未就业的在京台胞，这使台胞依法
享有同等社会保险权益进一步落细、落实。

早在 2019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
医保局就出台了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 （大
陆） 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为持居住证的台胞
参加当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提供了政策支
撑。“能多一份保障，确实很重要。”林令瑜说。

2018年第一批申领居住证的现北京大学体育教
研部台籍教师陈文成说：“包括社保在内很多同等待
遇的落实，都要从这张18位编码的居住证说起。”

台湾居民居住证是祖国大陆为便利在大陆工
作、生活的台胞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而制发的身份
证件。来大陆已满 10年的陈文成对手中证件的变
化和带来的影响深有体会。“证件越来越小，用途
却越来越广。”

2011年，陈文成背上行囊来到大陆求学。“当时
用的还是绿色本式台胞证，每次往返大陆都需签
注。”他说，后来有了卡式电子台胞证方便了不少，

“而现在持居住证各方面都和大陆朋友一样便捷”。
此前，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大陆一贯

坚持“两岸一家亲”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真心诚意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在陈
文成眼里，“两岸一家亲”并不是说说而已。

用居住证快速搭高铁、乘飞机，入住酒店选
择更广、办理更快，同等享有“五险一金”，可具
备法人资格……“从过客到主人”是陈文成这 10
年间最大的心理变化。

“刚来大陆时还存在很多不方便，也走了不少
弯路。”陈文成说，随着各种同等待遇的细化落
实，台胞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同大陆朋友奋斗
打拼，多了一份‘家’的感觉”。

陈文成认为，大陆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了台
胞的特殊需求。他说，很多台胞存在两岸“双重参保”
的顾虑，但“政策的弹性，会提升台胞的参保意愿”。

根据规定，台胞参保后，如果在达到规定的
领取养老金条件前离开大陆，既可选择保留账
户，以便再次来大陆就业或居住时继续缴费；也

可选择由本人书面申请终止社保关系，一次性提
取社保个人账户储存额。已在台湾地区参保的台
胞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参加大陆的养老保险
和失业保险。

“选择权在我自己手中。”林令瑜说，“在范围
内，我可以选择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也可以选
择提取余额，政策很人性化。”

福建、江苏、安徽、湖南……此前大陆多地
已实行这项细化落实台胞同等待遇的政策措施。

44 岁的厦门台之缘两岸农旅基地创业导师曾
信轩坦言：“年纪越来越大了，在大陆能有个养老
的保障，很安心。”2020年初，曾信轩就持居住证
办理了“五险一金”，“已经在大陆看了好几次病

了，医疗水平不比台湾差，省去了以往要飞台湾
看病的麻烦”。

“有些人对大陆制发居住证等措施进行抹黑，希
望台胞不要受此影响。”陈文成从自己的经历来看认
为，对于在大陆常住的台胞，“这些措施我们很需要”。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王承昊、陈舒）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王茜）“领航
‘9+2’·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论坛暨
颁奖典礼”近日在香港举行，与会人士
交流分享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成就，
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方向。

这次活动分为论坛及颁奖典礼两大
部分。在论坛环节，多位粤港澳政商界
领袖、企业家、权威专家线上线下围绕

“共建人文湾区”“金融互联互通”“湾区
青年发展”等热点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共商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方向。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
表示，在“十四五”规划纲要里，有关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以及对香港四个
传统中心和四个新兴中心的支持，不单
为香港带来无限机遇，也意味着香港可
以继续发挥独特优势，贡献国家和高质
量建设大湾区。香港要提升八个中心的
国际竞争力，开拓更美好的未来。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尹宗华强调，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取得阶段性的成
果，规划体系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并加快推进规则衔接、
机制对接，充分彰显“一国两制”的制
度优势和勃勃生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新阶段，香港有“一国两制”的制度
优势，有背靠祖国的市场优势，有联系
世界的区位优势，在大湾区建设中大有
可为，也一定会大有作为。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做主
题演讲时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个
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和三种货
币的背景下建设。大湾区内各兄弟城市
各有特点和竞争优势，并高度互补。中
央一直支持三地政府推动三地经济运行
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及政策创
新，力求区内各类生产要素便捷流动，
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市场的一体化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成功合作发展，既可示范
如何把差异转化成优势，并带动周边地
区的发展，成功的经验还可辐射全国。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姜在
忠认为，香港应进一步提升智慧城市建
设，并加快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
实现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改善
民生福祉，着力打造世界级的智慧城
市。只有主动拥抱数字经济，通过不断
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推动转型升
级，才能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的制
高点。

据悉，此次活动由香港大公文汇传
媒集团联合香港广东社团总会、香港中
国企业协会、香港中资银行业协会、香
港大湾区金融科技促进总会共同举办，
来自香港各界的200余人以线上线下结合
方式参与论坛。

探访岩洞里的污水处理厂
本报记者 陈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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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湾艺术家张毅、杨惠珊创办的上海琉璃艺
术博物馆近日举办《WHY GLASS？至善前行——
张毅创作回顾展》，展出张毅生前经典琉璃作品28
件以及其工作物件、手稿、文件等，以纪念他对
中国琉璃制造艺术的贡献。

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包括向自然之美致敬的
“太湖石”、跨越挫折后的生命体悟“自在”、让法
国百年博物馆惊艳的“焰火禅心”、东方水墨新里
程碑的“一抹红”等 4 大系列，其中不少作品曾
获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中国美术馆、法国巴黎装
饰艺术博物馆等收藏。

张毅是琉璃烧制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也是琉璃工房创始人。上海琉璃艺术
博物馆是大陆第一家专注于琉璃收藏研究的博物
馆。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3月。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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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自在》

▼《一抹红·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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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台湾青年郑博宇3年前领到北京
市第一张台湾居民居住证，在工作生活中
不断体会到它带来的便利。 （资料图片）

图②：作为河北省首批拿到台湾居民
居住证的台胞，在大陆创业的台湾女孩朱
德容觉得使用居住证购买高铁票非常方便
快捷。 中新社记者 翟羽佳摄

图③：在福建发展的台胞陈筱薇正在
展示自己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和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 余杉芳摄（人民视觉）

图④：2018年9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
区南宁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周代
祥申领到全国第一张台湾居民居住证。

中新社记者 俞 靖摄

▲ 岩洞工程俯瞰。 （中国建筑国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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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火禅心·昙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