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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困难时期，越要做好雪中送炭的工
作。”记者从四川省台办获悉，在近日举行的

“四川服务台胞台企工作推进会”上，成都、德
阳、眉山等地介绍了惠台利民及助企纾困相关
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并就台商台企在实际经
营中遇到的问题难题进行专题研讨。

四川省台办主任罗治平表示，四川将通过
“靠前服务”的模式，主动为受疫情影响的在川
台商台企端出纾困解难的“政策牛肉”，帮助其
在困境中寻找机遇，增强发展信心，携手攻坚
克难，实现更好发展。

优惠政策应享尽享

今年以来，四川密集出台一系列助企纾困
政策措施，全力对接解决台商台企面临的物流
遇阻、成本上涨、用工难及供应链紧张等发展
难题。相关优惠政策按照“符合条件的台商均
可一体适用”原则，也在台商台企中做到应享
尽享。

近日，在位于眉山市彭山区的台资企业四
川大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内，一场惠台政策措
施宣讲活动如期举行。当地侨台办工作人员

“服务上门”，为企业负责人宣讲、解读了“川
台 70 条”“眉山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园区优惠政
策23条”等惠台政策措施，并针对农业技术人
才短缺等企业当前遇到的困难进行调研。

“我们将积极与人社部门和相关院校对接，
开展校企合作，积极引进企业需求的专业人
员，解决企业的用工问题。”彭山区侨台办主任
苟洪平表示，在主动上门走访的同时，彭山区
还开通了“为台服务热线”，组建了一支由区法
院诉服中心、区司法局、区法律援助中心、专
业律师等共同参与的涉台法律服务队伍，依法
维护台商台企合法权益。

为落实落细各项优惠政策，四川各地纷纷
推出“靠前服务”的工作模式，主动了解台商
台企在实际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帮助其
纾困解难，以讲座进企业、微信群宣讲等途
径，提升台商台企对新出台法律法规和涉台政
策的知晓度，并根据当地台商台企的产业特点和
需求，有针对性举办 RCEP专题培训会、政企银
金融对接会等，实现服务台企“关口前移”。

全力保障台青发展

在助力台商台企纾困解难的同时，全力保
障台青就业创业发展也是本次推进会讨论的重
点之一。

作为台青在四川发展的“第一站”，各大台
青就业创业园区在有关部门支持下推出房屋场
地租金减免、就业创业资金补贴等一系列优惠
措施。其中，德阳海峡两岸青创园为台青提供
3 年免房租物管优惠政策；华灿工场 （成都空
间） 为就业创业台青提供最长 6 个月免费住
宿；成都星点海峡两岸新经济创业园则为台青
提供暑期带薪实习机会。

此外，亚台青 （成都） 海峡青年创业园与
成都市郫都区政府签订“五年全免”续租协
议，每年免除40余万元办公场地租赁费，减轻
台湾青创项目资金压力，并在专项资金支持下
组建服务团队，为台青创业项目提供“一站
式”服务，推动“台青一亩田”项目，支持鼓
励台青参与乡村振兴。

今年 3 月，台胞申设个体工商户新政出
台，不少在川台青在政策支持下走上创业“新
路”。“个体工商户登记手续便利，成都服贸业
发展市场前景广阔，各项政策支持也很给力。”
成都如思台北甜品店台商徐孝廷表示，希望更
多台青选择来营商环境优越的成都发展，相信
这样的政策叠加红利，会让许多台商尤其是台
青获得真正实惠。

目前，四川已建成 4 个台青就业创业园
区，累计入驻创业台青 400 余人，项目 240 余
个，投资总额近 5 亿元人民币。四川省台办副
主任袁明表示，四川将继续优化服务，担当起
川台创业青年的“金牌保姆”，助力他们成长为

“参天大树”。

在川深耕信心不减

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措施相继推出，进一
步提振了在川台资企业攻坚克难、深耕发展的
信心和决心。近期，四川不乏新增台资项目、
台资增资扩产的好消息。

今年 4 月，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成都产业
园新落户台企巨皇新能源公司，主营光伏项
目，总投资达14亿元，成都台嘉二期、斯迈特
国际广场等总投资 35.7 亿元的 4 个台资项目也
正加快建设；德阳台企中江湧德电子公司出口
创汇能力全市第二，今年计划追加4900万元新
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

在成都双流区，当地还面向台企纬创资通
等企业员工，打造了成都首个纯产业社区——双
兴国际社区。该社区不仅保障了员工的生活空
间，还在社区中创办了“空港新居民大学”，进一
步提升员工的成长空间和发展空间，为台企稳就
业增添新动能。纬创资通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借助四川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基础和优势，吸
引上下游配套台资企业落户四川发展。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四川新增台资企业 27
家，新增台商投资总额 11838.99 万美元。截至
目前，四川累计登记注册台资企业2589家，项
目投资总额 213.27 亿美元。罗治平表示，四川
将持续推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巩固延伸
政策落实成果，增强台商台企获得感和责任
感，为其融入新发展格局创造良好条件。

落实落细惠台政策措施——

四川多措并举为台商台企纾困解难
本报记者 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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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电（记者蔡馨逸、
王承昊） 2008 年，当时 28 岁的沈益
昌带着“年轻就要拼搏”的想法从宝
岛台湾来到陕西西安，开了一家蛋糕
店。如今小店面发展成了食品公司，
而他创业的热情不减：“大陆市场
大、机会多，只要有梦想、肯拼搏就
能有收获。”

14 年前，沈益昌决定凭着烘焙
西点的一技之长去大陆闯一闯。在广
州等地考察后，他将目光瞄准了西
安。“相较于北上广，西安的西点市
场刚起步，发展空间更大。”

他的第一家店开在一家商场里，
主打台湾风味蛋糕。起初店里只有两
名员工，虽是老板，沈益昌既要做蛋
糕又要招呼客人，开业当天就忙了个
通宵。

2013年，门店增加到了8家，并
开办一家小型工厂为门店供货。沈益

昌说：“初到西安时，这里的老百姓
更喜欢馒头、饼子等传统面食，但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口味和食品
消费越来越多元，蛋糕、面包也很受
欢迎。”

经过5年快速发展，沈益昌公司
的业务从西安扩展到了咸阳，投资
3000 多万元在咸阳成立了陕西吉吉
阿里山食品有限公司。阿里山是台湾
地标，他希望人们看到这个名字想到
台湾，感到亲切。

目前，沈益昌在西安、咸阳两
地开设 30 家店面，产品品类有 100
多种，年销售额约 7000 万元。他
说：“大陆发展快、市场竞争强，激
励我不断开阔眼界、不断进步。下
一步我们计划继续调整工艺，推出
新品上市。”

近年来，大陆接连出台惠台“31
条措施”“26条措施”等，吸引更多

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
共享发展机遇。

2019 年，台湾建筑设计师黄洁
如在西安开了一家以酒店、商场和家
装设计为主业的公司。

从 2014 年被台湾公司外派到西
安工作，到 2019 年独立创业，黄洁
如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和深思熟虑。

“刚从台北来到西安，确实有不适
应。但在这里的每一年都能看到城市
的巨大变化。”她说，正是这种快速
发展，让她看到了市场前景。

大陆为黄洁如提供了广阔舞台。
她曾参与过城市规划和风貌研究，承
担过一家有 300 间客房的酒店设计。

“这样的规模和层级是在台湾的青年
创业者很难接触到的。”黄洁如说，
在设计理念方面，古城西安的文化底
蕴和烟火气息给了她诸多灵感。

面对疫情影响，黄洁如认为公

司要做的是适应与提升，“近两年商
业空间的投资的确谨慎了，但必要
的项目都在进行。目前疫情防控形
势向好，我们只有坚持高品质才能
赢得市场”。

2020 年疫情发生以来，大陆持
续出台保障生产、助企纾困等措施。
咸阳卓英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资程表示，从疫情发生至今，他所
在公司基本没有停产，个人生活也未
受到影响。

2008 年从台湾来到大陆，林资
程在苏州、青岛等多地工作过，2018
年来到咸阳。

疫情封控管理期间，林资程最担
心的是公司员工无法正常到岗。好在
当地政府出台了闭环管理措施，对住
在产业园内的员工实行封闭管理，每
天正常上下班，对园区外的员工则由
专车点对点接送，兼顾疫情防控与企
业生产。商超进小区等生活保障措施
让他的家庭及时获得生活物资。

“当台湾青年想要有所作为、实
现理想抱负时，欢迎来到大陆，到西
部走走看看，在这块充满机遇的沃土
上追梦筑梦圆梦。”沈益昌说。

本报香港6月13日电（记者陈
然） 由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总署
统筹的“共庆回归显关怀”计划 11
日在黄大仙区正式启动。未来两
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
特区政府各司局长会联同参与该计
划的各个非政府机构及地区团体，
走访全港18区，探访基层家庭，并
派发回归25周年庆祝活动礼物包。

林郑月娥当天主持了该计划的
启动仪式。她致辞表示，今年是香
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庆祝主题是

“砥砺奋进廿五载 携手再上新征
程”。砥砺奋进，一直是香港的成功
之道。回归25年来，香港曾面对不
少考验，全靠国家大力支持，以及
广大市民努力不懈，香港在多方面
都取得辉煌成就。

今年“共庆回归显关怀”计划
主要分三部分，包括探访30万个基

层家庭，当中有独居长者、双老家
庭以及有特别需要的家庭；安排约
8 万名基层市民参加全港性庆祝活
动，例如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
游览主题公园；安排约 12 万名来自
弱势社群的市民参加地区举办的庆
祝活动。举办单位还会按需要为参
加者安排免费交通、膳食和入场券。

启动礼后，林郑月娥一行展开
家访活动，先后探访了住在黄大仙
区的双老家庭、新来港单亲家庭及
少数族裔家庭，了解他们的日常生
活和需要，并向他们派发礼物包。
此外，民政事务总署和香港赛马会
有关人员在启动礼后联同义工队
伍，探访了黄大仙区内基层家庭，
为他们送上温暖。

“共庆回归显关怀”计划是香港
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要庆祝
活动之一，由香港赛马会赞助。

香港启动“共庆回归显关怀”计划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李寒
芳）“与澳门共赏·记录新时代”优
秀电视纪录片创作展播活动，近日
在澳门科技大学启动。该项创作展
播活动是2022濠江之春——澳门与
内地艺术家大联欢系列活动之一，
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澳门中华
文化联谊会共同主办。

本次展播的纪录片题材多元、内
容丰富，涵盖了人文历史、传统文化、
百姓生活、乡村振兴、高新科技和考
古探源等各个方面。启动仪式后，

《中国》《西泠印社》《人生第一次》《瓜
熟蒂落》《你好AI》《星空瞰华夏》等六
部精心挑选的电视纪录片将通过澳
门莲花卫视陆续与广大澳门观众见
面，展播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0月底。

中国视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
范宗钗致辞表示，此次展播活动将
进一步推动内地与澳门文艺界加深
交流、加强合作，不断创作推出更
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精品佳作，为提升人民对精彩视
听生活的美好追求而共同努力。

“与澳门共赏·记录新时代”
优 秀 纪 录 片 在 澳 门 展 出

“与澳门共赏·记录新时代”
优 秀 纪 录 片 在 澳 门 展 出

新华社香港6月12日电（记者
黄茜恬）“紫荆文化杯”首届全港中
小学中国文化普通话比赛12日在香
港特区举行颁奖典礼。

据介绍，该比赛于5月至6月举
办，全港 80 所中小学校报名参与。
比赛旨在增强香港青少年学习普通
话的兴趣与能力，推动香港青少年
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认同。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副局长蔡
若莲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教育局
一直致力于提升学生的普通话能
力，除了课堂学习外，也大力鼓励
学校举办普通话学习活动，让学生
边学边用、边用边学。未来，特区
政府会增加资源为老师和学生创造
更多与内地交流、考察的机会，激
发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兴趣。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表

示，近年来乐见越来越多香港市民
愿意讲普通话，也更愿意接触内地
文化。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支
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
心，这是香港的一大优势。香港市
民要承担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使
命，发挥香港作为中西文化纽带的
作用。

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傅伟中表
示，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
此次比赛诵材皆选用中华经典诗文
篇章，充分体现了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香港发展的主旨，有助于激发
香港中小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兴趣，
增强香港年轻一代对中华文化与中
国国情的了解与认知。

此次比赛由紫荆文化集团主
办，联合出版集团及中华教育文化
交流基金会协办。

首届香港中小学中国文化
普 通 话 比 赛 举 行 颁 奖 礼

图为颁奖典礼现场。 活动主办方供图 （新华社发）

台湾青年“西行记”：

努力与机遇的美丽邂逅

本报香港6月13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科学馆公布，将于7月8日
起举行大型恐龙展览“八大·寻龙
记”，展出8组来自德国、瑞士和荷
兰的博物馆及机构的珍贵史前生物
化石标本。此次展览由香港赛马会
独家赞助，是庆祝香港特区成立 25
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之一。

香港科学馆介绍说，由于展品
体积庞大，馆方特别扩划出2000平
方米展览空间，展出这些最具代表
性、来自恐龙盛世的化石标本，其

中包括 5 组三角龙、异特龙、西
龙、梁龙和暴龙的骨架，均以化石
真品和重构骨骼组装而成；棘龙和
哈特兹哥翼龙为一比一复原骨架模
型，其化石真品则置于展柜内展
示；其余展品还包括整幅埋藏状态
的幼龄蜥脚类恐龙等。

展览将于7月8日至11月16日在
香港科学馆举行，市民可免费参观。

图为展览安装团队正将暴龙头
骨安装于骨架上。

香港科学馆供图

香港故宫文化
博物馆将于 7 月 2
日 正 式 向 公 众 开
放。来自北京故宫
博物院的 914 件珍
贵文物将于 7 月在
香港故宫文博馆开
幕展中亮相，其中
一级文物 166 件，
属“国宝”级别，占
借展品总数 18%。
香港故宫文博馆位
于西九文化区的西
端海旁，占地约1.3
万平方米。图为记
者在香港故宫文博
馆内拍摄。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香港科学馆将举行“八大·寻龙记”大型恐龙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