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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台交流合作步入‘快车道’”

分隔两岸几十年的姐妹相拥而泣、首家在川台资企
业挂牌经营、两岸学生共同体验大熊猫保育工作……在
四川·台湾交流合作35周年成果展上，一幅幅影像向参观
者讲述着两地交流交往、交融交心的动人故事。

“没想到在我出生前，两岸就有如此密切的联系。”
成都志育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90后台青林姿佑观
展后表示，看到川台两地交流合作从无到有、由浅入
深、日益密切，既感动又很感慨，“很庆幸自己赶上了中
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经贸合作持续深入、人文交流走深走实、两岸同胞相亲
相融——35年来，川台交流交往规模不断扩大、往来日益频
繁，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截至目前，川台两地交流项

目总数达9264项，来川台胞累计超过750万人次；在川台资
企业总数2645家，投资总额超过213亿美元。2021年，川台
贸易额达到518.7亿元人民币，台湾地区成为四川省第四大
贸易伙伴。

“35年来，川台两地不断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
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川台交流合作步入‘快车道’。”四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洪波表示，四川将始终秉持“两岸
一家亲”理念，继续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为深化川台交
流合作营造良好环境、搭建更大平台。

“是安逸之城，更是创业之都”

22 年前，台商柯金光从台湾来到成都，开始自己的
“蓉漂”生活。在他看来，成都不仅有开放包容的文化，
也充满发展机遇，“是安逸之城，更是创业之都”。

与柯金光感同身受的台商还有许多。35 年来，川台
两地经贸交流合作持续推进，越来越多台商主动抢抓发
展机遇，在这里投资布局、就业创业，实现了更好更大
发展。

“两岸经贸交流、台商投资大陆，对大陆的经济发
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使台资企业获得了空前的发
展。”在高锦乐看来，广大台商不仅分享了四川的发展
红利，更享受到惠台政策的支持、骨肉同胞的关怀，这
让他们留在四川、深耕大陆的信心与底气更加坚定。

为了让在川台胞台商留得下、融得进，四川近年来
出台“川台70条”“26条措施操作指南”“四川支持台企
12条”“农林22条操作指南”等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落实
落细措施，为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共享发展机遇提
供政策支持和措施保障。

“每项政策的落地，不仅为台胞在大陆发展创造了良

好条件，更在看不见的层面上，温暖着我们的心。”亚台
青 （成都） 海峡青年创业园总经理郭弘扬表示，他将继
续承担好两岸交流融合的桥梁角色，“尤其要让台湾青年
知道大陆各地对我们的关心支持，让他们在大陆找到实
现梦想的舞台”。

“为两岸融合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会议期间，台胞还围绕“融合发展有我出力”展开
主题交流讨论，并一同收看了“在川台胞有话说”视频
分享。该视频以“小我”为视角生动讲述台胞追梦天府
之国，在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中，收获个人成长、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故事。

作为此次被授予“川台交流融合突出贡献台湾同
胞”荣誉的 47名台胞之一，林姿佑在川奋斗的故事也出
现在视频中，引起现场嘉宾的共鸣。“这将激励我继续努
力拼搏，为两岸融合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她说。

“初来成都是做客，再来成都是归家。”因为爱情扎
根成都的台青宓欣怡很喜欢“成都媳妇”这个身份。她
表示，从收获美满幸福的家庭，到创业路上得到的帮
助，“四川的温暖热情让我爱上这里，未来我要延续

‘怎么被爱就怎么爱大家’的理念，继续为川台交流融
合出力”。

为增进川台青年融合发展，多年来，四川各地围绕
大熊猫保育、蜀文化创意、教育等多个主题开展了一系
列川台青年实习体验交流活动，吸引大批台湾青年“西
进登陆”，一睹四川新貌，感受祖国大陆开放发展取得的
巨大成就。截至目前，已有 2200多名台湾青年扎根天府
之国追梦圆梦，川台交流合作中的青年力量愈发凸显。

从事少数民族文创项目的台青林怡君表示，希望未
来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用文旅文创推动两岸文化交
流。“我坚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会
有更多台湾青年加入。”她说。

四川召开纪念两岸开启交流35周年会议——

“深化融合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
本报记者 金 晨

四川召开纪念两岸开启交流35周年会议——

“深化融合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
本报记者 金 晨

“我是川台交流交往的亲历者、参与者、受益者。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更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回顾在大陆的

奋斗历程，扎根四川28年的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成都台协会会长高锦乐感慨万千。

今年是两岸打破隔绝状态、开启交流35周年。四川近日召开纪念两岸开启交流35周年会议并举办川台交流融合展·叙活动，

邀请在川台资企业、涉台团体负责人及台胞代表等150余人，共同回顾川台交流合作35年成就，畅谈川台融合发展美好未来。

近日在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石正镇石正村，农机手操作收割机利用晴好天气加紧收割，确保颗粒归仓。近年来，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积极探索农业合作新
模式，促进基地生产、经营、管理一体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图为农机手正在操作收割机仓。 冯锡权摄 （人民视觉）

风格中西合璧、建筑实用优雅
的孔圣讲堂，亲历了辛亥革命后赴
港文士为传承国学所开展的文化活
动；锌铁盖顶、外墙斑驳的黄毛应
玫瑰小堂，曾作为东江纵队港九独
立大队成立地和驻扎据点……位处
祖国南疆的香港，不少建筑都与近
代中国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息息相
关。日前，由国家文物局和香港特
区政府特别策划的“血浓于水：香
港历史建筑中的家国情”展览在香
港九龙公园文物探知馆开幕。140
件精心挑选的文物、照片、影片和
建筑模型，细诉香港与祖国之间的
紧密联系，将连绵悠长、历久弥新
的家国情怀娓娓道来。

回眸百余年间香港与内地同
胞血浓于水的感人往事，香港特
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直言，
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举办
此次展览，意义深远，“展览将历
史建筑的‘有形’载体所承载的

‘无形’但浓厚的家国情怀，活现
在市民眼前。”

香港的土地上历史建筑星罗棋
布，截至 2022 年 11 月，已有 132
项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列为法
定古迹，另有约 1200 项评定等级
并受行政措施保护。

展览现场的逾 20 幢历史建筑
中，有传统的中式建筑，例如祠
堂、庙宇、书室，也有西洋和其他
外来族群的建筑，例如教堂、清真
寺、警署、民宅等。这些风格多
元、屹立古今的建筑反映了香港中
西荟萃、开放包容的文化面貌，更
承载着独特的历史使命，串起香港

与内地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情感
纽带。

展览起始是题为“心系神州
作育英才”的展区，等比例缩放的
校舍建筑模型引得几名学生驻足观
赏。辛亥革命后，前清翰林和文士
南来香港，与本地绅商携手为保存
中华传统文化而劳心劳力，在讲学
办学之余亦捐钱捐地，兴建教学大
楼传承国学文化。

“1927 年 香 港 大 学 文 学 院 成
立，1931 年邓志昂楼落成，1932
年冯平山图书馆启用，1935 年孔
圣讲堂正式对大众开放……”与同
伴相约前来的黄同学默念着展板上
的内容，又拿起手机将展品一一拍
照记录。

在“同仇敌忾 抗日救国”展
区的香港大会堂展板前，一名手提
公文包、气质彬彬的中年男子正
细阅内容。记者与之聊起，才知
他是九龙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
趁午休时专程过来参观。提起抗
日 战 争 时 期 的 历 史 ， 他 有 感 而
发，“在香港沦陷的 3 年零 8 个月
里，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英勇
抗日、拯救文化界人士脱离险境
的事迹令人永志难忘。”

1962 年落成的香港大会堂，
内设纪念花园和十二边形纪念龛。
香港回归祖国后，特区政府将载有
115名港九独立大队烈士姓名的名
册安放在纪念龛中。香港大会堂自
2014年起每年 9月 3日举办抗战胜
利纪念日活动。

临近展览结束，在题为“风雨
同舟 相濡以沫”的展区中央，陈

列着尖沙咀九广铁路九龙总站及钟
楼的模型。“九广铁路就是香港九
龙至广州的火车路线，早期由英段
和华段组成，两段铁路通车后，香
港市民和旅客便可乘搭直通车由九
龙总站直达广州。”展览工作人员
介绍说。

于 1916 年竣工启用的九龙总
站由红砖和花岗岩建造，站房侧面
有拱门型结构，并辅以罗马式石柱
及尖顶等装饰，高 45 米的钟楼与
维多利亚港对岸的香港岛遥遥相
望。有观众从各个角度拍摄着建筑
模型的外观，慨叹道，“它不仅是
香港地标式建筑中的经典之作，亦
见证着香港与内地的交通运输系统
唇齿相依、一脉相连。”

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九龙总
站 逐 渐 被 市 区 基 建 环 绕 ， 后 于

1978 年拆除，腾出来的土地和路
轨化身香港太空馆、香港文化中心
和香港艺术馆，与保存下来的钟楼
一道成为香港科学和文艺的地标。
如今立于尖沙咀东部市政局百周年
纪念花园内的6条花岗石柱，正是
原九龙总站的建筑构件。

“温故知新，纵然时代变迁，
历史建筑和文物依然铭记着香港
与内地同胞之间休戚与共、危难
互济的家国情怀。”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陆进亲手挑选了此次展览
的 每 一 件 展 品 ， 他 动 情 地 说 ，

“香港历史建筑承载着香港特有的
城市记忆，也承载着中华儿女共
同的历史记忆，希望民众从历史
中汲取团结一致、携手奋进的精
神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出贡献。”

香港：以历史建筑细诉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陈 然 文/图

图为展览现场。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9 日电
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2022年学
术年会暨两岸关系法治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和厦门两地同时召开。与会
大陆法学法律界人士表示，要加强
两岸法学法律界交流，以高质量法
学研究成果服务对台工作大局，要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
径，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武汉大学副校长、法学院教授
周叶中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法
治建设作为专章论述、专门部署，
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
神，更好发挥法治在解决台湾问
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一历史任
务上的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台办首席法律顾问、
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张
万明表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
的总体方略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祖
国统一大业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标志着我们党的国家统一理论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必须长期坚持、全面
贯彻。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力
量在反“台独”、反干涉，推进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和祖国完全统
一中更为重要、更加关键。

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于
1995年成立，是中国法学会主管的
从事两岸法学交流和研究的全国性
社团。此次会议由厦门大学台湾研
究院协办，190 多名涉台研究专家
学者与会。

法学法律界人士：

加强运用法治方式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书联两岸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书法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浙江省仙
居县下各镇台胞台属之家举办。本次活动由仙居县台胞台属联谊会、仙居县
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活动上，两岸同胞泼墨挥毫，用书法作品弘扬中华文
化、传递两岸亲情。图为两岸同胞在展示书法作品。 仙居县台办供图

本报电（陈坤） 今年以来，浙
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组织实施“青苗
成长”结对帮带计划，采取“一对
一 ”“ 多 对 一 ” 方 式 加 强 “ 传 帮
带”，以老带新、以专促能，教育引
导年轻干部练好内功、提升修养，
拿稳握牢新时代发展“接力棒”。

据悉，上虞坚持把一线作为锤
炼年轻干部的“主战场”，每年选派
百名年轻干部到经济发展、社会治

理、重大项目等领域进行历练，每年
举办优秀年轻干部成长训练营等多
类面向年轻干部的专题培训，全方位
提升素质本领。在丰惠镇“薪火传
承·青苗成长”结对帮带活动中，年轻
干部每月督查政府投资项目，边做边
教、边点边评，深入思考和解决问
题。目前，该区组织部门已培养遴选
出约200名优秀年轻干部，为干部选
用打下坚实基础。

浙江上虞：结对帮带助力年轻干部成长

近日在福建省福安市大学生创业园内，一家创业企业的员工正在直播
展示公司的产品。今年以来，福安市通过财政、税收、办公场地安排等方
面的政策，全力支持并辅导大学生创业，保障其享受普惠性就业创业扶持
政策。 王建锋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