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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2022 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近
日在厦门举行，300多位两岸工商
企业负责人相聚一堂，围绕“建构
产业合作新模式，打造绿色数字新
经济”主题共谋发展、共话合作。
在当前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形势
下，台湾工商界人士踊跃跨海参
会，正彰显出两岸交流合作的历
史大势、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共
同意愿。

2013 年成立的两岸企业家峰
会，是两岸最重要的民间交流合作
平台之一，积极推动两岸经贸交流
与产业融合发展。近年来，尽管民
进党当局大肆限缩两岸经济交流合
作，干扰阻挠正常经贸往来，但从
峰会年会的参会情况以及各产业小
组成果来看，两岸经济合作不仅没
有“降温”，反而结出累累硕果。
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正式投入商业
运营，国光生技四价流感疫苗顺利
获批上市，推动上海台湾商品中心
迁移新址，发布两岸室内物流机器
人共通标准，推动两岸棒垒球运动

深度合作，连续8年组织台湾青年
大学生暑期来大陆银行保险机构实
习培训……今年峰会年会上，主办
方公布的这些重要进展，又一次生
动展现两岸经济合作动力强劲、韧
性十足、潜力巨大。事实证明，祖
国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
业的热土和发展进步的依靠。

两岸经济合作符合市场规律，
利在两岸，福泽同胞。不久前，大
陆相关部门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2011 年两岸贸易额为 1600.3 亿美
元、2021年增至3283.4亿美元，十
年间两岸贸易额翻了一番，台商来
大陆投资项目增加近45%，大陆始
终稳居台湾最大出口市场、最大岛
外投资目的地和最主要贸易顺差来
源，强力拉动了台湾经济发展。与
此同时，今年1月至11月，两岸贸
易额达 2945 亿美元，给台湾带来
约 1438 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顺差。
不少在大陆的台企生产经营逆势增
长，一些大企业增资扩产，今年新
增9家台企在大陆上市，总数已达

58 家 。 历 史 和 现 实 都 深 刻 昭 示
着，两岸经济密不可分，脱不了
钩、断不了链，唯有加强合作才是
人间正道，才能更多造福两岸同
胞，台湾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也才
有更大确定性和更坚实依靠。

今年峰会年会上，“数字经
济”“低碳产业”“高端制造”等成
为两岸工商界人士谈及的高频词。
当前，祖国正在踏上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征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畅通
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为两岸经济合
作特别是台胞台企在大陆发展，提
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拼搏创业的
舞台。其中许多产业及领域都是台
企的强项，也与台湾的产业未来高
度契合，是两岸产业可以互补优
势、携手紧密合作的新机会。广大
台商应更积极主动融入大陆新发展
格局，抢抓机遇、趁势腾飞。

今年恰逢两岸打破隔绝状态、
开启交流 35 周年。不少台商在峰
会年会上表示，30 多年来两岸经

贸合作互惠互利，给他们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利益，大家都“吃到红
利”“受益良多”，并且“随着两岸
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有了更强
的获得感”。如今，祖国大陆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将为两岸同胞
交流合作注入新动力、开拓新空
间、带来新收获。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
合作，始终是两岸民意主流。祖国
大陆一贯秉持的“两岸一家亲”理
念不会变，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
遇、发展机遇的政策不会变，为台
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的努力不会
停。相信只要两岸企业家同舟共
济、起而行之，秉持民族大义，把
握时代大势，一定能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书写两岸产业合作新篇章，共
创中华民族经济新辉煌。

加强经济合作利在两岸福泽同胞
汪灵犀

近日，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德百杂技
蟋蟀谷”，大型杂技情景剧《大刀传奇》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观看。“尤其是梁永生的孙子踩着高
椅拿下‘训子弟以禁非为’牌匾后的大刀这一
幕，将杂技技艺、传统文化和红色精神有机结
合了起来。”观众宋幼梅感叹。

宁津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是国务
院命名的第一批全国文化先进县，有“中国民
间艺术 （杂技） 之乡”的美誉。宁津杂技作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代表的杂技文化与
该县红色文化、蟋蟀文化、美食文化、剪纸艺
术等交相辉映。宁津杂技艺术起源于秦汉，兴
盛于明清和民国，在 《史记》《汉书》《述异
记》及《宁津县志》中均有文字记载。

讲述红色故事的《大刀传奇》，正是借助传
统杂技表演，以宁津本土作家郭澄清的长篇小
说 《大刀记》 为主题，以梁永生一家三代的故
事为线索，将杂技、舞美、实景等舞台艺术融
合，用杂技的肢体语言塑造了冀鲁地区人民爱
国主义、抗战救国的民族精神，演绎“崇德、尚义、
笃信、图强”的精神，并融入沉浸式情景体验，通
过声、光、电、影、景等舞台效果，让人们既接受红
色教育，又享受艺术盛宴。该剧上演以来，观看人
次已经突破40万人次。

“宁津县立足丰厚的文化资源，积极推动传
统文化与时代融合，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宁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于妍介绍。

这种融合，首先是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传
承。以“清风宁津”家风养廉教育基地为例，
该教育基地项目占地 150 亩，分为集贤楼、集
贤书院、培德堂、正本堂、有忠堂等部分，基
地内数以千计的楹联、牌匾、屏风、书柜、中
堂中汇聚着“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的先辈训
诫，蕴含着“耕读为本 诗礼传家”的治家智
慧。在让参观者亲身感受传统家风家训文化的
同时，嵌入式开展以天地英雄忠诚传承、人杰
地灵清廉传承、清白家风诗礼传承、行不逾矩

端方传承为主题的现场教学，并互动进行 《朱
子家训》现场朗读。

这种融合，也是勇于开拓文旅资源的创新做
法。该县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兴文、融合创新、相
互赋能”的理念，以文旅产业撬动经济发展。

一方面，以“德百杂技蟋蟀谷”项目为龙
头，汇聚玉文化博物馆、民俗商业街区、蟋蟀
交易街区、生态餐厅、温泉酒店、康养度假
区、杂技学校等，全力打造“国家级特色文化
旅游小镇”，并确定了宁津县一心五区 （县城文
化中心、蟋蟀文化区、杂技艺术区、美食文化
区、红色文化区、历史文化区） 的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格局，策划打造了 4 条精品旅游线路：
以文化艺术中心为中心，东部打造红色文化旅

游线路；北部打造美食民俗文化旅游线路；西
部打造生态观光旅游线路；南部打造杂技蟋蟀
谷为主的精品旅游线路，构建“点、线、面”
结合的全域旅游格局。

另一方面，宁津以杂技、蟋蟀、剪纸等丰
富的非遗文化为资源，打造文化产业新的增长
点。宁津蟋蟀闻名全国，蟋蟀罐也因其制造工
艺古老、文化气息浓厚而具备极高的收藏价
值，每年交易额达 3 亿元，带动旅游、餐饮、
蟋蟀用具等行业吸引 4.5 万人从业；打造宁津

“山东手造”品牌，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手造产业
集聚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打造
了特色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园基地，为困难
家庭搭建创业平台，每人每月增收逾千元。

据新华社厦门电（记者付敏、颜之宏） 以“建构产
业合作新模式，打造绿色数字新经济”为主题的2022两
岸企业家峰会年会近日在厦门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举行，与会两岸工商界人士聚焦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等话题，共同探讨扩大深化两
岸产业合作的新策略和新路径。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在致辞时表
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和多重超预期因素
冲击，大陆依然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两岸经贸
合作继续发展，1至 11月两岸贸易额达 2945亿美元。这
充分表明大陆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两岸经贸
合作依然充满动力和机遇，符合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

郭金龙指出，当前，祖国正在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希望两岸企业家
顺应大势、抢抓机遇，完善经济布局，拥抱内需市场，
参与大陆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向绿色低
碳、数字赋能转型升级，在资金、技术、管理、标准、
品牌、渠道等方面加强合作，汇聚起高质量发展合力。

郭金龙表示，两岸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商缘相
通，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希望两岸企业家携
手同心、互利共赢，依托大陆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
科技实力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发挥台企国际化、专业化
的特长，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合作，锻造新的产业
竞争优势，在双循环的广阔天地中实现更大作为。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指出，大陆
推进高质量发展，致力产业科技和供应链自主并加速提
振消费和投资，建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体系，大力推进数字经济、绿色经济、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业的现代化发展。这些新的
发展方向和涉及的产业领域，许多都是台企的强项，也
与台湾的产业未来高度契合，是两岸产业可以互补优
势、携手紧密合作的新机会。

刘兆玄表示，台湾在高端零组件、智能装备和整合
系统的研发生产等方面，已经积累了可观的成绩和经
验，大陆也从台湾进口大量优质的电子零配件，融入供
应链之中，双方今后可继续扩大贸易交流。同时，两岸
目前均致力于发展先进制造业、新一代移动通讯、工业
互联网、元宇宙、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
双方拥有极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本次峰会年会包括主题演讲、峰会下设8个产业合作
推进小组做工作报告等活动，两岸工商企业负责人等300
多人线下参会，1500多人通过线上直播参会。

2013年成立的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两岸最重要的民
间交流合作平台之一，积极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与产业融
合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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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宁津：发掘文化资源 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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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不少香港市民到香港迪士尼乐园欢度圣诞节。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新华社广州12月 24日电 （记
者洪泽华） 第八届穗台青年论坛 24
日在广州正式启动。本届活动邀请
两岸动漫、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和
嘉宾在线上线下开展交流研讨，来
自粤台港澳动漫、设计领域的专
家、学者、青年代表以及广州相关
部门代表近100人参加。

本届论坛以“设计融情·湾区筑
梦”为主题，以动漫、设计为纽带
为粤台港澳青年来穗交流提供平
台，旨在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把握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机遇，
更好地融入湾区、扎根广州发展。

在启动仪式上，广东省动漫艺
术家协会、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
会、澳门漫画从业员协会等单位分
别与广州市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签
订了合作意向书。台湾著名漫画家
蔡志忠、广东省动漫艺术家协会主
席金城、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设计团队总负责人曹雪、澳门
漫画从业员协会理事长吴昕芳等业
界人士进行了主旨发言和交流分享。

论坛期间，与会嘉宾和青年代
表赴广州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辛
亥革命纪念馆、永庆坊等场馆和

“独角兽牧场”、云从科技等科技企
业进行了实地参访交流。

参加参访交流的台湾青年杨舒
评说，很开心能和朋友们一起缅怀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情怀，一起在大
元帅府沉浸式观看1924年发生的历
史事件。“希望之后能有更多的两岸
交流活动，让更多台胞青年来大陆
感受历史文化，来看大陆的发展和
美丽的城市广州。”

启动仪式上还举行了第二批
“广州市穗台交流示范基地”颁牌仪
式，包括本次入选的十香园纪念
馆、刘氏家庙、沙湾古镇等 6 家单
位，广州目前拥有国台办授牌的

“1+7”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交流
点、1 家广东省对台交流基地、11
家广州市穗台交流示范基地。

“ 穗 台 青 年 论 坛 ” 是 广 州 自
2011年以来精心打造的穗台青年交
流品牌，迄今已成功举办七届。

第八届穗台青年论坛在广州启动

新华社广州12月 25日电 （记
者李建国） 广东省政府日前发函答
复《关于鼓励和支持香港青年到大湾
区创业和工作的提案》称，广东将全
面实施“展翅计划”港澳台大学生实
习专项行动工作，5年内为港澳青少
年提供 3 万个赴内地交流机会、1.5
万个实习岗位、1.2万个就业岗位。

函文指出，将创新实施“大湾
区职场导师计划”和购买港澳就业
创业服务，创新采用“先摸清需
求、后开发配岗”工作模式，广泛
挖掘企业、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等
资源，支持港澳青年在粤就业创

业。支持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实施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对参加计
划的香港青年按每人每月不超过
1000元标准给予生活补助。

函文表示，将持续举办“创青
春”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暨交流营，举办港澳地区选拔
赛，累计动员 545 个港澳创业项目
参与大湾区竞赛交流。目前已有 12
家重点建设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
地投入运营，带动珠三角 9 市建成
N 系列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57
家，可为港澳青年创业提供场地保
障、培育孵化和展示对接等服务。

广东将全面实施港澳台大学生实习专项行动工作

近年来，浙江省建德市下涯镇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做好村务
公开，依托独特景观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图为游客身着汉服在当地共富集市游玩。 朱 昱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