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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澳门9月11日电（记者富子梅）“同声歌祖国：
壮丽山河——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四周年文艺
晚会”10日晚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
诚、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特派员公署特
派员刘显法、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副参谋长刘欢、澳门特
区立法会主席高开贤、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
阳瑜等1000多名澳门各界人士出席观看晚会。

晚会分为“旭日东升”“壮美西部”“南国风情”“北国风
光”“人文湾区”5个篇章。总导演刘乃奇表示，晚会的节
目聚焦祖国大好河山，以突出“壮丽山河”这一主题。“我
们还从全国各地邀请了好多少数民族艺术家来到澳门，
跟我们一起祝福祖国越来越好。”

第31届梅花奖得主郑全用一曲《心中有大爱》表达了
对祖国母亲的祝福；女高音歌唱家王庆爽的《我们是黄河
泰山》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藏族歌唱家
次仁央宗献上高亢而豪迈的《青藏高原》；音乐情景剧《兄
弟》展现了草原民族对故乡深切的爱；解放军驻澳门部
队则用舞蹈《训练日》展现了威武文明之师形象……

香港著名歌手张明敏带来自己的成名曲《我的中国
心》。“一首老歌，表达的是我们的中国心不会变。”他说，
新中国的生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希望未来的祖国
更加繁荣。

晚会在《今天是你的生日》的歌声中圆满结束。整台
晚会精彩纷呈，掌声和喝彩声不断。观众蔡女士表示，
热烈的气氛充分表达了澳门同胞对祖国的真挚祝福，“希
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

晚会由澳门中联办宣传文化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
局指导，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街
坊会联合总会、澳门妇女联合总会、澳门归侨总会等 10
多个社会团体联合主办，澳门莲花卫视、福建大剧院、
珠海演艺集团、南光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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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考察拓商机

9 月 7 日，本次活动在东莞启动。当天下
午，400 多名台商分别深入广州、深圳、珠
海、佛山、中山、江门、肇庆、惠州等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实地考察，寻找合作商机。7日至
10日，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也在当地广东现代
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广东是祖国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
早、最密切的省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台湾
企业家在广东实际投资累计达到 717 亿美元，
17家广东台资企业在大陆资本市场上市，2022
年粤台贸易额达到 926.5 亿美元，其中对台逆
差达到674.3亿美元。

“广东历来高度重视粤台经贸合作，始终
不遗余力为广大台胞台企在广东发展创造良好
的营商和生活环境。”广东省委常委王瑞军说，
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就是帮助台资企业开拓内
销市场、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自2010年
创办以来，累计促成合作意向超 337亿元，是
祖国大陆最早、最大的台湾产品博览会。

“超过 3800 家台资企业在东莞发展壮大，
超过5万名台胞在这里工作生活。”东莞市委书
记肖亚非说，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东莞深化
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立足东莞对台交
流合作基础和粤港澳大湾区资源禀赋，从推动
两岸携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
协同、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促进各层面交流合
作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这对于深化两岸融合
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展览规模创新高

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是两岸产业经贸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具有广泛影响力，今年更是
历届中规模最大、台商报名最踊跃的一届，超
过700家企业报名参展，台湾地区22个县市首
次聚齐，并组成“台湾特色一条街”。

本届台博会以“聚焦高质量，共谋新发展”
为主题，展览面积达 3.6 万平方米，共有 2100
多个展位，设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题馆、人
工智能与半导体馆、青年创新创业馆、两岸农
业科技馆等特色展馆。

台湾金门的高粱酒、桃园的野生蜂蜜、南
投的茶叶、台中的精美文创产品……漫步“台
湾特色一条街”，各类台湾名品特产令人目不暇
接。大肠包小肠、蚵仔煎、贡丸汤等台湾知名
小吃飘香美食区，传递浓浓“台味”。

台湾商业总会是岛内主要工商团体之
一，此次台博会上，台湾商业总会生物科技、
文化创意、国际贸易、食品等行业企业踊跃
参展。无论首次参展还是多年赴约，现场台
商台企纷纷表示，期待借助展会，跟粤港澳
大湾区的企业进行深入交流合作，并进入大
陆市场。

今年，台博会重点呈现人工智能、半导
体、大数据、云端服务、3C 电子等领域名企
名品，设有海峡两岸电子产业合作专区、海峡
两岸特色专区、东莞镇街特色产业专区、城市
形象专区。现场 700多家展商中，超七成是电
子信息行业，多家上市龙头企业及重量级台资
企业参展。

创新驱动添助力

台博会开幕式上，共有22个台资项目完成
签约，总金额超过139亿元。来自广州、深圳等地
的企业还与台湾企业达成农特产品购销协议。

“我们今年的投资总额增加了50多亿元，从人工
智能产品到民生必需品，各行各业都投入了大
量资金，这充分显示了台商对祖国大陆的信
心。”中山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陈世岳说。

本届台博会新增香港馆和澳门馆，香港台
湾工商协会、澳门多家贸易公司等也参与其
中。活动期间，多名两岸及港澳自媒体人受邀
体验“打卡”，在大湾区青年双创馆、青创论坛
等展开互动交流，共同探讨大湾区发展机遇，
感受东莞“科创新城”的魅力。

“通过了解东莞传统制造业谋求转型的案
例、松山湖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丰富多元的
青年创业项目和产品，我感受到无论是老一代
还是二、三代台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好
地融入了大湾区。”台湾青年罗鼎钧说，东莞出
台了很多惠台措施，再加上大湾区建设带来的
多重机遇，真是台胞台企追梦圆梦的宝地。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说，作为大陆开放
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
之一，大湾区在国家战略的强力驱动下，充分
发挥交通区位优越、产业体系完备、创新要素
集聚等优势，各项建设如火如荼、发展面貌日
新月异，成为两岸及海外瞩目的投资热土、创
业沃土。“这里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劲的发展势
能令人期待，将为广大台胞台商提供更多合作
商机、更大发展空间。”

“台商一起来，融入大湾区”主题活动举办——

促进融合发展 打造共同家园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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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设计作品灵感来源于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雄江镇美丽
的江边水景和层叠翠绿的山峦。
通过对山脉、江水等元素的结构
转化，我们创造了一个虚实相生、
可游可居的休憩空间。”不久前刚
刚结束的第十届“中建海峡杯”海
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以下
简称“实体建构大赛”）上，来自台
湾铭传大学的学生这样向评委们
介绍作品《山岳之渝》的构思。该
作品最终斩获金奖。

自2014年创办以来，实体建
构大赛已连续举办10届，成为海
峡两岸高校建筑领域的品牌活动
之一，为两岸青年学生提供了交
流思想、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
平台。

同场竞技

2014 年，首届实体建构大赛
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举办，来自
海峡两岸8所高校的队伍参赛。首
届比赛以“创新·环保”为主题，要
求参赛者们在2天的时间里，用生
活中的一些废旧材料作为原材
料，搭建一个3米见方的建筑，让
作品兼具独特的外观和内部空间
感受。

聚焦建筑工业化发展、探索
农村生活空间改造、探讨元宇宙
概 念 与 实 体 建 筑 的 联 结 …… 此
后，大赛每年结合行业热点设定
不同主题，让青年以建构巧思展
示自己对建筑行业发展趋势的理
解与思考，活动热度不断升温。

“我们希望每一届大赛的主

题，都能紧贴时代命题。我们
关注新技术的探索运用，也鼓
励 两 岸 青 年 创 造 出 既 有 艺 术 、
又 有 温 度 的 作 品 。”大 赛 评 委 、
中建海峡首席技术质量专家吴
平春介绍说。

收获成长

“2014年，我和台湾几支参赛
队伍的成员一起来到福建。对许
多台湾同学来说，那是一种对大
陆的想象和期待变成现实的感
觉。”回忆起首次举办活动的场
景，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秘书
长郑婷文说。

10 年间，大赛在福建和台湾
轮流举办，聚焦青年所盼，不断
丰富活动载体、拓展活动空间。
数百名台湾大学生由此走进大
陆，亲眼看见大陆的城市建设与
发展变化；数百名大陆学生走进
台湾，感受宝岛的独特风情和充
满活力的创意氛围。两岸青年在
一次次创意碰撞、学术交流中收
获成长、友谊和感动。

2016 年，第三届实体建构大
赛首次跨越海峡，在台北四四南
村举办。这既是台北市的眷村文
化保留场所，也是深受青年喜爱
的文创中心。青年选手们在那里
以火龙果、凤梨、大白菜等台湾

常见农作物为灵感，创造了一件
件 构 思 巧 妙 的 创 意 作 品 。 2019
年，第六届实体建构大赛选在高
雄驳二艺术特区。这曾是储放鱼
粉与砂糖的仓库群，如今已成为
时尚文化创意空间，独具特色。

除了场地选择，大赛组委会
在赛制设计上也颇费心思。参赛
学生在比赛期间不但同吃同住，
一起参与联欢活动，熟悉当地的
特色文化，每支队伍还要派1名学
生去对方的队伍里参与搭建过
程，增强交流互动。

共建平台

现年 28 岁的台青谢思凯是中
建海峡建设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一
名设计师。2018 年，正在台湾华
夏科技大学就读建筑系的他带领
团队参加了第五届实体建构大
赛。正是通过这次比赛，他看到
大陆的发展机会。

“实体建构大赛为我们搭建了
一个互通的桥梁。我们在大陆了
解到许多惠台政策，还有广阔的
市场机遇。这是我决定到大陆发
展的原因之一。”2019 年大学毕业
后，他入职中建海峡，成为一名
青年设计师。

10 年来，中建海峡以建构大
赛活动为依托，拓展打造大学生
实习平台。中建海峡与福州大学
等大陆高校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和台湾东南科技大学签订战略联
盟合作协议，打造福建省首个台
湾大学生实习基地，更多两岸青
年交流交融的故事由此诞生。

建筑为媒，架起两岸青年友谊桥梁
俞凤琼 唐 曦

“东莞台博会的举办就是希望
帮助台商拓展内销，促进两岸融合
发展，打造共同产业、共同市场、
共同家园。尤其在《东莞深化两岸
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得到批复
的当下，为在莞台商乃至岛内台商
来东莞投资兴业，带来了一份实实
在在的‘大礼包’。”东莞市台商投资
企业协会会长陈宏钦说。

2023“台商一起来，融入大湾
区”主题活动暨第十四届东莞台湾
名品博览会近日在广东举办。活动
由国务院台办经济局、广东省台
办、广东省商务厅、东莞市政府、
全国台企联主办，为期5天，两岸
相关工商团体负责人、台胞台商、
专家学者等约4500人参加。

本报香港9月 11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邮政近日宣布，将于9月21
日发售以“香港蔬菜”为题的特别邮票
及相关邮品。

香港邮政介绍，这次发行的“香
港蔬菜”主题邮品包括一套 6 枚邮票
和一张邮票小型张，以绘画形式展示

本地种植的蔬菜，包括萝卜、白菜、
玉米、茄子及红菜头等，配搭不同的
盛载器皿，色彩缤纷悦目，将新鲜蔬
菜生动呈现在市民眼前。

其他邮品还包括套折、首日封
等，设计加入香港菜市场元素，别具
特色。

第十届“中建海峡杯”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金奖作
品——台湾铭传大学《山岳之渝》。 钟建海摄

“香港蔬菜”特别邮票发行

本报香港9月 11日电 （记者陈
然） 2023 香港国际慈善论坛 11 日在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幕。本届论坛
以“携手公益 普惠社群”为主题，旨
在为慈善、学术、商业、社会福利机
构及政府提供交流平台。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
论坛并致辞表示，香港希望在公益
慈善事业担任更重要的角色，以加
强慈善工作的社会影响力。香港国
际慈善论坛及其慈善相关工作，有
助于各界实现构建更公平社会的目

标，对社会有益。
论坛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

主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近 70 位知
名演讲嘉宾和 1600 位业界领军人
物，包括慈善组织、学术界、商界、
社会和政府代表。

香港赛马会于同场宣布成立公益
慈善研究院，并承诺拨款 50 亿港元
作为研究院的初始基金。公益慈善研
究院首个活动“公益慈善基金汇”会议
将于9月13日在香港举行，届时将有
逾50个基金会参与。

2023香港国际慈善论坛开幕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谢妞） 香
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9 月 8 日公布的
2023 年第二季度服务行业按季业务
收益指数显示，香港住宿服务业的业
务收益同比提升 45.5%，零售业同比
提升 17.5%。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受惠于访港旅游业和本地消费需求继
续复苏，今年第二季度不少服务行业
的业务有所改善。

数据显示，与 2022 年同期相比，
电影业、银行业、膳食服务业等收益指
数均获增长。按服务界别分析，旅
游、会议及展览服务界别的业务收益

同比上升 385.8%，电脑及资讯科技
服务界别的业务收益同比上升6.5%。

另一方面，今年第二季度香港运
输业的业务收益则同比下跌 24.9%，
进出口贸易业同比下跌 14.2%，快
递业同比下跌 13.4%，批发业同比下
跌 12.4%。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
来，访港旅游业复苏及正面的本地消
费气氛短期内会继续惠及面向本地的
服务行业，特区政府各项支持消费的
措施也会有帮助，但全球经济情况将
继续拖累外向型服务行业。

香港住宿服务业收益二季度显著提升
消费继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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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元丰村供粤港澳大湾区蔬菜基地的菜农
们在田间地头忙着采摘、搬运、分拣芥蓝和菜心等蔬菜。成 林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