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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结硕果

2023 年海峡两岸农业融合发
展论坛是 2023 年海峡两岸现代农
业博览会·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的
同期活动之一。农业农村部有关
司局、国台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
中心、有关省份农业农村部门、
台湾农渔业协会、在大陆投资创
业 的 台 农 台 商 代 表 齐 聚 鹭 岛 厦
门，共叙乡情，共商两岸农业融
合发展。

“大陆的土地非常开阔，可以
容纳整个台湾的农业。”高雄农会
理事长萧汉俊说。他曾在 2014 年
随连战先生访问大陆，那时，共圆

“中国梦”的提法让他深感震撼。
他表示，两岸农业具有互补性，大
陆需要台湾，台湾人民也需要祖国
大陆，因文化和血脉的天然连接，
两岸之间的农业融合发展是必然的
选择。

农业是两岸起步最早的交流合
作领域之一，迄今已结出累累硕
果。“回顾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
福建是破冰的先行者，农业是融合
的排头兵。”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
心主任袁野在论坛上表示，截至目
前，大陆已累计设立台湾农业合作
试验区 15 个、台湾农民创业园 28

个，为台农台商在大陆发展搭建平
台；还先后批准了海峡两岸渔业交
流示范基地、海峡两岸生态农业合
作先行区，不断为两岸农业合作探
索新模式、注入新活力。

2023 年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
览会·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的规模
折 射 出 两 岸 农 业 交 流 合 作 的 活
力，来自两岸的 1500 多家企业、
2300 多家采购商及两岸各界社会
团 体 、 专 家 学 者 等 嘉 宾 参 展 参
会，共襄盛举。

扎根大陆有信心

不少台商分享了他们扎根大
陆、做大事业的故事，并以亲身经
历告诉与会者，在大陆发展是正确
的选择。

“这 3 年我没有离开过广西，
与所有同仁持续扩建集养殖、加
工、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养殖业
项目，同时引导北海的渔业养殖产
业升级。”广西北海市鲔丰水产有
限公司董事长黄一成来自台湾高
雄，他在大陆从事远洋渔业 30 多
年的成功经验，极具说服力。

台商李志鸿 2004 年赴福建省
漳平市永福镇李庄村承包 2500 亩
山地，创办鸿鼎农场开发有限公
司，从此与永福高山茶结下不解之

缘。“台湾高优精致农业发展的远
景在大陆，如果能够有效整合两岸
的 合 作 优 势 ， 完 全 可 以 共 创 双
赢。”他说。

大陆不断推出的惠台政策也给
了台商台胞更多信心。全国台企联
农业委员会副总执行长卢月香 33
年前从福建嫁到台湾，一直在农业
领域深耕。她说，福建近日发布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
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 15 条最新措
施，为到大陆创业就业的台湾农业
人才提供更多便利，也为台资农业
企业在大陆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

“希望各位同胞把这个好消息带回
台湾，让更多朋友了解大陆的惠农
惠台政策。”她说。

合作交流探新路

两岸农业融合发展正呈现新趋
势、走上新台阶。新技术、新产
业、新平台……论坛上，安徽、广
西、福建等地的嘉宾以及台湾农商
轮流上台，讲述在深化两岸农业交
流合作方面进行的诸多有益探索。

“我们漳浦台创园在园区设立了台
胞科技特派员，举办海峡两岸新型
农民培训 53 期，有 20 家台资蝴蝶
兰企业落地漳浦。”福建漳浦台创
园管委会主任陈顺泉介绍。

除了传统的种养行业，越来越
多台农台商在大陆发展农产品精
深加工、休闲农业、特色民宿、
直播电商等二三产业，并逐步向
精致农业、创意农业、生态农业
等方向发展。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副厅长赫璞峰介绍，自 1996 年台
商投资 5.8 万美元第一个项目开
始，台资农业企业在安徽经济发
展中规模在扩大，产业在升级。今
年，一项总额达2亿元的农旅文创
项目落户安徽省庐江县，投资方是
一家从事辣椒品种研发、种植和销
售及生态农业、现代农业、进出口
贸易等的台资企业。

如何继续释放两岸农业合作的
潜力空间？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会
副会长蒋建平表示，要继续推进

“农林22条措施”落实，加大对台
湾农民创业园的支持；要借用交流
平台，进一步加强交流和人员交
往，共同促进两岸乡村振兴；要加
强两岸技术交流成果分享，推动更
多先进实用的技术应用发展。

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认为，
台湾农业未来要在大陆市场取得
一席之地，也需不断提升自身实
力，“近些年大陆对商品品质的要
求提升，台湾农业商品需要更加
注重产品品质，做出让大陆市场
接受的产品。”

2023年海峡两岸农业融合发展论坛举办——

“台湾农业的未来在祖国大陆”
本报记者 王 平

“台湾农业的未来

在祖国大陆。”在近日

于 福 建 厦 门 举 办 的

2023 年海峡两岸农业

融合发展论坛上，台

湾杰出农民协会理事

长林俊廷表示，大陆

有最好的发展机遇和

空间，“台胞应抓住祖

国大陆的发展机遇，

创造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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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12月 6日电 （记
者黄茜恬）“谭盾 WE-音乐节”6
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开演。此次音
乐 节 共 包 含 3 个 节 目 ， 汇 集 内
地、香港及世界各地的音乐家、
舞者和乐团，展现香港中西文化
荟萃的特质。

当晚，充满原始色彩的节目
“歌剧与舞剧”为本次音乐节拉开

序 幕 。 云 南 少 数 民 族 祭 祀 乐 舞
《茶 马 古 祭》、 迷 你 歌 剧 《九 色
鹿》《心 经》， 以 及 舞 剧 《春 之
祭》依次上演。

“我们希望将东方的原始音
乐、舞蹈、戏剧和肢体语言，与西
方的双钢琴、敲击乐和斯特拉文斯
基的百年经典结合，在香港这个文
化艺术交流的国际舞台上展开一场

东西方文化的对话。”香港文化推
广大使、著名作曲家谭盾说。

“精彩的演出直达人心，唤起
我们对于人与天、地、自然之间关
系的思考。”香港市民陈女士说，
她对此次演出期待已久，从演出中
领略到丰富多彩的云南少数民族文
化，也感受到敦煌莫高窟的瑰丽。

本次音乐节将从6日延续至10

日，节目除了“歌剧与舞剧”外，还
包括“谭盾：巴赫摇滚与杭盖——
当巴赫遇见成吉思汗”和“世界首
演&未来论坛”。

据介绍，9日和10日晚，谭盾
将同摇滚乐队杭盖和湖南长沙交响
乐团合作，以巴赫作品为媒介，与
摇滚音乐对话。

在“世界首演&未来论坛”节
目中，谭盾将与嘉宾进行讨论，介
绍使用元宇宙技术创作的音乐作
品，同时举行现场演出，包括展示
两位年轻作曲家甘圣希和刘隽皓的
世界首演作品等。

“谭盾WE-音乐节”在港开演
三项活动荟萃中西文化

连日来，在
广东连山至广西
贺州高速公路项
目贺江特大桥建
设现场，施工单
位 抢 抓 有 利 天
气，加紧施工作
业。连山至贺州
高速公路 （广西
段） 项目主线全
长49.5公里，建
成后将进一步完
善广西高速公路
网络，构建连通
粤港澳大湾区新
通道。

黎豪图摄
（人民视觉）

本报香港12月 7日电 （记者陈
然） 首届 PRIORITY 亚洲峰会 7 日
起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本届峰会由
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交易所与沙特阿
拉伯未来投资倡议研究所（FII）合办，
以“塑造人类未来大趋势”为主题。来
自世界各地的多位政商、金融领袖和
投资者参与峰会，共同探讨亚洲新兴
市场、数字化转型等热点话题。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峰
会并致辞表示，在“一国两制”下，
香港是接通内地和世界的门户，也是
最具竞争力和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
资金、资讯和人才自由流通，健全的
普通法制度，都有助香港巩固国际金
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表示，特区政府近年以“金融服
务”和“创新科技”作为经济增长

的两个重要引擎，未来将继续积极
吸引企业和人才，帮助香港开拓内
地及亚洲市场。

沙特阿拉伯未来投资倡议研究所
首席执行官理查德·阿提亚斯表示，
香港金融市场在全球首屈一指，交易
极具活力，选择香港作为 FII首个在
亚洲举办的峰会地点，是十分自然的
事。他期望透过此次峰会，建立国际
对话，协助全球了解中国和亚洲的最
新发展。

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总裁亚西尔·鲁
迈扬表示，香港是国际化城市，毗邻
中国内地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资
本市场活跃、创新动力强劲，为内地以
至整个亚洲地区发挥商业及服务枢纽
的作用。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已于香
港、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办公室，未来
还将于中国内地增设办公室。

本报北京12月 7日电 （记者汪
灵犀） 2023全国台协会长座谈会7日
在北京举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联谊会主要会务干部、152家台资企
业协会会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共约
300人参加，围绕“支持台商台企融
入新发展格局、参与高质量发展”的
主题深入研讨与交流。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
宋涛在座谈会上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致 2023 两岸企业家峰会 10 周年年会
的贺信宣示了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交
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
政策主张，充分体现了对广大台胞台
企的关心关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
的总体方略，始终尊重、关爱、造福
台湾同胞，积极扩大两岸交流往来，
推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重大举措，助
力台商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
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广大台胞台商
参与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机遇，将为
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开辟更广阔
空间。希望广大台胞台商顺时顺势，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
轨道，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壮大中
华民族经济贡献力量。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表示，大
陆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前景光明，机遇
前所未有，广大台胞台商要积极参与
两岸经济产业合作，抢搭新的发展快
车。厦门台协会长韩萤焕表示，《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的意见》将闽台融合发展纳
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体现对台湾同
胞的极大诚意。广大台胞台商受惠于
各项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政策措施，
得到了长足发展，更应观大势、明大
义，积极参与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
设。北京台协会长陈文錧表示，台协
要发挥凝聚台胞台商的重要作用，用
心用情服务台胞台企，帮助台胞台企
积极参与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新发
展格局。东莞台协会长陈宏钦表示，
国务院批复《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
合作总体方案》，帮助东莞台商抢抓
两岸融合发展机遇，增强扎根大陆发
展信心，莞台经济合作有望再创新的
里程碑。成都台协会长高锦乐表示，
西部大开发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等重大战略的实施，为台商开
拓内需市场、拓展外销渠道提供了发
展契机。台商要善于抢抓机遇，来广
阔的中西部地区投资兴业。济南台协
会长陈世伟表示，深化两岸经济融合
发展，有利于两岸企业携手应对外部
风险，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中华
文化博大精深，应持续推进两岸文化
交流，增进两岸年轻人之间的相互理
解与认同。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
有关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在会上介绍了
大陆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有关政策，以及支持台商台企
发展的最新举措，并就台胞台商关心
的议题答疑解惑。

2023全国台协会长座谈会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南昌电（记者尚昊） 由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第
31 届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江
西省上饶市开幕。来自大陆主要对台
研究机构、高校和有关方面的学者、嘉
宾约120人，围绕两岸融合发展、台湾
民情新特点新趋势等议题展开研讨。

全国台联党组书记、副会长纪斌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表示，当前台
海形势严峻复杂、岛内局势复杂多变，
台湾正面临着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
退两条道路、两种前景的选择。在这
个关键时刻，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
体方略，做好台湾民情研究工作，为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为推
进祖国统一凝聚智慧和力量。

研讨会上，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
周表示，海峡两岸同文同种，是血浓
于水的一家人，这是两岸融合发展的
文化血缘基础；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台湾同胞是中国公民，这是两岸
融合发展的法理基础。作为一个创新
性的路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具有许

多自身特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为两岸融合发
展提供更多条件和机会，使两岸融合
发展取得更加积极的效果。

全国台湾研究会秘书长陈峰说，
台湾问题因中华民族弱乱而产生，也
必将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解决。
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
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近年
来，大陆陆续出台惠台利民政策，深
化两岸融合发展，让台湾同胞充分感
受到“融合有好处”。两岸同胞交流
合作不能停、不能断、不能少，真诚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继续发扬爱国主义
光荣传统，认清“台独”严重危害，
共同追求和平统一光明前景。

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自 1992 年
开始举办，以研究台湾民情为特色，
是大陆对台研究领域的品牌活动。31
年来，研讨会把握台湾民意脉搏，汇
聚民心工作共识，为丰富和发展国家
统一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本届研讨
会由全国台湾研究会合办，江西省台
湾同胞联谊会、中共上饶市委统战部
协办。

首届PRIORITY亚洲峰会在港举办

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聚焦两岸融合发展

第四届“正岩杯”茶王赛12月6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开赛。本次茶王赛收到
的2854个茶样将参与角逐“武夷大红袍”“武夷水仙”“武夷肉桂”和“武夷陈茶”
四个“茶王”桂冠。图为专家评委在审评参赛茶样。 陈 颖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