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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动能强劲——

交流走深走实 同胞走近走亲
本报记者 柴逸扉

2023·年终特稿

由两岸有关机构共同主办的2023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结果日前在台北揭晓，“融”字
以最高票当选。一字千言，众望所归。一个简单的汉字，背后表达了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
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反映了两岸民众的朴素愿望和两岸关系发展前景。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利在两岸当下，功在民族千秋。今年以来，两岸各领域交流全面开
花，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台胞台企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两岸同胞手牵手、心连心，
日益增进心灵契合。

“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

初冬时节，南京扬子江畔高朋满座，
气氛热烈。2023 两岸企业家峰会 10 周年
年会如约登场，约 800位两岸各界嘉宾与
会。近年来，大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致
力于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产业科
技创新和供应链自主可控，带来了两岸企
业携手合作、共创新局的契机；两岸应深
化经贸合作，协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共同应对国际贸易挑战……详实的数
据，具体的事例，精辟的观点，有力论
证了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成果与前景。

这一年，越来越多的台商看好大陆
发展机遇，在这里投资兴业，寻找市
场。10 月下旬，第一届海峡两岸农业交
流大会在福建漳平举行，会上签约了两
岸农业合作项目25个，项目总投资额58
亿元，主要涉及台湾名优农产品种植、
农产品加工、三产融合等领域；7 月，
2023 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浙江杭州开幕，
10 个投资项目在主会场签约，投资额达
24.1 亿美元，全省签约台资项目总数为
40 余个，投资总额 41.1 亿美元……商务
部数据显示，今年前 10个月，两岸贸易
额达到近 2200亿美元，大陆新设台企同
比增长21.8%，实际使用台资金额同比增
长超过40%。

——江苏昆山台企负责人陈志伟今
年很忙，他和同事们一直不断地研讨高
端零部件的技术方案。自 2012年来到大
陆，陈志伟已经参与了相关领域 8 项国
家标准的制定。从最早只生产各类模具
相关零部件，到今天生产应用于汽车、
高端装备、医疗等领域的零部件，10 多
年来，高质量发展在先进制造业领域释
放的巨大动能，让陈志伟的公司在大陆
的根不仅扎得深，更扎得广。

——扎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
宁县种植油橄榄的台青林书任今年也很
忙，帮助当地人学习油橄榄种植技术，
参与打造“油橄榄小镇景区”，组织开展
公益助学活动……林书任和他的父亲积

极扎根大凉山的广阔田野，为当地的乡
村振兴和群众的增收致富尽心尽力。当
地的彝族同胞也早已把这对来自宝岛的
父子当做了自己的好朋友。

从南国海岛到西部边陲，从乡村农
庄到都市商圈，台胞台青们这一年都在
忙碌着，奋斗着，他们在追逐梦想的道
路上亲身参与着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具
体实践。

“在国家高质量发展过程里面，我们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面对未来，我
们充满信心。”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
厦门市台协会长韩萤焕坚定地表示。

“‘两岸一家亲’就在日
常生活里”

一趟不用跑！10 月下旬的一天，福
建福州平潭台资企业“全程网办”系统
收到第一份通过线上提交的台资企业注
册登记申请。经过台湾居民居住证身份
在线核验后，平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台
胞注册企业业务“全程网办”。

“‘全程网办’真是太方便了。不
用到现场，异地台籍股东也能通过手机
电子签名、身份核验顺利办理企业注
册，新的营业执照还能直接邮寄给我
们，超赞！”台胞俞女士开心地表示。她
说，去年自己到平潭创业，今年因业务
需要，准备再开办一家文创企业。提交
申请的当天下午，她收到了企业注册成
功的信息，第二天，营业执照便由快递
送上门来。

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今年 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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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台。11 月下旬，福
建发布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首批
15 条政策措施。优化台胞出入境证件办
理，在台胞台企较为集中的 160 个公安
派出所新增台胞证件办理业务；为台胞
办理台湾居民居住证提供便利，将台湾
居民居住证办理时限由法定 20个工作日
优化至 5 个工作日；平潭综合实验区开
通台资企业注册业务“全程网办”；各地
市为来闽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一
定期限的过渡免费住房和公共租赁住
房……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给广大台
湾同胞带来真真切切的便利和实实在在
的服务。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成
果，正体现在台胞台商的日常生活和工
作里。

不只是福建，今年以来，大陆各地
各部门着眼广大台胞需求，立足增进台
胞福祉，拿出政策措施，向台胞台商充
分释放“融”的信号、拿出“融”的诚
意。11 月下旬，广东省珠海市发布 《珠
海台资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指引》，着力
为台胞台商营造更优质营商环境；不久
前，海南出台 《关于积极支持台湾同胞
台资企业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若
干措施》，旨在进一步吸引台湾同胞全
面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分享海南
自由贸易港发展机遇。这样的例子不胜
枚举。

“对于两岸婚姻家庭的成员来说，

‘两岸一家亲’就在日常生活里。”江苏
省苏州市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协会副会长
陈晓文告诉记者，每个两岸婚姻家庭都
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践行者和推
动者。今年以来，她所在的苏州市海峡
两岸婚姻家庭协会组织了多场亲子活
动，为两岸婚姻家庭成员的相互交流提
供了平台，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年轻朋友们交流、融
合是如此顺理成章”

一起打乒乓球，感受体育运动的激
情；一起演奏民乐，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一起交流讨论，感受同根同源的亲
情……今年 7 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
平教授率大陆高校师生团一行在台湾进
行了一周多的交流参访。这是 3 年多来
大陆高校首次组团赴台交流，是一场跨
越海峡的青春约会，一趟亲来亲往的回
访旅程。在台期间，两岸学子相互讨论
各自课程学习和校园社团生活的体验，
交流分享喜爱的影视剧和音乐，一起在
棒球场加油呐喊，彼此总有聊不完的共
同话题。连马英九先生也感慨，“年轻朋
友们交流、融合是如此顺理成章。”

今年以来，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持续
热络。3月底4月初，马英九赴大陆寻根
祭祖，期间他带领近 30名台湾学生到访
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地，
多维度感受大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脉动，并向参与交流活动的大陆师生发
出回访台湾的邀请。8月举办的海峡青年
节上，两岸青年在就业创业、文化艺

术、乡村振兴等领域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和收获，发出了“扎根大陆，梦想花
开”“当你跨过海峡才知道舞台有多大”
的感慨。两岸青年峰会、海峡两岸青年
文化月……如火如荼的活动，让两岸青
年增进彼此了解，拉进心灵距离。

通过实地探访和深度体验，台湾青
年对大陆的了解更加真实、立体、全
面。一些台湾青年感慨，“仿佛历史课本
就在眼前”“之前对大陆发展有所了解，
但这次亲眼所见更感震撼”。许多“首来
族”纷纷表示，希望自己能成为“常来
族”，因为大陆是能够收获成长、实现梦
想的热土，自己应当在这里留下成长足
迹，让青春不留遗憾。

不只是青年之间的交流，这一年，
两岸同胞在各领域、各阶层、各年龄段
之间都有充分的互动沟通。在第十五届
海峡论坛上，上万名两岸同胞参加主论
坛和 34 场系列活动，涉及工会、妇女、
卫生健康、农田水利等诸多界别；在妈
祖、关帝、开漳圣王等祖庙的祭拜活动
中，台湾众多的宫庙代表和信众来到大
陆共襄盛举，共叙法缘；在大陆多地组
织的台湾村里长参访活动中，两岸基层
工作者深入交流，了解各自在社区建
设、基层治理中的心得体会；在成都大
运会、杭州亚运会举办期间，台湾同胞
热心参与赛事和城市志愿服务活动，大
陆观众积极为中国台北选手加油呐喊，
让他们感受强烈的主场氛围……

两 岸 同 胞 在 交 流 交 往 的 过 程 中 ，
心更近，情更浓。心走近了，海峡就是
咫尺。

图
为
台
湾
青
年
在
江
苏
苏
州
举
办
的
﹃
百
企
千

岗
等
你
来
﹄
专
场
招
聘
会
上
选
择
工
作
岗
位
。

华
雪
根
摄
（
人
民
视
觉
）

图
为
大
陆
高
校
师
生
团
在
台
湾
交
流
参
访

期
间
，
两
岸
青
年
在
中
国
文
化
大
学
音
乐
厅
联

袂
献
上
民
乐
表
演
。
新
华
社
记
者

王
承
昊
摄

图
为
大
陆
高
校
师
生
团
在
台
湾
交
流
参
访

期
间
，
两
岸
青
年
在
中
国
文
化
大
学
音
乐
厅
联

袂
献
上
民
乐
表
演
。
新
华
社
记
者

王
承
昊
摄

图为在浙江绍兴举行的“2023 海峡
两岸学生棒球邀请赛”揭幕战上，参赛选
手挥棒击球。 梁永锋摄 （人民视觉）

图为位于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镇的樱花茶旅景区图为位于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镇的樱花茶旅景区。。漳平永福镇地理漳平永福镇地理、、气候条件气候条件
与台湾阿里山相似与台湾阿里山相似，，众多台商台农在此深耕发展众多台商台农在此深耕发展。。 朱海鹏朱海鹏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台北12月25日电（记者陈键兴、刘斐）
最近一周，台北气温明显下降。连日来，多个台湾劳
工团体和青年人迎着寒风，站上街头，发出肺腑之
声，表达民意诉求。

19 日至 24 日，岛内劳工团体联合行动，举办系
列论坛和集会游行，主题是“罄竹难书：终结绿色恐
怖——反恶政、反贪腐、要和平”。活动现场，主办方
竖起巨幅海报表达控诉，多场论坛从白天延续到夜
晚，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阐发观点，批评民进党当局上
台近8年造成兵凶战危、民不聊生、民主崩毁等恶果。

天空阴沉，不时飘起冷雨。一场活动上，行动总
召集人黄德北说，行动在寒冬中举行，与台湾目前环
境非常相似。他表示，贪腐的民进党当局为了自己的
政治利益，甘当美国棋子，挑起两岸对立，不断攻击
大陆，还对批判民进党的岛内团体或个人施以恐吓。

“此时此刻，要以高度的勇气，站出来对执政当局的恶
政表达反对的声音。”黄德北说。

“我们劳工生不起、养不起、病不起、住不起、活
不了。”新竹县议员罗美文在活动中直言，“一辈子勤
劳努力就是希望下一代过得更好。所以，我们看到现
在台湾的情形，能不站出来吗？”

民进党当局把义务兵役从4个月延长至1年，将于
2024年元旦起实行。24日晚，一些年轻人走上台北街
头，打出“台湾青年拒绝兵役延长”“坚持两岸和平交
流”“两岸不对抗 青年不打仗”等标语。“两岸同根同
源，为什么要手足相残？！”一位青年幼教工作者说，
延长兵役就要增加军费，是用白花花的纳税钱供养挑
唆战争的美国，而台湾民众在美国压力下要被迫站上

“不知为何而战”的战场，还要当炮灰，将何其可悲。
活动参与者还表示，民进党上台近8年来，恶政不

断、贪腐频出，台湾百姓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沉重
的压迫令人喘不过气。台湾青年还要被迫接受兵役延
长的恶政，面临可能上战场的风险。因此，必须勇敢
发声，坚决反对危害两岸关系的政策，维护台海和平。

来到现场支持青年的台湾 《观察》 杂志社社长纪
欣表示，我们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攸关每一个
人。和平统一才能真正使台湾长治久安。统一联盟党
主席戚嘉林则指出，我们反对兵役延长，反对战争，
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

本报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李晓晴） 记者从水利
部获悉：为确保今冬明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城市供水
安全，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科学制定 2023—2024年
珠江压咸补淡应急调度方案，于12月25日20时开始实
施第一次压咸补淡调度，调度期10天。主要调度措施
包括：当地水库抢抓时机蓄水补库，近地水库调水压
咸，远地水库持续补水。

据介绍，12月以来，西江、北江流域降雨量较常
年同期偏少一成至四成，干流来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两成至三成。据预测，当前至 2024年元旦期间，珠江
流域无明显降雨过程，西江、北江来水持续偏枯，咸
潮上溯影响加剧。本次压咸补淡调度可有效压制珠江
河口咸潮，为沿线城乡取水口抽取淡水创造有利条件。

水利部将密切关注流域雨情、水情和咸情，滚动
优化调度方案，强化流域水库群统一调度，确保澳
门、珠海、中山等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城市供水安全，
统筹生态、航运、发电等各方面需求，为粤港澳大湾
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水利部启动珠江压咸补淡应急调度

全力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供水安全

宝 岛 寒 风 中 的 热 切 呼 声

近日，在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秀谷镇的果蔬基地
内，工人在分拣、装箱刚刚采摘的西红柿，准备直供
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近年来，当地依托生态资源优
势，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需求，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大力发展特色果蔬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邓兴东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庞梦霞） 77件 （套） 台胞
捐赠藏品、28件征集自台湾地区的文物近日正式入藏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日前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李正圻携 28
位台胞将77件 （套） 涉台藏品捐赠给中国闽台缘博物
馆，其中包括 10 余封两岸家书。在台胞捐赠藏品暨

“博物馆之友”聘任仪式上，李正圻说：“每一件藏品
都是每一户人家珍惜的宝贝，把它们捐给闽台缘博物
馆，是为了能够得到‘永世典藏’。”

28件征集自台湾的文物近日被送入中国闽台缘博
物馆。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荣誉理事长蔡右弼边开箱
边介绍一件藏品：“这是清代的金脸妈祖，通高1米。”
同批抵达的还有清代彩绘泥塑十二生肖神像、清代彩
绘木雕观音坐像、清代彩绘泥塑关帝坐像等反映闽台
两岸“诸神共祀”的文物。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馆长陈伟平说，做好涉台藏品
的征集、研究、阐释、利用，做好两岸谱牒、两岸家
书等“迁台记忆”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正是为
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两岸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位于福建泉州，是以反映祖国
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专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目
前，该馆已从台湾征集和接受台湾同胞捐赠藏品超过
6800件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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