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0 年，江苏省昆山市引进第一家台资企

业。 30 多年来，昆山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过

5400 家，许多台胞台属在这里工作生活。

近年来，昆山从产业相融到心灵契合，打造

让广大台商“宜居、宜业、包容、认同”的良好

环境。

（一）

3 月 5 日清晨 6 点，气温还很低。“70 后”台

胞张文山就出现在了周市镇华城美地小学的绿

茵场上，他穿着蓝色棒垒球服，时而抬手示范，

时而拍手叫好。8 年来，张文山和妻子一直义

务担任周市镇华城美地小学的棒垒球教练。

“做棒垒球教练是我的梦想，看着孩子们的

进步和昆山对这项运动的支持，我感到非常开

心。”张文山说，在昆山，他找到了实现梦想的

平台。

棒垒球运动在台湾非常盛行，如今，在两岸

同 胞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这 项 运 动 在 昆 山 也 流 行

起来。

昆山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荣誉会长孙

德聪告诉记者，为了给在昆台胞搭建更大的垒

球运动平台，早在 2011 年，昆山就举办了首届

慢速垒球赛。如今，这项赛事已成为大陆最具

影响力的两岸慢垒赛事之一。

成立于 2007 年的周市两岸兄弟红翼队已

参加了多次慢速垒球赛，球队的台商队员胡正

顺告诉记者，建队之初，队员全是台胞。如今，

队伍有一半是大陆队员。

“这些年，慢速垒球成了两岸同胞相互了

解、互动的良好渠道，不仅推动了昆山垒球运动

发展，形成‘两岸一家亲’的合力，也让我们台胞

在一颗小小的垒球上，找到了‘精神家园’。”胡

正顺说。

多 年 来 ，昆 山 搭 建 了 一 系 列 两 岸 交 流 平

台：举办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与台湾的

“元宵灯会”遥相呼应；成立昆山当代昆剧院，

组 织 两 岸 艺 术 家 互 访 交 流 和 演 出 ；举 办 了 海

峡 两 岸 马 拉 松 赛 …… 一 场 场 精 彩 的 活 动 ，一

个 个 两 岸 交 流 的 平 台 ，不 仅 给 台 湾 同 胞 构 建

了精神家园，也让两岸人民的心越走越近。

（二）

今年 57 岁的詹益朝来昆山已有 19 年，穿着

笔挺的西装，他是昆山一家橡塑材料公司的老

总；换上牛仔裤，他又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美食

家，蛤仔煎、深坑豆腐、瓮仔鸡……在昆山随处

可见的各种台湾美食，詹益朝都如数家珍。

“从各色台湾小吃到台湾精致料理，在昆山

都能找到各种价位、口味、层次的台湾味。”詹益

朝说，“只要想吃台湾味，昆山全都有。”不仅品

类丰富，而且口味纯正。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节，詹益朝没有回台

湾和妻儿团聚，但他并不觉得孤单。“在昆山工

作生活了这么久，我早就把这里看作是第二故

乡了。”詹益朝说，他住的小区附近有几家超市

卖台湾特产，采办年货特别方便，浓浓的家乡

味极大缓解了詹益朝的思乡之情。

不仅仅是美食，在昆山，更让台胞们舒

心的是这里的生活氛围。走进位于水乡古镇

周庄的画家村，一座粉墙黛瓦、清新质朴的独

栋两层复古临水建筑映入眼帘，2013 年开馆

的昆台联合画院便坐落于此，这里汇聚了两

岸的名家画作，有灵秀生动的江南水乡，有

枝繁叶茂的台湾森林，有壮丽恢弘的峡谷飞

瀑……

来自台南的台胞张翠兰一有时间，就会来

这里坐坐。除了看画作展出，还常常参加这里

举 办 的 书 画 摄 影 艺 术 交 流 活 动 。 张 翠 兰 是

2002 年跟着丈夫一起来昆山的，她酷爱国画，

到了昆山后，她真正圆了自己的“国画梦”。十

几年来，她一直在学国画，近几年，她又在昆山

市台协会的协调下，进入了昆山书画院学习，师

从昆山的书画名家。“昆山给我们台胞构筑了温

馨 生 活 氛 围 ，让 我 们 随 处 都 能 感 受 到 家 的 温

暖。”张翠兰说。

如今的昆山，不仅是台胞成就事业的沃土，

也 是 享 受 愉 悦 生 活 的 乐 园 、心 灵 归 宿 栖 息 的

港湾。

四季常青的绿植、错落有致的喷泉、幽静弯

曲的小道……走进昆山周市镇花都社区，犹如

置身于一座美丽的花园。这个社区台胞台属入

住比例超过 30%。为了给他们创造舒适温馨的

生活氛围，花都社区每年都举办花卉节、美食

节、运动节、艺术节和两岸同宗同源的各种节庆

活动，在社区营造“中华大家庭、相聚一家亲”的

浓厚氛围。

“当初选择在昆山定居，就是看上了昆山舒

适的居住环境和惬意的生活氛围，现在两个女

儿 都 在 昆 山 读 书 ，一 家 人 生 活 在 这 里 非 常 美

满。”家住花都社区的台胞邱志明说。

（三）

4 月 18 日下午 4 点，昆山市文化馆的排练

室传来了阵阵动人的歌声。推门而入，30 多名

来自昆山两岸合唱团的歌唱者正在演唱《昆山

是我家》。

“《昆山是我家》是我们合唱团唱得最多的

曲目之一，这首歌唱出了众多台商安家昆山的

心 声 。”昆 山 两 岸 合 唱 团 团 长 兼 指 挥 林 大 毅

说。 2011 年，林大毅来到昆山，如今，他不仅

事业节节攀升，生活圈、朋友圈也与昆山融为

了一体。

作为一名“新昆山人”，林大毅将子女也带

到了昆山。2018 年，林大毅的儿子结婚，按当

时规定，非苏州户籍在昆需要工作满一年才能

购房。这时，昆山围绕投资经贸合作、金融改

革创新、社会文化交流、台胞就业创业、在昆居

住生活等 5 方面出台“68 条措施”，台胞只要在

昆办理就业证就可在昆买房。

“‘68 条 措 施 ’的 出 台 解 决 了 我 的 燃 眉 之

急，让我顺利在昆山安了家。”林大毅的儿子说，

两年前，他的女儿出生，如今，林家三代人都在

昆山生活。

“现在，越来越多的台胞在昆山扎下了根。”

台商宝裕房产总经理沈耀宏说，他在昆山开发

了楼盘，台胞住户占了六七成。沈耀宏发现，越

来越多的台商在这里有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

是第四代。

来自台湾桃园的萧世杰在昆山工作生活已

有 15 年时间，2015 年他的父亲在退休后回了台

湾，他决定留在昆山继续创业。在昆山，他不仅

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幸福的爱情。他的妻子

来自河南洛阳，如今，他们的两个孩子已经上

学了。

孩子的出生让萧世杰更坚定了在昆山长期

扎根奋斗的决心。“有小孩之后，我对昆山这座

城市的归属感更强了。”萧世杰说。不仅仅是他

自己，萧世杰发现身边有很多台商子弟在昆山

本地学校就读，“这意味着有众多台商家庭真正

在这里扎了根。”

童子骑着黑水牛，农夫扛着曲辕犁，孝子背

着老母亲……在位于昆山慧聚广场的两岸文化

交流中心大厅里，展示着一张栩栩如生的国画

《唐山过台湾》。每有客人造访，孙德聪都会领

着他们来看一看。“几百年前，先辈们移民到台

湾。现在，我们这些后代回到了大陆，在昆山扎

了根，‘两岸一家亲’的情谊，是怎么也斩不断

的。”孙德聪说。

昆山累计批准台资企业超过 5400家

营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
本报记者 王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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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0 海峡两岸（昆山）马拉松比赛。

图②：2020 年在昆山举办的两岸少儿绘画

比赛。

图③：2020 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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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一项“国家安全与我”中学生征文

比赛在澳门举行颁奖仪式。

征文比赛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与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

络办公室共同主办。主办单位表示，青

少年是国家和澳门的未来和希望，正确

引导澳门青少年认识祖国、了解澳门，

唤起青少年的国民身份认同和公民责

任极其重要。

赛事评委会介绍，今年的征文比

赛，各学校的参与热情非常高。澳门 35
所中学的近 5000 名初、高中学生参加

了比赛。他们在“国家安全与我”这一

主题下深入思考、认真写作，充分展现

了澳门青少年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和

深厚的爱国爱澳情怀，可谓一次富有成

效的自我教育过程。

经过认真评审，40篇作品分别获得

高中组及初中组的一、二、三等奖及优异

奖。部分优秀获奖作品在同一天开幕的

澳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中展出。

澳门培正中学学生张靖坪的《国家

之安全，吾辈应担当》获得一等奖。他

说，“国家的安全与澳门息息相关。作

为澳门青年应该努力读书，完善自己，

成为国家及澳门的栋梁。”

澳门培正中学的带队老师表示，这

次征文比赛以“国家安全与我”为主题，

期望青少年从自己的视角看待总体国

家安全，了解国家安全与其成长、成才、

成功的密切关系，认识自己作为中国公

民和澳门居民，对国家和澳门的应有责

任，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意识。

澳门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黄少泽

出 席 了 颁 奖 仪 式 ，他 说 ，澳 门 回 归 祖

国 以 来 ，在 完 善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立 法 、

体制和机制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尤其

是过去几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以防范

一 些 敌 对 势 力 对 澳 门 的 干 预 和 渗

透 。 未 来 澳 门 将 继 续 完 善 维 护 国 家

安全的配套立法和执法机制，增强执

法能力。

澳门法律工作者联合会副理事长

兼副秘书长陈华强表示，宣传和推广国

家安全观念，是构建国家安全法律防线

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让每个人都根

植一国之念，坚守一国之本，坚定不移

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才

能有效地维护‘一国两制’方针，推动

‘一国两制’澳门实践行稳致远。”

4 月 19 日晚，“亲情中华·诵读英雄”

情境朗诵会在京举办。首都 800 余名侨

界人士观看了演出。

“亲情中华·诵读英雄”情境朗诵会

由 中 国 侨 联 主 办 ，中 国 侨 联 文 化 交 流

部、北京演艺集团承办。晚会以诗歌朗

诵为主体，融合歌曲、舞蹈、合唱等艺术

形式，分为峥嵘岁月、自强不息、沧桑巨

变、奋进时代四篇章，讴歌了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包括广大归侨侨眷、海外

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谱写的

英雄史诗。

朗诵会汇集众多艺术家，他们以“扮

演”的形式融入原文作者所处的时代，结

合舞台与布景，生动呈现了作品所处的

历史场景。“我们想要通过舞台来情景化

地还原英雄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让革命

先烈方志敏、南侨机工白雪娇、石油工人

王进喜、大地之子黄大年等时代英雄与

今 天 的 朗 诵 者 们 在 同 一 场 景‘ 对 话 交

流’，让观众完成一次‘穿越历史’的体

验”。北京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

佳琛表示。

要 完 成 这 场“ 穿 越 历 史 ”的 对 话 ，

对 于 今 天 的 朗 诵 者 来 说 ，是 个 不 小 的

挑战。总政话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纪

宏 此 次 负 责 演 出《我 长 了 一 张 大 中 华

的脸》。上世纪 70 年代，刘纪宏在总政

话 剧 团 广 播 台 播 送 长 篇 小 说《凯 旋 在

子夜》和《高山上的花环》时，曾收到战

士 从“ 猫 耳 洞 ”写 来 的 信 ，使 他 深 受 鼓

舞 。 他 说 ，感 动 观 众 的 前 提 首 先 是 感

动 自 己 。 只 有 演 员 读 懂 英 雄 了 ，才 能

将其中的精神宣扬出去。

精彩的表演获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

声，深深打动了观众席上的黄河清。她

对记者表示，节目中对党、对祖国、对人

民、对英雄的深沉情感，勾起了她很多回

忆。作为归侨，黄河清的父亲常向海外

亲人讲起国内的工作与生活，言语里充

满自豪。节目让她想起父亲那一代归侨

的深厚家国情怀。

据 悉 ，本 次 活 动 还 在 北 京 时 间 4
月 23 日 通 过 多 个 网 络 平 台 向 海 内 外

播 出 。 同 时 ，中 国 侨 联 还 将 推 出“ 亲

情 中 华·童 心 欢 畅 ”全 球 华 裔 儿 童 共

庆 六 一 晚 会 、“ 亲 情 中 华·追 寻 足 迹 ”

等系列活动。

读懂英雄 同心逐梦
王婉蓉 孙立极

富有成效的国家安全教育
本报记者 毛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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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4 月 24
日电 （记者胡拿云）从

普 通 员 工 到 高 级 经 理 ，

从受雇于会计师事务所

到 自 主 创 业 ，从 每 年 为

100 多 家 企 业 服 务 到 为

港澳青年在穗创业发展

提 供 帮 助 ，香 港 青 年 杨

晓欣在内地求学、工作、

创业、打拼，书写着属于

自己的粤港澳大湾区逐

梦记。

2002 年 杨 晓 欣 从 中

山大学毕业。考虑到大

学 4 年积累的人脉，以及

相对低廉的房价和更舒

适的生活环境，她决定留

在广州，进入知名会计师

事务所工作，成为这个事

务所在广州的首位港籍

员工。

在 事 务 所 工 作 期

间 ，杨 晓 欣 接 触 了 很 多

有潜力的民营企业和新

兴 创 业 团 队 ，看 到 了 内

地 企 业 发 展 越 来 越 好 、

想去境外上市投资的越

来 越 多 ，同 时 也 发 现 这

些企业在财务税务和投

融资上大都缺乏专业知

识 ，自 己 可 在 这 方 面 为

他们提供帮助。

经过十几年摸爬滚

打，杨晓欣在晋升为事务

所合伙人前选择了辞职，

并开启创业之路。 2016
年，杨晓欣和事务所同事

合开了一家专业咨询公

司，为内地的初创企业、

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

和境外上市公司提供企

业架构建议、企业价值评

估等咨询服务，并为政府

机 构 和 企 业 提 供 培 训

课程。

从 员 工 到 老 板 的 转 变 ，让 杨 晓 欣 感 受 到 了 创

业之艰难：“创业初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资金筹

备、公司选址、团队管理等，都要自己去沟通和

摸索。”

但同时，内地浓厚的创业氛围和众多优惠政策，

也让她看到了希望。“内地有大批优秀的创业者，我

们可以交流经验，提升自己。这边生活成本比较低，

有人才公寓可住，还有专门为港澳青年提供的创业

场地……”杨晓欣说。

如今，杨晓欣的咨询公司每年会为 100 多家初

创团队和大中型境内外企业提供专业咨询，在广州

税务咨询界逐渐闯出了名气。随着广州业务的飞速

发展，她还将分公司开到了香港。

除了开办公司，杨晓欣的另一个身份是广州天

河区港澳青年之家的创投融资部部长。

作为一名来内地创业的港澳青年，她深知其中

的艰难与不易，非常希望为港澳青年创业者提供经

验和指导。

这个港 澳 青年之家是一家非营利性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旨在为港澳青年在穗创业发展提供帮

助。目前，广州共建成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32
个，成功孵化港澳台企业 200 多家。

“很 多 在 内 地 创 业 的 港 澳 青 年 对 企 业 的 财 税

问题很不了解，不知道内地的税负率，开公司要交

什 么 税 。”杨 晓 欣 说 ，自 己 就 是 研 究 这 方 面 问 题

的，“所以通过港澳青年之家，为他们提供税务上

的帮助。”

2020 年，杨晓欣和港 澳 青年之家的核心成员

创办了基金公司，与天河基金合作，共同发起港澳

青年大湾区发展创投基金，还与同在内地创业的朋

友 一 起 开 办 线 下 创 业 课 程 。“ 之 前 我 会 经 常 回 香

港，跟香港青年们讲讲我在内地的创业经历，给他

们传授一些创业知识。最近由于新冠疫情，我们将

课程放到线上，很多香港大学生都会观看我们的课

程。”她说。

在广州生活了 20 多年，杨晓欣看到了内地日新

月异的变化。“希望更多的港澳青年能来内地走走看

看，感受一下这里浓厚的创业氛围。”

杨晓欣说，“大时代给了我们在大湾区发展的机

会，更多的港澳青年应该参与进来，在这个大舞台上

施展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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