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锣鼓喧天，绣球高挂。这边，广西壮族小

伙唱响嘹亮山歌；那边，台湾花莲舞蹈团成员

翩翩起舞……4 月 21 日，在广西南宁青秀山

风景区，台湾同胞热情参加 2023 年“壮族三

月三·八桂嘉年华”活动。

“4 月，我们来广西欢度‘壮族三月三’，

唱山歌抛绣球；7 月，欢迎你们到台湾欢庆花

莲联合丰年节，共起舞祈丰收。”活动中，花莲

小伙札劳·法喇结交了不少壮乡同龄人，向他

们发出诚挚邀请。

今年年初以来，大陆方面采取系列措施

推动恢复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交流合作常

态化，受到两岸同胞欢迎，两岸交流持续热

络。札劳·法喇正是随台湾少数民族参访团

来大陆参访交流。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和平、要发展，要

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中共

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欢迎岛

内各界同胞来大陆参访交流与合作，将持续

完善增进台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让大家愿

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经贸交流持续热络

两岸一家亲，亲望亲好。今年年初以来，

大陆方面在推动两岸人员往来的同时，继续

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一系列

积极务实之举，很快得到岛内各界积极响应。

2 月 15 日至 17 日，台湾两岸农渔业交流

发展投资协会理事长黄一成率台湾农渔业

界人士来京参访。这是近 3 年来首次从岛

内来大陆交流的农渔民团体。参访团拜会

了国务院台办、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及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参

观了京深海鲜市场，围绕恢复台湾农渔产品

输入大陆等台湾农渔民关心的议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我们将与岛内乡亲一道，为两岸

交流合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贡献力量。”黄

一成说。

3 月 21 日，台湾商业总会大陆经贸交流

团抵达北京，这是疫情防控转段后首个前来

大陆参访交流的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访问团。

国务院台办、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

署、银保监会和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予以热

情接待，并就恢复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台湾食

品企业在大陆注册、解决台企融资难题等议

题进行深入交流。“团员们提出的各项诉求均

获有关部门积极回应，此行收获满满。”台湾

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表示，两岸同胞是一

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联结，理应常来常往、

加强交流合作。台湾商业总会将继续支持

“九二共识”，引导会员企业积极融入两岸各

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贡献。

江苏是大陆对台经贸交流合作最密集、

成果最丰硕的地区之一。4 月 17 日至 21 日，

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经贸参访团在北京分别

拜会了国务院台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并赴江苏寻觅商机。“希

望进一步构建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密切联

结。”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苗丰强表示，“九

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工业总会愿持续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共

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希望两岸产业

界携手前行，共同开拓大陆内需市场、参与

高质量发展。

时隔几年再到重庆，台商刘俊谷直呼“了

不起”。“重庆变化太大了！”在 3 月 9 日举行的

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重庆）授牌仪式上，刘

俊谷在台下一个劲儿鼓掌。此次授牌的是全

国第六个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该合作区采

取“一区三园”模式建设。刘俊谷早年就来大

陆投资，此行希望能在重庆找到合适的工业

园区，引进一些台湾的商家，建立食品科技园

区。“希望加快项目在重庆落地。”刘俊谷说。

文体交流精彩纷呈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

陆在那头……”4 月 9 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的

第二届海峡两岸江夏文化研讨会上，一首《乡

愁》让参会代表动容。湖北江夏是黄姓的重

要发祥地之一，来自台北、桃园、苗栗、台中、

台南等台湾县市的宗亲代表 70 余人来

到现场，两岸宗亲共叙亲情、同怀

先贤、共话乡谊。

身着色彩鲜艳的客家花

布衫，台湾苗栗县黄姓宗

亲会理事长黄玮尧与部

分宗亲代表一起，带来

了 具 有 客 家 风 情 的 民

俗歌舞。“我是首次来

江 夏 寻 根 问 祖 ，在 宗

亲互动交流中，能够真

正 感 受 到 一 家 人 的 亲

切，同时也感念祖先背

井离乡的艰辛。”黄玮尧

感慨地说，“江夏黄”是两

岸同胞根出一脉、骨肉相连

的史证，两岸宗亲溯本求源，

共同探讨江夏文化，有助于让子

孙后代更懂得饮水思源、薪火相传。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

水的一家人。今年年初以来，台湾乡亲踊跃

来大陆寻根、参访。在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交

流活动中，两岸同胞越走越亲近。

陶瓷作为中华文化最具特色的载体之

一，在海峡两岸落地生根，见证了两岸艺术家

同根同源的文化对话。 3 月 16 日，“山海共

长”两岸陶艺邀请展在“千年瓷都”江西景德

镇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 90 位艺术家参展。

该展览由江西省美术家协会、景德镇陶瓷大

学与台南艺术大学联合主办。“一直以来，两

岸之间的陶艺交流非常频繁，希望能够通过

此次展览建立更为直接的沟通桥梁，让两岸

在陶艺领域能有更多交流机会。”台南艺术大

学应用艺术研究所所长张清渊说。

近年来，两岸体育界密切沟通、协同配

合 ，创 新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丰 富 多 彩 的 交 流 活

动。围绕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

会、成都大运会备战参赛等议题，两岸奥委会

加强沟通、协调立场、相互支持，共同维护两

岸体育交流合作大局。4 月 16 日至 20 日，应

中国奥委会邀请，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林鸿

道率参访团一行来京参加第二十四届两岸体

育交流座谈会并参访。

将于浙江杭州举行的第十九届亚运会，

是两岸体育界共享机遇的重要平台。应台湾

体育界所请，大陆有关方面成功协调将棒球

纳入杭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林鸿道表

示，两岸体育界均坚持“奥运模式”，应携手共

进，让体育继续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助力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两岸青年携手同行

在鹿城，“打卡”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感受

千年古城与现代活力的交织；在永嘉，参观现

代化民营企业，了解大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在洞头，考察半屏山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探寻

“半屏山、半屏山，一半在洞头，一半在台湾”

的两岸情缘……日前，“跨越海峡·筑梦温州”

台青温州行参访团一行 20 位台湾青年在浙

江温州开展了为期 7 天的交流参访活动。

“第一次来大陆，第一次来温州，感觉

非常好，希望接下来可以保持常态

化交流，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交流团成员纷纷表示。

“ 我 在 参 访 中 发 现 了 一

些创业就业机遇，就先把银

行卡办起来，希望以后办事

情更方便。”台湾青年郭烜

宗对祖国大陆的发展感到

震撼，许多和他一样的台

湾青年也在现场办理了大陆银行卡，并体验

手机支付功能。

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两岸青年通过

形态多样的交流活动交心交融、携手同行，成

为两岸融合发展过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长者食堂、瑜伽教室、“四点半课堂”

等功能区，多方位体验社区服务；观摩远程

驾驶机器人、垃圾分类机器人、社区智慧平

台等数字化应用……日前，在第十届海峡青

年节活动中，两岸青年以“两岸社区治理”为

主题，深入福建福州中山社区、中天社区等

调研参访、交流互动，从年轻人的视角探讨

两 岸 社 区 治 理 标 准 ，分 享 成 功 案 例 和 治 理

经验。

“在社区营造方面，两岸有很多互学互鉴

的空间。”几天的交流，让厦门大学台湾研究

院博士研究生苏悦深受启发，她说，台湾的社

区营造有丰富经验，大陆也有良好的社区营

造土壤，两岸青年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共建共

享美好家园。

2023 年“WAY！来深圳”台湾青年深圳

实习活动，共发布实习岗位 1256 个，并提供

564 个实习衔接就业岗位，为台湾青年来深

圳实习就业提供双向选择平台；江苏将于 7
月至 8 月举办面向台湾大学生的实习就业特

训营活动，涉及新闻传媒、医疗服务、法律事

务等行业和领域……一系列实习、就业、创业

活动，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提供

了更多机遇。

“今年以来，我们聚融壹家台湾青年双创

基地已引进 20 多个台湾青年团队前来创业，

暑期还将有 50 余位两岸高校师生前来进行

产学合作。两岸青年围绕乡村振兴、文化创

意等领域，碰撞火花、互学互鉴。”福建厦门集

美两岸青少年发展中心主任左星星致力于服

务台湾青年创业团队，她说，两岸青年交流机

遇多元、舞台广阔，可为两岸融合发展增添新

生力量、注入青春活力。

“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萧条，要

交流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台湾社会

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国

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当前台海局势依然

复杂严峻，民进党持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

挑衅。两岸同胞还需共同努力，坚持“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向着正确的

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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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以“ 融 通 中 外 推 动

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

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

大会在京举行，来自 1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 500 位华侨华人社

团负责人齐聚一堂，交流经验、

共谋发展。

世 界 各 地 有 几 千 万 海 外 侨

胞，“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

华人”。每个海外侨胞都是中华

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就像祖国参

天大树上的一片叶子，根永远深

深地在祖国的深厚土壤里紧紧相

连。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

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

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

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

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

的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

精神基因。中华文明有着 5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

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

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

印。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琴棋

书画的艺术，广大侨胞身体力行

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在讲述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

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

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

海 外 侨 胞 具 有 融 通 中 外 的

独特优势，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

重要桥梁和纽带，是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力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国与国

之间的事，更需要世界各国民众

普遍参与。新时代以来，广大海

外侨胞团结互助、入乡随俗、情

怀桑梓、以侨为桥，运用自身优

势和条件，积极为住在国同中国

各领域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更好

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为促进世

界和平与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

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

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

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只要海内外中华

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

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

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

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是党和国家

的一项重要工作。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根据新的实

际进一步做好“侨”的文章，不断加强海外华侨工作，切

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引导和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

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和平统

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

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广大海外侨胞携手同心、

勇毅前行，深入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促

进世界和平与中外友好，积极促进全球发展与合作共

赢，积极促进中外交流与文明互鉴，就一定能够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上谱写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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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2023 全球招商推介

会”。来自法国、葡萄牙、加拿大等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逾

400 名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横琴发展的商机与未来。本次

推介会以“在这里，看见更好的彼此”为主题，向社会各界推

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制度优势和营商环境，吸引更多

境内外优质企业来横琴投资和发展。

自成立以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就被赋予“促进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

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做好粤澳合作开发横琴这篇

大文章，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了重要动力，也为世界提供新

机遇。

前不久，“澳琴联合招商推介代表团”赴印尼、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开展招商推介活动，组织约 280 场商业配对，

促成 6 项合作现场签约，释放了琴澳一体化、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积极信号。“多重政策红利叠加出色的地理区位优势”

“这里有着一流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横琴拥有不可限

量的发展潜力”……横琴向世界发出的“邀请函”，收到了许

多企业家的积极反馈。

横琴大舞台，世界新机遇。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步伐不断向前迈进，“澳门平台 +国际资源 +横琴空

间+成果共享”的琴澳产业联动发展模式，为横琴带来生机

勃勃的经济活力与投资潜力，这正是横琴的独特优势与魅

力。通过一系列全球招商活动，相信会有更多海内外企业

走进横琴、了解横琴、投资横琴，在这片干事创业的热土上

实现互利共赢。

横琴举办“2023全球招商推介会”——

横琴大舞台 世界新机遇
禾 立

■两岸脉动R

两岸交流合作是人两岸交流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心所向大势所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程程 龙龙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5
月 6 日晚，一曲饱含深情的《我和我的祖国》将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内的气氛推向高潮。全场

观众主动起立，与台上的艺术家们同声高歌，

掌声经久不息。

这是“国风国韵飘香江”歌剧音乐会首演

中令人动容的一幕。当晚，香港大会堂灯火

辉煌、喜气洋洋，许多观众从九龙、新界赶来，

争相目睹国家级艺术院团中央歌剧院艺术家

们的风采。香港市民许小姐与母亲一同入

场，言语间尽是藏不住的喜悦，“能在香港欣

赏到国家级艺术院团的艺术家演唱的中国民

族歌剧经典选段，机会十分难得！”

“国风国韵飘香江”系列活动由国家文旅

部、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指导，香港赛

马会特别支持，紫荆文化集团主办，中央歌剧

院是活动中首个赴港的国家级艺术院团。

“中央歌剧院的青年歌唱家与香港的年

轻艺术家同台合作，意义深远。”中央歌剧院

副院长、女高音歌唱家么红向记者介绍，中

央 歌 剧 院 坚 持“ 古 为 今 用 ，洋 为 中 用 ”的 理

念，歌唱家不仅能唱西洋歌剧，也能演绎中

国原创歌剧，以歌剧语言传播中国声音，“借

着 这 次 演 出 ，期 望 将 爱 与 问 候 带 给 香 港 观

众，同时向大家展现我们民族歌剧发展的灿

烂成果。”

首场音乐会中，么红领衔，特邀香港男高

音歌唱家莫华伦，多名中央歌剧院实力歌唱

家携手香港乐团，为观众带来歌剧《白毛女》

《洪湖赤卫队》中的经典唱段、歌剧《伤逝》中

的二重唱《紫藤花》等优秀作品。

“音乐是能凝聚人心的艺术形式。”音乐

会结束，青年学生殷怡仍回味无穷，“我为祖

国的艺术发展成就深感自豪，作为年轻一代，

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将这样美好的中国故事

传播出去。”

8 日下午，3 位来自中央歌剧院的艺术家

来到香港理工大学，在题为“美声在中外歌曲

演唱中的技巧运用”音乐大师课上，与百余名

师生切磋交流。

“舞台是神圣的，我们一旦站在这里就要

非常自信、表情灵动，用歌声与观众分享曲目

中的喜怒哀乐。”聆听了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

量及地理资讯学系科学主任韩瑶演绎的《鳟

鱼》，国家一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尤泓斐亲

自示范，示意韩瑶调整气息，“记住表演要领，

来，深吸一口气，我们将前两小段再来一遍。”

“非常感谢尤老师的指导，让我有豁然开

朗的感觉。”韩瑶说，“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尽

己所能展现中华文化的底蕴和魅力。”

当晚，中央歌剧院歌唱家为香港各高校

师生演绎中外经典歌剧选段，精彩的表演赢

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几天来的演出，让我

对香港市民的热情深有感触，青年学生的求

知欲和表演能力尤其让我感动。”尤泓斐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9 日下午，中央歌剧院的艺术家们走进解

放军驻港部队，举办交响组歌《古田颂》声乐

专场演唱会，呈献专为驻港部队官兵排演的

16 首红色题材歌曲，逾 400 名驻港部队官兵

在现场观看。

“艺术家的同台合作意义深刻，不仅能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能在艺术交流中碰撞

出新的火花。”中央歌剧院院长刘云志表示，

期待将更多优秀艺术作品带给香港观众，同时

也热情盼望着香港艺术家来内地表演交流。

国 风 国 韵 飘 香 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尧尧 陈陈 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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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在线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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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两岸陶瓷专家学者共同观赏两岸陶瓷专家学者共同观赏““山山

海共长海共长””两岸陶艺邀请展展出作品两岸陶艺邀请展展出作品。。

许一铭摄

图图②②：：两岸青年在第十届海峡青年节活两岸青年在第十届海峡青年节活

动中合影留念动中合影留念。。

张 闻摄

图图③③：：两岸同胞参加两岸同胞参加 20232023 年年““壮族三月壮族三月

三三””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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