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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来，收获了实打实、

沉甸甸的成果，绘就了联结世界、美美与共的壮阔画卷。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大道上，广大海外侨胞既是见证者、

参与者，也是推动者、受益者。

为中亚鲁班工坊“添砖加瓦”，助力人文交流；在物流

行业中施展作为，服务中欧班列；参与肯尼亚蒙内铁路施

工，见证中非合作深扎根、结硕果……一位位海外侨胞

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将个人梦想融入宏伟事业的奋斗篇

章。正如一位海外侨胞所说，“将桑梓深情转化为投身共

建‘一带一路’的强大动力，尽己所能献计出力。”

展望共建“一带一路”下一个金色十年，海外侨胞的

舞台更大、机会更多、条件更好。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海外侨胞

既熟悉驻在国情况和国际规则，又熟悉中国和家乡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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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增进民心相通的重要力量。以侨为桥，促进中外

友好合作，让世界了解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海外侨胞

能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拓展事业发展的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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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的起点

上，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

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海外侨胞发挥好资金、技术、人

才、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好融通内外、熟悉国际

规则等优势，一定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共建“一带一路”

海外侨胞大有可为
张 烁

近日，以“科技赋能智慧未来 创新推动

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十六届京台科技论坛

在北京开幕。论坛聚焦深化京台科技经贸交

流合作，来自两岸相关部门、产业协会和企业

的代表深入交流，共同探讨科技助力两岸融合

发展的新路径。

“20 多年来，京台科技论坛参与层面逐步

扩大，具体成果陆续展现，成为推动京台产业

技术合作中最重要的平台之一。”两岸企业家

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说，两岸产业紧密

交流、蓬勃发展，未来应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

新合作，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共寻新的商机。

“京台科技论坛不仅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平

台，更是推动两岸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力

量。多年来，京台科技论坛为推动京台经贸、科

技和教育合作，深化两岸企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

诗钦表示，论坛在科技产业融合发展上，已从电

子信息领域扩大到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元宇

宙、新能源汽车、智慧城市、智慧医疗、金融科

技、先进制造业及现代化服务业等领域。

京台科技论坛见证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变

化，在科技引领和创新示范、推动京台两地交

流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了解到，

除了开幕式暨主论坛，今年的京台科技论坛专

门设置京台数字经济产业合作平行论坛，旨在

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推动数字经济领域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多位专家学者表示，随着数字

中国、网络强国建设不断推进，大陆的市场空

间和发展机遇将更为广阔，两岸产业界可携手

推进技术创新，培育产业生态，促进融合发展。

除了数字经济领域，北京与台湾在医疗大

健康领域的合作也日益紧密。京台医疗大健

康产业论坛以“两岸携手 共铸健康”为主题，

来自北京和台湾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医疗大

健康领域的前沿技术和未来发展趋势。

近年来，智能制造和绿色低碳是京台科技

论坛重点聚焦的合作领域之一 ,以“数智低碳

创领未来”为主题的京台数智低碳产业发展论

坛作为分论坛举办。“大陆资源丰富、市场广

阔，未来两岸在绿色经济、智慧城市等方面可

进一步加强合作。”台湾绿色能源产业联盟理

事长陈光雄表示。

论坛上，京台两地业界举办了两岸共建数

智低碳园区项目签约仪式。台湾电脑商业同

业公会联合会首席顾问叶惠青在视频致辞中

表示，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经济是发展趋势，

科技与气候环境治理相结合，将推动两岸产业

发展，带动气候科技产业兴起。

论坛上，北京市台办、北京市科委、英业达

集团等“两岸科技创新中心”发起单位举行签

约仪式，“两岸科技创新中心”举行启动暨揭牌

仪式。该中心是落实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的新举措，是服务两岸科技交流合作的新

载体。未来该中心将立足科技引领产业的导

向，持续推动两岸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在更

高层次上深化两岸科技交流与经济合作。

“北京不断深化京台科技交流和经贸合

作，在京台两地之间架起‘连心桥’。”北京市相

关负责同志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京投资兴

业、共享发展机遇，坚信在两地共同努力下，京

台合作必将打开融合发展新局面，为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二十六届京台科技论坛聚焦数字经济、医疗大健康等领域——

深化交流合作 共享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孙天霖

10 月 23 日，“一国两制”下

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

大型跨海交通工程——港珠澳

大桥迎来正式开通 5周年。

港珠澳大桥于 2018 年 10
月开通，是连接香港、珠海和澳

门的超大型跨海通道。有了这

座“同心桥”，三地间车程大幅

缩短、居民出行更加便利、物流

运输成本明显降低，大大提升

了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融 合 发 展 格

局。图为从香港大屿山上眺望

港珠澳大桥香港段。

侯 宇摄（影像中国）

“如果你只来一天，澳门是座风情浓郁的

小城；如果能停留一周，就能感受浓浓的休闲

情趣；如果用一个月来漫步大街小巷，你会由

衷感慨，澳门是一座文化之城。”澳门江苏联谊

会会长岑展平是位老澳门人，讲起澳门，总有

点睛之语。

舞剧《只此青绿》、话剧《马兰花开》、京剧

《龙凤呈祥》相继登上澳门舞台，“造化在手

——故宫、上博珍藏恽寿平书画特展”在澳门

艺术博物馆展出，福隆新街步行区、荔枝碗船

厂片区、益隆炮竹厂旧址等历史片区活化焕新

颜……持续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让澳门更富

魅力，“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

流合作基地”特色彰显。

“澳门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是我

们的宝贵财富。‘国家所需、澳门所长’，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我们要

齐心协力夯实澳门文化的基础，推动澳门文化

的更大发展。”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

良说。

多元呈现 文化多彩

“歌手在台上表演，身边的观众和我一起

跟唱，好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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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手拿国旗、区旗的观众闫女士说，“爱国

体现在每个普普通通的日常”。

《心中有大爱》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祝福，

《我们是黄河泰山》唱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

豪迈气概……文艺晚会用“旭日东升”“壮美西

部”“南国风情”“北国风光”“人文湾区”等篇章

赞美祖国的壮丽山河。“‘同声歌祖国’晚会已

成为澳门各界庆祝国庆节的品牌活动。”晚会

总导演刘乃奇告诉记者。

“看不够，真的好！”澳门市民杨女士对记

者感慨。根据王希孟画作《千里江山图》编创

的舞剧《只此青绿》8 月底在澳门上演，一时间

成了澳门的热门演出。“不仅能欣赏优美舞姿，

更可以了解笔墨纸砚传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杨女士说。

在澳门艺术博物馆的恽寿平书画特展现

场，不少年轻人仔细端详，被大师的画作吸引，

向导览员询问没骨画法的技艺与精髓。把中

乐团请进博物馆，用古乐诠释古画；团体参观

派车接送，让学生、长者观展更便利；专门创作

与大师画作相关联的衍生文创产品，增加观众

参与度；开设亲子艺游工作坊，教孩子们学画

花鸟……“为了让各类展览所呈现的艺术造

诣、文化内涵走近观众，为更多人所知，我们想

了许多办法。”澳门艺术博物馆馆长袁绍珊说，

“澳门的文化气息在街头，也在场馆里，看懂了

书画，才能更懂中国文化，主动积极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

国旗招展、玉兔送福、灯笼高挂……今年

中秋国庆假期，澳门大街小巷、景区公园装饰

得喜气洋洋，很多综合旅游休闲企业在舞狮比

赛、节庆演出、美食节等活动中融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

做文章，让人耳目一新。“澳门文化内涵的呈现

是多样的、生动的，也在不断创新。”澳门特区

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表示。

紧邻大三巴牌坊的大炮台花园，以往一到

夜幕降临便少人问津。今年，澳门特区政府文

化局联合综合旅游休闲企业等推出“月光下的

大炮台——中秋特别开放计划”，大大的月亮模

型、可爱的玉兔玩偶、温馨的五彩灯光、轻柔的

音乐表演，把大炮台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这

里让人感觉非常梦幻，很有创意，这个中秋夜太

令人难忘了！”来自上海的游客杜女士感慨道。

“大炮台花园被列入澳门特区政府历史片区

活化计划，‘月光下的大炮台’与大三巴牌坊前的

‘月满三巴夜’中秋音乐会相呼应，吸引游客在音

乐中欣赏美景，感受澳门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

魅力。”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敏介绍。

文化传承 关键在人

当记者见到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教师孟舒

时，她正急匆匆地从澳门艺术博物馆赶往观音

莲花苑。

“我今天带两组学生参观画展和雕塑展，

让学生们了解美学如何浸润心灵，进而为身体

疗愈带来帮助。”在孟舒看来，文化熏陶和艺术

教育是让年轻人“读懂澳门”的必修课。观音

莲花苑的莲座内部穹顶壁画，由澳门艺术家创

作，生动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参观时，几十位护理专业的学生十分专

注。“通过参观展览和老师的讲解，我们感受到

书本之外的澳门历史文化深厚底蕴，作为澳门

青年，我们要在学懂学好的基础上，传承好爱

国爱澳优良传统。”澳门镜湖护理学院一年级

学生谭晓源说。

吉祥喜庆的《龙凤呈祥》登上大学舞台，往

日的故事焕发新生。国庆节之后，河北省石家

庄市京剧团的经典剧目《龙凤呈祥》在澳门大学

亮相，演员还走进澳门理工大学与学生们交流，

讲解生、旦、净、丑四个行当，唱、念、做、打“四

功”，手、眼、身、法、步“五法”，现场示范唱腔唱

段。“演出精彩、讲解深入、故事动人，是一堂难得

的艺术鉴赏课。”澳门理工大学学生李斐说。

在澳门，“文化进校园”活动持续开展，无

论是京剧、舞剧、话剧，还是讲座、鉴赏、展览

等，都深受年轻人的欢迎。“看了京剧学唱腔、

练步法，看了字画学写毛笔字、刻印章，品味戏

剧、歌舞、唱词、书画中蕴含的精神内涵，文化

对年轻人的熏陶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培养年

轻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影响深远。”

澳门大学校办主任汪淇说。

文化传承，关键在人。

“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通

过学习交流，有助于培育年轻一代的茶文化使

者，推动茶文化的传承发展。”澳门茶艺专业人

员协会会长陈佩兰常为弘扬茶文化在澳门奔

走，从澳门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培训、比

赛、会议等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我最开心的，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认识

我，叫我一声‘陈老师’。现在，越来越多年轻

人愿意了解并且热爱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希望能培养更多青年茶艺师，让中国茶艺不

断走向世界。”陈佩兰说。

挖掘亮点 创新发展

“澳门旅游有着明显的新变化，文化味道越

来越浓厚。”游客韩先生说。漫步于益隆炮竹厂

旧址内，既可以观赏原炮竹厂的浆引区、水道、

池塘、凿炮房、货仓等，也可以使用导览系统查

看炮竹制作工序。斑驳的旧厂房与苍翠粗壮凝

结着时光的树木，“站立”在精心铺设的步道两

旁，仿佛讲述着澳门手工业的历史故事，引人

入胜。

炮竹生产制造业曾居澳门手工制造业之

首，益隆炮竹厂曾是经营时间最长、全澳门最

大的一家，直到 1984 年全面停产。随着炮竹

业逐渐退出澳门，益隆炮竹厂闲置多年，因为

保存良好，旧址的古树池塘如故。去年，益隆

炮竹厂旧址开始活化，今年又引进大型休闲娱

乐企业参与，通过图片展览、视频访谈、文创作

品等展现炮竹生产制作和节庆文化。

“办活动、引客流并不是目的，如何挖掘街

区文化亮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让人能体验、有收获、想再来

才是关键。”参与福隆新街历史片区保护开发

的永利澳门董事会副主席陈志玲表示。今年

国庆期间，变身步行街试点的福隆新街成了网

红打卡地。

“政企合作保护开发历史文化片区，是我

们的创新之举。现在，益隆炮竹厂旧址、荔枝

碗船厂片区、福隆新街等相继亮相，特区政府

将持续推进历史片区活化计划，吸引更多游

客 走 进 老 城 区 ，感 受 澳 门 的 魅 力 。”梁 惠 敏

说。据悉，特区政府和企业正在与澳门琴棋

书画、创意设计、文艺演出等方面专家学者密

切沟通，共同探讨用文化内涵做活街区的具

体方案。

“澳门的历史文化，浸润在旧街区、老建筑、

好传统里，有记忆、带温度、会诉说，只待今人揭

开面纱，用心挖掘体会。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

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这朵盛

世莲花必将绽放得更加灿烂。”吴志良说。

历史片区活化繁荣历史片区活化繁荣，，文化演出市场升温文化演出市场升温——

澳门文澳门文化味道越来越浓厚化味道越来越浓厚
富子梅 唐 佳

“香港国际机场于 2022 年

继续是全球货运量第一”“2023
年新兴初创生态系统排名中，香

港 位 列 全 球 第 二 、亚 洲 第

一”……10月 25日，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发布 2023 年施政报告，

晒出了一系列成绩单，同时在报

告中指出，“在强国建设、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国家坚

持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为

香港带来源源不绝的机遇”。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

港得天独厚的显著优势。祖国

始终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的坚强后盾。在祖国的支持下，

经受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一个

个风险挑战的香港，展现出蓬勃

生机。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

兴，香港经济活力不断恢复，国

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稳固，

创新科技产业迅速兴起，国际社

会对香港的信心持续提升。

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

密相连，国家发展始终是香港

发展的最大依托。今年是《内

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 系 的 安 排》（CEPA）签 署 20
年 ，也 是 内 地 居 民 赴 港“ 个 人

游”开通的第二十个年头。20
年来，内地与香港的货物贸易

总 值 由 2003 年 的 1.53 万 亿 港

元增至 2022 年 4.65 万亿港元，

不断给香港带来新机遇；“个人

游”也为香港带来显著的经济

效益。从 CEPA 签署到“个人

游”开通，从支持内地企业到港

上市，到推出“沪港通”“深港

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

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一系

列含金量十足的政策举措，饱

含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维护香

港繁荣稳定的决心。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国

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国家

“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等，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

遇、广阔空间和强劲动能。在

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

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勇于担当、

务 实 有 为 ，展 现 出“ 爱 国 者 治

港”新气象；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业务范畴更广阔、产品更多样、资金来源更多元，与内

地的合作更密切；香港创科发展提速换挡，《2023 年

全球创新指数》显示，香港继续排名前列，保持全球创

新优势……

香港地位特殊，条件优良，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

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

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

国际联系。对香港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

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不仅能够分享内地的广阔市

场和发展机遇，而且能够在国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中占得先机。

翻阅 2023 年施政报告，“贯彻‘一国两制’ 维

护国家安全”“对接国家战略 强化‘八大中心’”“推

进‘北部都会区’发展新引擎”等成为报告重要组成

部分……一系列政策举措，展现了香港同祖国内地

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交流合作越来越深化，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给香港长远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在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紧紧抓住历史机遇，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定

能释放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创造更大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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