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陆积极落实台

胞台企同等待遇，推

出一条条暖心实策。

人社部近日宣布，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 ，

在大陆就业、居住和

就读的台湾居民也将

和大陆居民一样依法

参加社会保险。

一 枝 一 叶 总 关

情 ，最 是 细 节 见 真

章。自 2018 年 2 月大

陆 29 个 部 门 联 合 推

出 惠 及 台 胞 台 企 的

“31 条措施”后，像参

加社保这类关乎台胞

切身利益的细化政策

越来越多。特别是今

年 11 月，大陆再度推

出干货满满的“26 条

措施”，一经发布就在

岛内迅速引发热议。

其中，“台湾同胞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

使领馆寻求领事保护

与协助”尤为引人注

目。岛内媒体不约而

同地以此制作标题，

引得许多网友跟帖回

忆在境外求助无门的

窘境。一条条细致入

微的措施，是对台湾

同胞尤其是基层民众

现实需求的回应，更

是对台湾同胞血浓于

水、亲望亲好的诚意，

让即使是从没到过大

陆的台湾民众也开始

对“同等待遇”有感。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表达。在网上检索

与“31 条措施”有关的新闻，落实台胞台企同

等待遇的事例在各地各行业全面开花。短短

一年多的时间，无数生动的事例为台湾年轻

人所知，他们从一个个故事背后不仅看到了

诚意，也看到了执行力。观望、犹疑的少了，

认真考虑、准备的多了。

同等待遇背后是更大发展机遇。大陆改

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恢弘历程，为许多台湾同

胞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巨大历史机遇。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大陆为台湾同胞谋福祉的能

力更强、条件更多、环境更好。尽管 2019 年面

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大陆经济仍然保持

着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经济发展韧性十足、

内生动力强劲。广大台胞台企更是用脚投票

看好大陆发展前景，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10
月 ，大 陆 批 准 台 资 项 目 4350 个 ，同 比 增 长

10.9%；实际利用台资 15 亿美元。

实现民族复兴，台湾同胞不会缺席。落

实同等待遇，大陆说到做到。更多的政策措

施还在酝酿制定，也将有更广泛的台湾同胞

共同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在大陆的新一代台

湾青年正在抒写属于他们的奋斗故事，两岸

同胞心心相印、同舟共济的血脉亲情一定是

最动人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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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北京，天高云淡、遍地金黄。来自

63 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商代表齐聚京城，参加一

场备受海内外关注的盛会——中国侨商联合会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在北京开幕，标志中

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将正式整合融入中国侨商

联合会，两大侨商会正式合二为一。

规模最大 实力最强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广大华

侨华人功不可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吸引的外资中，侨商投资占 60％；在华投资

的企业中，侨资企业占 70％。为了更好地团结

联系和服务侨商、侨资企业，中国侨商联合会和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分别于 2003 年、2008 年

应运而生。

两大全国性侨商组织，通过换届形式实现

完全融合，这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

涉侨改革的新成果。

融 合 之 路 早 在 一 年 多 前 就 已 正 式 起 步 。

2018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明确规定，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并

入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海外华人华

侨社团联谊等职责划归中国侨联行使”。2018
年 9 月进一步明确，原属国务院侨办主管的中

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整合融入中国侨联主管

的中国侨商联合会。据此，中国侨联很快制定

出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与中国侨商联合会整

合融入三阶段实施方案，列出了两大侨商会整

并时间表。

2019 年 5 月 29 日，由中国侨联主办的中国

侨商投资企业协会转隶工作大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宣布，在中国侨商联合会召开第五次会员

代表大会时，中国侨商联合会与中国侨商投资

企业协会将通过换届形式，实现章程融合、理事

会合并、秘书处合署，同时，新组建的中国侨商

联合会开始正常运转。

形式整合背后是人心融合。中国侨商投资

企业协会会长、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

表示，完全尊重和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两“会”

融合后会员规模更大，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

公信力更高。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世茂集团董

事局主席许荣茂也表示，全力推动新组建的侨商

会加快运转，使其凝聚力更强、覆盖面更广、影响

力更大，真正成为海内外的“侨商之家”。

11 月 17 日，中国侨商联合会五届一次理事

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

领导机构成员，谢国民、许荣茂被推选为中国侨

商联合会第五届会长。新商会 811 名会员，在

中国大陆投资的绝大部分知名侨资企业家均在

其列。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致辞时表示，中国

侨商联合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标志着

中央部署的两家商会整合融入改革任务将顺利

完成，也标志着规模最大、实力最强、联系面最

广、海内外影响最大的全国性侨商社会组织将

正式成立。

各具特色 服务大局

两家商会不仅服务侨商会员，也以积极服

务国家发展大局为目标。成立 10 多年来，他们

开展了大量形式多样、务实有效的工作，为我国

经济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推进、中外交流与合

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3 年，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在四川成

都开幕。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是主办单位之

一，这场盛会以人数多、规模大、活动丰富著

称。成立 10 余年，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组织

会员参加了 100 多场经贸活动；组织考察团组

为会员参与地方投资牵线搭桥，组建投资联合

体在北京 CBD 建设“世界华商中心”，成立“华

侨华人跨境电商合作联盟”；引导侨商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推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对接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融情汇智，服务大局，得

到会员与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中国侨商联合会同样不负使命。十几年

来，他们组织了 2 万多名侨商与 30 个省区市政

府联合举办了 300 余场大型经贸活动，会员投

资总额超过 5.6 万亿元人民币；打造“中国侨商

论坛”“中国国际华商节”“加中贸易投资峰会”

等一系列侨商品牌活动；积极对接“一带一路”

建设，促进侨资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主动创新转

型。通过对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的侨商拓展

了海外投资项目，既促进国家对外贸易增长，也

促进了中国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友好关系。

华侨华人桑梓情深，一直是我国公益事业

的重要功臣。侨商会响应侨商需求、助推好事

达成。2008 年，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刚成立

不久，正逢中国南方遭遇罕见冰雪灾害，他们立

刻伸出援手，捐出 200 万元人民币会费，并向广

大会员发出倡议，最终协会会员为抗雪救灾捐

出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善款。

“为四川雅安地震灾区修建芦山佛图山隧

道捐款 1840 万元；为中国侨联定点扶贫县上饶

县儿童福利院和婺源侨心小学捐款 360 万元

……”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李卓彬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以来，全国各级侨商组织

累计捐款超过 58 亿元人民币，充分表现出他们

奉献社会的大爱情怀和高尚品德。

凝心聚力 优势集成

此前，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是中国

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的常务副会长，也是中国侨

商联合会荣誉会长。不少侨商与陈江和一样，

是两商会的“双料会员”。整合后，新组建的中

国侨商联合会成为侨商、侨资企业交流协作的

唯一全国性平台，优势集成，可以更高效服务侨

企、凝聚侨商，做好党、政府与侨商、侨企的联系

桥梁。

今年 10 月底，英国伦敦，第十五届世界华

商大会隆重开幕。中国侨商联合会代表团与来

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人士，围绕“世界新格局，华

商新机遇”这一主题，深入交流，共谋发展。与

以往不同的是，这个代表团由中国侨商投资企

业协会和中国侨商联合会共同推出的侨商代表

组成，令人眼前一亮。

新组建的中国侨商联合会继续精耕品牌活

动，引导侨商抓住新机遇，创造新辉煌。11 月

17 日下午，第十届中国侨商论坛在京开幕。论

坛邀请众多重磅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发展 侨商

机遇”展开研讨，纵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中国

经济发展重心。谢国民也为与会者介绍了泰国

东部经济走廊建设相关政策，以及与“一带一

路”建设对接的实践经验。

印尼归侨、香港金轮天地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局主席王钦贤多次参加侨商会举办的活动。

他说，侨商论坛让他有机会了解中国宏观经济

发展形势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成就，“通过这个

平台，无论在理论学习还是信息沟通方面都获

益良多。”

当 今 世 界 正 经 历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不

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预见性增加。与此同

时，侨商、侨企也面临转型升级等诸多压力。

万立骏指出，“广大侨商应上下一心，群策群

力 ，让 侨 商 会 成 为 侨 联 乃 至 中 国 侨 界 一 张 亮

丽的名片。”

许荣茂表示，在新时代背景下，侨商会必

将切实履职尽责，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

“贴心人”，做好侨务工作的“实干家”。谢国民

提出，要联合广大会员办一些对国家有利、对

人民有利、对企业有利的事情，促进侨商事业

发展。“让我们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成就大

事业！”

侨商会：拧成一股绳 成就大事业
本报记者 孙立极

从台湾苗栗县三义乡火车站乘车出发，驶出

城区，沿着一条苍翠的林荫夹道蜿蜒进山。车行

15 分钟，再徒步穿过一段绿竹芭蕉掩映的小径，

便是一片空旷的幽谷。这青山绿水间，便有台湾

知名的植物蓝染工坊——卓也染工坊。传统植

物蓝染工艺，在郑美淑和她的团队手里又焕发了

新的活力。

传承先民智慧

一进入卓也染工坊的工作平台，首先映入

眼帘的便是晾挂着的几块床单大小、轻薄如纱

的蓝染布，深浅晕渲的图案与屋外明媚的阳光

相互映照，艳而不媚，雅致不失活泼。见到郑美

淑时，她刚为一群前来研习的美术系学生作完

讲解。她说，像这样前来参访、体验、研习的，几

乎日日都有。

《诗经》有云：“终朝采蓝，不盈一襜。”先秦时

期的中国古人便已经懂得利用植物染料进行织

物染色。几百年前，蓝草的种植和加工工艺也被

渡海的大陆先民带到了台湾，甚至一度成为台湾

重要的经济作物。但随着更便宜便利的人工合

成蓝靛普遍使用，传统蓝染产业很快凋零，技艺

仅残存于老艺人的脑海和研究者的论文中。

“我大学时学植物，讲到染料作物时，老师会

说‘现在已经没有了，跳过就好了’。后来我自己

教书，每次讲到这里也会像老师那样一语带过，

但我心里却总觉得有那么点愧疚。”郑美淑说，

蓝草制靛、建蓝染色这一整套工艺是长期演化来

的，从最原始的“生叶搓汁直接染色”演化至“制

靛发酵间接蓝染”，这其中累积了无数先民的智

慧结晶。10 多年前，郑美淑偶然接触到蓝染，就

被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深不可测的蓝绿色彩变

化、神奇的天然氧化还原反应所吸引。退休之后

更是一头栽进蓝染，一发不可收拾。

探索产业化之路

经过多次比对，郑美淑发现长年多雾、气候

湿润的苗栗县三义乡一种名为“大菁”的蓝草蓝

靛素含量最高。大菁叶比手掌还大，可用起来损

耗却很快。郑美淑说，最初她带着团队手工采

摘，每三天就采一次，“以致有的人采完就直接走

了，不干了”。

虽然醉心于植物蓝染这样的传统工艺，但郑

美淑却并不守旧。她购买机器替代人工采摘大

菁叶，效率至少提高 50 倍。还有打蓝、制靛、收

靛，过去这些耗时耗力的工作现在都实现了电动

化，浸染甚至有专门设计制造的吊染机来完成。

“植物蓝染是辛苦又琐碎的工作，用机器不仅可

以节约人力，而且产品质量也更可靠。”

以自动化设备提高生产效率、简化扎染工

艺、追求简约时尚的图案设计……郑美淑反复探

索，目的就是要把植物蓝染工艺做成产业。对这

条传统工艺产业化路子，郑美淑说，“我们是有情

怀，想把植物蓝染做下去，可是不把它产业化，年

轻人不能养家糊口，谁跟你学下去？”

卓也染工坊的前期投资全靠郑美淑与丈夫

的积蓄，至今尚未收回成本。好在依靠蓝染布销

售和开设印染体验课程的收入，勉强实现了收支

平衡。接受采访时，郑美淑刚刚结束在海南博鳌

举办的文创论坛行程，有位大陆学者说的一句话

让她记忆犹新——“文化是魂，产业是体，文化没

有变成产业就会被边缘化。”

凸显健康环保价值

在推介卓也蓝染布时，除了介绍其文化价

值，卓也染工坊更把天然染色的健康环保作为主

要卖点。郑美淑搜集了许多资料证明植物染料

对人体更健康，对环境更友好，包括卓也的蓝染

生产流程也处处体现健康环保的理念。

浸泡后的蓝草腐叶可用于改良酸性土壤、周

边林场果园废弃的枝干烧成灰烬就是溶解蓝靛

染料的碱剂、木灰溶于水后沉淀在桶底的灰渣是

陶艺师最爱的釉料……如今看起来环环相扣的

可持续生产流程，也都是郑美淑这些年一点点摸

索出来的。“最早我们排放的废水完全没污染，只

是有颜色，但有居民产生了担心，我们就想办法

把废水沉淀一下再排出去。”郑美淑说，这些年不

断遇到新的问题，遇到就去解决好了。

行走在卓也染工坊的各个工作间，穿着工作

服的年轻面孔处处可见。植物蓝染事业在卓也

的年轻人身上得到传承，但被消费者重视还需要

时间。“本地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还不理想，

主要靠游客，像今年大陆游客锐减我们销售也下

跌得厉害。”不过，随着效率提升成本下降、天然

染色的健康环保被更多人重视，郑美淑对这个产

业仍然很有信心。“也许这些孩子以后能享受到

时代红利吧，我现在还得辛苦工作。”

为传统工艺增添新的活力
—郑美淑和她的植物蓝染

本报记者 冯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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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之际，澳门冼星

海纪念馆近日落成并正式向公众开放。

冼星海 1905 年出生在澳门一个渔民家

庭，被誉为“澳门之子”。他的代表作《黄河大

合唱》，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传唱大江南

北，极大地鼓舞了民族士气。纪念馆中冼星

海的手稿、小提琴、书信等珍贵文物，展示了

冼星海志存高远的人生志向，也凝聚着他爱

国奉献的精神力量。

澳门素有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与冼星

海纪念馆类似，澳门大街小巷中散落着林则

徐纪念馆、郑家大屋、叶挺故居等一系列名人

纪念馆。回归祖国 20 年来，澳门民众在这些

爱国人士的故事和精神指引下，讲述了精彩

的澳门故事，续写着爱国爱澳的新篇章。

为了吸引青少年参观，冼星海纪念馆设

有多媒体探索空间，让参观者可以体验担任

指挥家、感受指挥乐团的乐趣，还专门开辟

了知识区供小朋友了解音乐和乐团的小知

识。为配合展馆的开放，澳门文化局还推出

《冼星海的音乐之路》儿童绘本，以生动有趣

的方式让儿童读者认识冼星海，加深对祖国

的认识。

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讲好冼星海等爱

国人士的故事，不但可以丰富澳门人文精神，

为青少年树立学习榜样，更将为澳门保持长

期繁荣稳定增添强大可靠的精神力量。

澳门冼星海纪念馆落成

传承爱国
爱澳精神

禾 立

■微言R

台港澳侨台港澳侨 66 2019年 12月 8日 星期日

核心阅读

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标志着中央部署的两

家商会整合融入改革任务将顺利完成，也标志着规模最大、实力最强、

联系面最广、海内外影响最大的全国性侨商社会组织将正式成立。

■观沧海R

■宝岛纪行R

近期，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文

化艺术节“中国舞蹈优秀作品集萃”

展演在广东省江门市进行。本次活

动既是中国侨都（江门）华侨华人嘉

年华“侨文化”品牌项目，也是华侨

华人文化交流合作暨粤港澳青年文

化创意发展大会的重要环节之一。

图为华南师范大学演员在表演舞蹈

《汪嘟》。

黄继明（人民视觉）

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艺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