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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020年12月31日电（记者金晨） 国
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两岸经贸合作符合两岸同胞利益需求，具有强大内
生动力，是偶发事件和人为干扰阻挡不了的。2020
年台湾经济保持增长，与大陆台胞台企贡献、两岸
产业链供应链纽带密不可分。事实证明，台湾经济
发展离不开大陆，大陆的发展机遇、在大陆台胞台
企的发展，有力拉动岛内经济发展，增进了台湾同
胞福祉。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台湾经济才有更好前
景，台湾同胞才能更多获益受惠。

朱凤莲介绍，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2020 年
两岸经贸往来总体稳中有进。1 至 11 月，两岸贸易
额235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8%，其中大陆对台出
口539.8亿美元，同比增长8.4%，自台进口1817.1亿
美元，同比增长 15.6%。大陆台企生产经营总体稳
定，部分台企持续增资扩产，8家大陆台企在A股成
功上市。台商投资出现大项目多、科技含量提高的
积极变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持续稳固。

朱凤莲说，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
国际形势深刻变化，我们坚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为两岸同胞排忧解难，谋利造福。积极帮助台商台
企应享尽享各地区各部门出台的助企纾困政策，出
台“11 条措施”并落实落细各项惠台利民政策措
施，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积极协助台商台企
拓展大陆内需市场，举办“台资企业拓内销”线上
推介对接系列活动，协助台企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用好“台商走电商”、跨境电商等平
台。积极为台商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铺路搭桥，指导山东、北京等 10
多个省区市以线下线上结合方式举办涉台经贸交流
活动。为台商台企提供更多投资机会，加强海峡两
岸产业合作区建设，在江西新设两岸产业合作区。
支持台湾青年在大陆实习就业创业，指导各地区各
部门举办一系列台湾青年就业创业活动，加强海峡
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建设。

朱凤莲表示，2021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共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按照“十四五”规划部署，以两岸同胞
福祉为依归，持续扩大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我们将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助力广大台胞台企把握新机遇，取得新成就。
我们将支持台胞台企拓展内需市场，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帮助台胞台企
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签署带来
的机遇。我们将支持台胞台企融入大陆高质量发
展，加快转型升级，与大陆企业深化合作，优势互
补，共同成长。

“十堰·台湾苗栗迎新年网上交
流活动”近日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
湖北武当山和台湾苗栗县同步举
办，两地民众共赏太极拳等节目，
互赠新年祝福。无独有偶，上海嘉
定和台北大同两地通过视讯直播连
线的方式，用中华美食和传统诗词

“迎新送祝福共叙两岸情”。2020
年12月29日，“文化同根、一脉相
承”2020 聊城非遗展通过现场连
线，在台北和山东聊城同时开幕，
给喜迎新年的两岸民众，送去了一
份别样的新春祝福。

浓浓的年味

元旦已到，牛年将至。年景、年
味、年俗成了两岸同胞共同的话题。

沪台活动中，上海市嘉定区图
书馆馆长黄莺以古代的“贺年羹”
和现代的“嘉定一桌菜”开篇。追
寻着过年的味道，上海的师傅们现
场制作了嘉定的传统美食南翔小
笼、娄塘塌饼、徐行蒸糕等；视频
的另一端则介绍了台湾的特色年菜
龟粿、面龟、生仁糖、麻老米老、
佛跳墙、乌鱼子、香肠等。

鄂台交流中，两地民众表演的
武术节目《九九太极拳》《武当武韵》
及太极茶艺展示《问道》等，将太极
拳柔和轻灵、开合有序、刚柔相济的
韵味展露无遗。此次活动由武当武
术协会和苗栗县体育会共同主办，
以武当文化为纽带，邀请 3 位武当
武术权威专家与苗栗县同胞互动交
流，加深其对武当文化的了解。

东昌葫芦雕刻、郎庄面塑、东昌

木版年画、茌平剪纸、木板烙画……
16 位来自聊城的非遗传承人代表
现场讲解，吸引着视频连线另一头
观众们的目光。非遗展开幕式采取

“聊城讲、台北看”的方式，通过
现场连线在聊城、台北分别设置会
场。共 60 余位两岸各界人士分别
在两个会场出席了开幕式，十余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在这次展览活
动中展出。木版年画等项目的设
置，更是凸显了浓浓的年味。

文化的交融

“腊月今知晦，流年此夕除。
拾樵供岁火，帖牖作春书。”在悠
悠的古诗词声中，黄莺介绍了嘉定
人从古到今的年节风俗，台湾学者
吴惠恩则讲述了台湾年节的禁忌和
习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

笑一说：“用古诗中的岁时节令连
结起古人和今人的情感、精神和生
活世界，两岸同胞的情感心灵得到
了凝聚。”

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
室副主任王立新表示，新年是一年
中最重要的节日，凝聚着中华文明
的传统文化精华，写春联、贴福
字、走马灯、舞狮、逛庙会等民俗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承载了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团圆饭”
中最熟悉的味道，希望两地民众继
续同心携手，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
作全方位发展。

聊城非遗展将横跨元旦，在台
北持续到 1 月 11 日。主办方表示，
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华文化遗产
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以此次展览活动为契机，
构建非遗文化交流平台，为两岸同

胞搭建起一座增进了解、融洽感情
的文化桥梁，从而加强聊城与台湾
的深入交流。

交流是大势

“云”交流活动尾声，武当山
道教协会现场拓字送“福”，表达
对台湾同胞的美好祝福。

苗栗县县长徐耀昌指出，两岸
本是血脉相连、同根同源，传承中
华文化是共同责任。要以和平理性
的互动、更加务实的作为，加强两
岸文化交流合作。

湖北省台办主任李建红表示，
长期以来湖北与苗栗保持着频繁的
交流合作。希望不断加强两岸交流
合作，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为推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努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鄂台两
地克服暂时困难，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形式，在经济、文化、基层等领
域，举办了鄂台师生中华文史教学
交流活动、“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
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鄂台少数
民族相约女儿会等系列交流活动。

“云端”迎新年和各地持续与台
交流是近期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缩
影。尽管一段时期以来，民进党当局
囿于一己之私，肆意破坏两岸来之
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两岸关系遭
遇严峻挑战和严重挫折，但类似的
交流活动有力打破了民进党当局制
造的“寒蝉效应”，同时也反映了两
岸交流交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两岸同胞的情感和利益联结是任何
政治势力都不能切割打断的。

冀历史昭示未来，以成果提振信
心。由上海市台办和上海市档案馆联
合主办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沪台
交流回眸”展近日在上海开幕。660
幅图片、12 部累计 240 分钟视频和
120件实物，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全方
位、多角度地展示了 30 多年来上海
对台工作的总体面貌和丰硕成果。

展览面积 800 平方米，内容分为
七个部分，分别为：大政方针、开启交
流、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人员往来、实
现“三通”、乐业安居。展期6个月。

上海是闻名遐迩的工商业城市，
与台湾各界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两
岸开启往来之后，探亲潮、旅游潮、
投资潮一波波接踵而来，上海成为两
岸交流的重镇。

许多两岸交流中的“第一”，都与
上海有关：1988年9月9日，66名台湾
老兵乘坐的探亲船“昌瑞轮”抵达上海
港，这是两岸隔绝近40年后第一艘来
自台湾的客轮；1988年 11月 25日，上
海铜厂职工许松林赴台奔丧，成为大
陆居民赴台第一人；2003年 1月 26日
上午 8 时 52 分，台湾中华航空公司

CI-585航班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
是经历54年后第一架台湾飞来的民航
班机……正是这些一次次的新纪录，
推动着两岸关系一步步向前发展。

“亲人团聚”展板中，一幅跪在
坟头的照片令观众感慨。1987 年 10
月 28 日，台北的方先生闻悉两岸即
将开放探亲的消息后，早早赶到香
港，借故转道上海，见到了 1946 年
他去台湾时还没有问世的外甥。甥舅
相拥痛泣。随后，方先生赶到墓园，
举着他台湾全家的合照祭拜，以告慰
父母的在天之灵。当年令人动容的场
景，引发了人们的感悟：两岸关系
好，民众的日子才会好。那种妻离子
散的历史悲剧，绝对不能重演。

在“经贸合作”展板前，有参观的
台商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身影。他说，当
年是唱着“爱拼才会赢”来闯荡上海
的。投资获得成功，除了“爱拼”，更重
要的是依赖上海在改革开放中投资环
境的改善和社会的进步。2011 年 12
月，上海出台了 15 条涉台措施；2015
年上海发布《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
益保护规定》；2018年，上海率先发布

55条惠台措施。这些政策有力地保护
了台商的利益，也坚定了台商继续在
上海投资发展的信心。

上海市委台办主任李文辉介绍说，
截至 2020 年 6 月，上海累计有台资企
业14644家，合同利用台资428.89亿美
元。72家台企总部和研发中心在上海落
户。台商的投资涵盖了生产加工、科技
产业、金融、食品、餐饮服务等各种领
域，推动沪台经贸合作上了新台阶。

沪台两地人文交流内容丰富多
彩，涉及文艺演出、教育卫生、新闻
出版、影视创作、体育赛事、民族宗
教等。实物展区陈列着沪台出版的图
书、音像制品，汪道涵先生生前使用
的文房四宝和一面面台湾参访团赠送
的小旗格外引人注目。展出的每一张
照片，每一段音像，每一件实物，都
会唤起人们对 30 多年来难忘往事的
回忆和留恋。

“汪辜会晤”“破冰之旅”，都是
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人们驻
足在照片前，用崇敬的目光注视着汪
道涵、辜振甫、连战、宋楚瑜、郁慕
明等两岸知名人士，他们为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历史
不会忘记。

两岸民众，同文同种，同根同
源，是情同手足的一家人。沪台交流
30 多年中，彰显同胞情谊的故事层
出不穷，不胜枚举：上海港 1973 年
就开始接待台湾渔民进港避风；台商
参与沪上志愿献血队伍被誉为“献血
状元”；台商陈永泰重金收购被盗文
物后捐赠使之复原；台湾慈济骨髓库
1999 年开始为上海患者捐赠骨髓，
至今已达345例；台湾遭受“八八风
灾”，上海东方电视台专门举办赈灾
晚会；2020 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上海 80 多家台企向湖北武汉等地捐
款捐物近8000万元人民币……

“上海是两岸城市交流的指标
地，也是两岸对话协商的见证地。”
中央台办交流局局长黄文涛表示，尽
管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但乌云终
究遮不住太阳。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程不断推进和上海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沪台交流合
作必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本报上海2020年12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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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同胞“云端”共迎新年
王大可

2020聊城非遗展现场连线 王信颖摄

“ 阳 光 总 在 风 雨 后 ”
——上海举办沪台交流回眸展

本报记者 姜泓冰

本报北京2020年 12月 31日电
（记者郑娜、赵珊） 为贯彻落实 《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深化粤
港澳大湾区在文化和旅游领域合作，
共建人文湾区和休闲湾区，近日，文
化和旅游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
发《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旨在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支持港澳特区巩固提升
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广东改革开放先行
先试优势，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交
流合作与协调发展，繁荣发展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
文湾区和休闲湾区。

《规划》 明确，到2025年，人文
湾区与休闲湾区建设初见成效。文化
遗产有效保护传承，文化艺术精品不
断涌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
业体系更加健全，社会文明程度得到
新提高，公民文明素质明显提高，人
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粤港澳合
作更加深入，市场发展活力充沛，中
外人文交流互鉴成效显著，打造一批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示范项目、示范
区。到 2035 年，宜居宜业宜游的国
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
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
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多元文化进一步
交流融合，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竞争
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连环画世界里的中国共产党”主题展近日在北京首都图书馆启幕。展览
通过 1000本馆藏和个人收藏的连环画，全面向观众展示了中国共产党 100年
来的丰功伟绩和英雄模范形象。活动由现场阅读、数字阅读、主题沙龙等多
种方式组成，增强了展览的趣味性和体验感。图为部分观众在参观展览。

陆 茜摄

本报北京2020年 12月 31日电
（记者叶紫） 人社部近日印发 《关于
调整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下称

《通知》），对年金基金投资范围作出调
整，首次在文件中整合企业年金和职
业年金基金投资规定和要求，并统一
强调年金基金投资管理的原则。

《通知》 规定了年金基金财产的
新投资范围，限于境内投资和香港市
场投资。据悉，此前年金基金仅限于
境内投资，本次允许年金基金通过股
票型养老金产品或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此举不仅
考虑目前在全球严峻经济形势下，香

港金融市场仍颇具活力，具有相当投
资价值，而且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坚
定支持和维护香港金融繁荣稳定精神
的具体体现，也是年金基金实现全球
范围资产配置的初步尝试。

《通知》提高了权益类资产投资
比例上限，明确年金基金财产投资权
益类资产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投资
组合委托投资资产净值的 40%，投资
比例上限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按现
有年金市场规模测算，理论上将为资
本市场带来 3000 亿的增量资金，养
老保险体系和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
进一步加强。

文旅部等印发《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人 社 部 ：年 金 基 金 可 投 资 香 港 市 场

近日，广州南沙港自动化码头停泊着多艘超大型集装箱船，桥吊作业一派繁忙。2020年1月至11月，南沙港货物吞吐量累计
完成3.15亿吨，同比增幅3.09%，集装箱吞吐量累计完成1564.58万标箱，同比增幅达到2.42%。图为忙碌中的南沙港自动化码头。

邱新生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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