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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太有趣了，我不仅在重
庆打卡了长江索道，还在成都亲
眼看到了大熊猫，收获了很多课
本上没有的知识，期待有机会再
来这里。”在两岸青少年成渝双城
研学营结营仪式上，大屏缓缓播
放的回顾视频勾起了小营员们对
研学之旅的回忆，来自东莞台商
子弟校的台生苏菲雅难掩激动。

近日，首届“两岸青少年成
渝双城研学营”活动在四川省成
都市石笋街小学落下帷幕。为期9
天的研学活动中，来自东莞台商
子弟校小学部的 34 位师生代表分
别与川渝两地同龄学子结对交流
联谊、开展文化研学，多元感受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两地
自然人文、历史地理与风土人情，
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实现
了研学与友情的“双丰收”。

在成都市骄子小学，“绮丽年
画”“川茶叶韵”等校方精心准备
的课程，让到访台生们亲身体会
到天府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是我
第三次接触年画了，前两次都在台
湾”，谈及两岸共有的年画习俗，苏
菲雅觉得与台湾年画用色素雅相
比，这里的年画色彩对比度更强，

“我会把这次用国画颜料创作的绵
竹年画作品带回家给父母看。”

另一间教室内，“川茶叶韵”
课程正在进行，茶艺老师将茶文
化 与 中 华 传 统 礼 仪 的 教 学 相 结
合，两岸学子在茶艺合作之余，
交流也逐渐热络起来。“第一次深
度体验茶艺课程收获满满，很喜欢
茉莉花茶的清香，而且是自己泡
的，很有意思。”台生林子越说。

研学营期间，两岸学生相约

参观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都江堰
基地，开展大熊猫科普、生态环
保教育等主题活动，与心心念念
的大熊猫“相遇”。除了能近距离
观察大熊猫，学生们还体验担任
大熊猫营养师，为熊猫制作特殊
的窝窝头。“没想到大熊猫还爱吃
玉米面和黄豆做成的窝窝头。我
也做了一个。”台生陈柏安表示，
自己此次也与成都、重庆的同龄
人交上了朋友，大家彼此交流学
习，“也希望他们以后有机会去台
湾玩。”

两岸学生还参与了种植友谊
苗、制作刨花画、提炼精油、VR
视界体验等特色课程，研学活动
中 表 现 优 秀 的 小 营 员 还 获 颁 了

“神采飞扬”“匠心独运”“才思敏
捷”“出口成章”“妙笔生花”“明
察秋毫”等奖项。结营当天，台
生许瑜珍与陪伴自己共同度过生
日的四川小营员王乙淇共同种下
了象征友谊的鸢尾花。“难忘自己
11 岁的生日惊喜，我会永远记得
活动带来的美好。我与四川、重
庆的结对伙伴互加了微信，希望
有机会在东莞和台湾见面。”许瑜
珍说。

“这一路，巴蜀人文历史的古
今碰撞，科技与现代的繁华让我
们视野大开。”东莞台商子弟学校
小学部教务主任曾建薇表示，此
次与成渝的人文“相遇”不但能
提升孩子们自我学习、探索的能
力 ， 还 进 一 步 增 强 了 台 湾 、 重
庆 、 成 都 三 地 孩 子 们 的 情 感 交
流。“很高兴看到两岸小朋友的情
谊已经萌芽，希望这种情感日后
能延续，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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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位于广东珠海横琴的澳门青年创业谷。 资料图片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恒昌店巷小学近来积极开展“阳光大课间”系列活动，将传统腰鼓引入校园，开设校本
课程，让学生在强健体魄的同时，感受传统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图为该校学生在练习打腰鼓。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图为两岸学生展示亲手创作的年画。 （四川省台办供图）

据新华社台北5月10日电 （记者
吴济海、姜婷婷） 台湾 10日新增 15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中华航空及
华航桃园机场饭店群聚感染事件再增4

人确诊，包括 1 名饭店接驳车司机、1
名华航机师，另2人为此前确诊华航机
师的同住家人。

至此，华航机师及机场饭店群聚

感染案已有35人确诊。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0 日

举行记者会公布，群聚感染案的4名新
增病例中，华航机师的感染源在调查
中，其他3人列为本土病例。

指挥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台湾地
区累计 215806 例新冠肺炎相关通报

（含213504例排除），其中1199例确诊。

台湾新增1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华航及机场饭店群聚感染再添4例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吴济海、
姜婷婷）“两 岸 重 开 机 、 疫 后 新 契
机”研讨会 5 月 8 日在台北举行。与
会各界人士就重启两岸对话、台商把
握“十四五”规划商机等议题展开交
流和讨论。

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高孔廉表示，2016 年民进党上台后，
坚拒“九二共识”，以致两岸关系陷入
谷底、形成“关机”状态。他表示，
要缓和当前两岸紧张形势，台湾可以
做五件事：一是取消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对于大陆人士来台的歧视性政
策；二是台湾迄今仍有 1000 多项大陆
工业品被列为限制进口，违反世界贸

易组织不歧视的原则，应该开放；三
是对于陆资认定及陆企在台经营，应
依照全球企业通例和市场法则认定；
四是两岸两会 2013 年签署的两岸服贸
协议及 2015 年签署的两岸避免双重课
税协议应尽速生效；五是疫情期间两
岸航线仅剩四个大陆城市直航点，应
速开放航点，至少先增加货运航点，
以利商务活动进行。

马英九基金会董事长马英九致辞
时表示，2016 年民进党上台后，两岸
关系不断恶化。面对当前困局与险
境，马英九呼吁两岸“重新开机”、重
启对话，他认为这是蔡英文余下任期
内最重要的职责与任务。

他表示，两岸要重启对话就一定
要恢复或重建共同政治基础，既然蔡
英文无法拿出新的方案，就请她先回
到“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

马英九表示，去年台湾对大陆和
香港出口达 1514.5 亿美元，大幅增长
14.6%，占台湾整体出口 43.9%，达到
历史新高。既然如此，两岸有何理由
不能好好对话、和平合作？这也是绝
大多数台湾人民的期待。

台 北 企 业 经 理 协 进 会 理 事 长 高
长、东莞台商协会前会长叶春荣、中
原大学企业管理系教授林震岩、台湾
政治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林祖嘉、台
湾大学经济系名誉教授林建甫等人，
就台商如何把握大陆“十四五”规划
商机、共创两岸共同市场等议题发
言，并回答与会者提问。

台北举行“两岸重开机、疫后新契机”研讨会

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创
新能力的城市群之一，大湾区的科技创新
发展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科技创
新、新兴产业都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
业，只有在资本非常丰富的地区才有发展
土壤。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本在全国是最有
优势的，在世界上也是有优势的。”在不久
前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院长林毅夫说。

香港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
电机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陈清泉同样认
为，与世界上其他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
区拥有更大的面积、经济体量和人口，发
展潜力更足。尤其是随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和选举制度的完善，社会恢复稳定，香港
科创界可以安心科研、专注创新，充分挖
掘和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助力国家科
技自立自强。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
前在博鳌论坛上也发言指出，一个城市群
将所有关于科技创新产业需要的元素都集
合在一起，是非常难的。“大湾区最独特的
特点，就是‘一国两制’。全世界都找不到
一个城市群，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

种货币。但是，7200 万湾区人民又有相同
的文化，而且人缘相亲。”林郑月娥说：

“我觉得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科技的
发展会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两年前公布
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 除了一些总
体的指导以外，放在最前面的不是金融，
也不是航运，而是科技创新。”

找准角色定位“拼船出海”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认为，建设好
大湾区关键在创新，必须充分发挥利用大
湾区内各个城市的优势。“利用好香港的金
融服务业、深圳的创新、珠三角的制造
业、澳门与葡语国家的关系，以技术创新
推动产业创新，推动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
级，增强地区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开拓
粤港澳经济合作新模式。”何厚铧认为，这
不仅会促进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更
会推动大湾区一体化发展达到更高水平、
发挥更大作用。

金融和科研能力是香港的优势。“科研
公司要做大做强，需要融资。香港是国际
金融中心，尤其是3年前，通过修改上市条
例，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在香港上市，
吸引了一些有潜力的公司到香港上市。”林
郑月娥表示，香港科研实力不俗，有5所大
学位列全球100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

院有数十位香港院士。但是，香港也有短
处——人口只有700多万，缺乏市场，也缺
乏制造能力。

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香港制造业已
经北移到广东省。林郑月娥认为，粤港澳
大湾区有庞大的市场支撑，而且有很好的
制造能力，在科技创新方面有着非常完整
的产业链。让不同城市找准角色定位，发
挥出各自在科研、市场、制造、融资等方
面的优势，大湾区科技创新就可实现“拼
船出海”。

让科创要素都流通起来

“要做好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还有两
个挑战，一个是怎么让科技创新的要素流
通，让人流、资金流、数据流都流通起
来。第二个是必须争取更多的科研人才落
户大湾区。”林郑月娥认为，在中央支持和
粤港澳探索合作努力下，这两年要素流通
取得了不少积极进展。

比如为发展生物科技，广东已通过简
化进出口手续，向港澳开放1万多台大型科
学仪器。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
源，则是大湾区科技创新的首个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用于锂电池、可燃冰、磁性材
料等前沿研究。

在吸引人才方面，广东已全面实施大

湾区境外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引进近 9000名境外创新人才。香港也
于今年推出为期 5 年的“杰出创科学人计
划”，动用20亿港元，汇聚更多海内外创科
人才。澳门更是早早将“大力促进科技创
新，全面建设智慧城市”作为特区政府施
政重点，加紧引进科技人才。

“大湾区的合作首先要有大胸怀、大决

心，一定要从国家未来100年发展的趋势和
角度来考虑。”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会长
李若谷认为，大湾区建设离不开创新的思
想和勇气，政策要协调，人员信息的交流
藩篱要突破，税收政策和法律等要统一，
这样才能将各地在不同领域的优势都最大
化，发挥出大湾区发展的整体效益，真正
实现强强联合。

中央大力支持 区域协同发力

粤港澳打造科创粤港澳打造科创““大湾区模式大湾区模式””
本报记者 汪灵犀

“香港本地研发总投入持续增长，由2014年的167亿港元增加57%至 2019年的263亿港元。
初创企业的数目也由2014年约1070家，增至2020年约3360家，并培育出8家独角兽企业。”香港
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署理局长钟伟强日前表示，经过近几年努力，香港科技创业生态日趋蓬勃。

不只是香港，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也都在积极布局，着力发展科技创新产业。中央对此
更是大力支持，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将设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资金，直接投资粤港澳大湾区
内地9市港澳元素较为突出的科技创新、创业、教育、基础设施等项目。多名业内人士认为，这
将给大湾区科创生态圈注入一剂强心针，助力大湾区科创产业完成“从0到1”“从1到100”的
突破，打造科技创新的“大湾区模式”。

图为东莞松山湖材料实验室陈列的超导薄膜生产设备。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