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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香港队
乒乓球选手李静、高礼泽荣获男子双打
比赛银牌，这是香港回归祖国后获得的
第一块奥运奖牌。17年后的7月，东京
奥运会即将拉开战幕。身为香港女子乒
乓球队教练的李静率队紧张备战。而作
为香港青少年队的教练，高礼泽也带领
队员加紧训练。

自20世纪 90年代初配对为双打选
手以来，这两位乒坛好搭档已配合近30
年，被香港市民亲切地称为“乒乓孖宝”。

梦圆雅典

“我们可以说是从小就在一起，以前
训练时住同一间宿舍，一同参加比赛，双
打也是我们配对，如今在同一个球场练
球、带队伍。”李静说。

上世纪 90 年代初，李静和高礼泽
在广东队相识，先后从省队打到国家
队，退役后一起南下香港，并一同加入
香港队，2012年前后分别转行当上了教
练。数十年相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长期配合带来的高度默契，让他们
逐步成为赛场绝配。

2004 年，李静和高礼泽征战雅典奥

运会。“在男双半决赛中我们 2︰0 领先
时，被裁判接连判了两个罚球，我紧张
了。这时候高礼泽撂过来一句话，他说没
关系，静哥，（这个球）只要挺过去，剩下
的球我来打。”关键时刻的关键一句话，
大大缓解了李静的情绪，“之后，我整个
状态又回升了”。

“当时我们俩已有超过 10年的配合
了，这一优势是其他选手无法比拟的。”
高礼泽说。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他们和中国队
的伙伴一同站在奥运领奖台上，看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与香港特区区旗一起
冉冉升起。这一刻，他们欣慰梦想成真。

“一国两制”的优势

“国家队强手如林，竞争太激烈。
我们当年也算高手，但不是最顶尖的，
到了香港之后有了自己的一片天空。”李
静说，“这当然得益于香港‘一国两制’的优

势，做运动员时如此，做教练也是如此。”
加入香港队，他们基本以赛代练，一

年中，大大小小的比赛有十几个，月月都在
比赛，他们的水平也在实战中得到提高。然
而，当李静和高礼泽回到香港进行日常训
练时，却常常苦于“找不到对手”。他们想
到了回“娘家”练球。“省队、国家队都练
过，我们是从那里‘学艺’出来的，大家都
是师兄弟，很有感情。”高礼泽说。

成为教练后，他们又带着各自的队
伍回去练。接受采访时，李静刚刚带领
香港女子乒乓球队从内地回港。“前后
有两个月吧。国家队也好，省队也好，
对我们香港队都非常欢迎。几乎每年我
们都有机会和国家一队二队一起训练，
或者到各省份去比赛切磋。”他说。

威海的奥运热身赛，中国乒协特地
邀请香港队参加。“大赛当前，跟这些顶
级选手一起备战，对我们各方面的提升
都非常有帮助，收获很大！”李静说。

传承国球文化

体育运动带来正能量，而作为“国
球”的乒乓球，在香港更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光在香港乒乓总会注册的运动员就
有 6000 多人，整体普及度高，政府、
民间、学校和企业多方参与，乒乓球运
动氛围比较浓厚。”高礼泽告诉记者，
很多乒乓球练习场一到周末都是满场，
根本订不上。

从 2013 年开始正式担任女队教练
至今，李静亲身感受到乒乓球运动在香
港不断发展壮大。他带的女队球员从当
初的七八个发展到目前的 20 个，而且
基本都是本地人。这次共有 4名队员出
征东京，“能参加奥运就是胜利”。

从当初拿银牌在香港引发乒乓球
热，到如今转行当教练，一路走来，李
静和高礼泽始终致力于传承国球文化。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陆敏、颜昊）

香港“乒乓孖宝”的奥运情缘

本报毕节7月20日电（记者王
平） 由台盟中央主办的“两岸融合
发展交流营贵州乡村振兴主题分
营”20日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开
营。30余位来自大陆10多个省份的
青年台胞代表出席开营仪式。5 天
时间里，他们将走进赫章县的街
巷、社区和田间地头，调研脱贫攻
坚项目，亲身感受当地乡村振兴的
不凡成就。

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
席吴国华在开营式上表示，我们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邀
请青年台胞来到赫章县，亲身感受
这片土地在脱贫攻坚前后发生的巨
大变化，非常有意义。希望营员能
够用眼观察、用情体会、用心感
受，看到两岸人民在大陆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伟大事业中的不懈奋
斗，体会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
的不渝初心，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希望
大家能把真实感受传递给亲朋好
友、岛内乡亲，促进两岸人民相知
相融。

营员代表黄信瑜表示，参与
活动的营员都是在大陆各行业表
现优秀的青年台胞代表，活动安

排大家考察走访当地的儿童福利
院、敬老院、阿西里西草原、海
雀村等，与有关部门负责人、专
家开展面对面的座谈交流，行程
多样充实，意义非凡，相信此次
考 察 参 访 之 旅 一 定 会 收 获 满 满 ，
营员能加深对祖国大陆的理解和
认识，未来将把此行的见证和心
得分享给两岸亲朋好友。

位于贵州省西北部的赫章曾是
国家级贫困县。据介绍，台盟中央
自2005年以来深入参与赫章县脱贫
攻坚工作，开展“筑梦”系列培训，
为赫章培训各类人才 8000 余人次，
选派机关 10 名优秀干部到赫章挂
职，组织岛内企业界和医疗界人士
到赫章开展帮扶工作，协调国家有
关部委推动威赫电厂、国家储备
林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共协
调引进重大项目投资95亿元，为赫
章直接捐款捐物2700余万元。

赫章县委书记颜岭介绍，2005
年以来，赫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
16.7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53.7 亿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5983 元增长到 3.33 万元，287 个贫
困村、21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于2020年实现脱贫摘帽。

本报北京7月20日电（记者金
晨） 针对民进党当局宣布将在立陶
宛设立“代表处”，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20日应询表示，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我们反对我建交国与中国
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我们敦促

立陶宛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向
“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
当局和“台独”势力的设“处”闹
剧目的是谋“独”。再怎么折腾，也
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
实，撼动不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格局。

国台办：

反对我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

台青在黔体验乡村振兴成就

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分营在黔开营

从天府之国到巴渝大地，历经
约一周紧锣密鼓的采访，来自两岸
及香港的40余名记者，纷纷被这
片兼具人文底蕴和发展活力的土地

“吸粉”。
2021“海峡两岸记者川渝行”

联合采访活动近日圆满收官。三星
堆璀璨的古蜀文明、成都大熊猫的
两岸情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建设发展、网红打卡地的精妙设计
等，都是两岸媒体人热议的话题。

人文交流牵起两岸

采访团团长、国台办新闻局局
长马晓光说，本次联合采访重点聚
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两岸
媒体记者从经济发 展 、 科 技 创
新、生态保护、城市文化等角度
目睹川渝两地取得的发展成就，
实地走访了多位在此投资兴业的
台商台企代表，了解两岸交流合作
的丰硕成果。

“大熊猫是我跟四川的第一个
连接。”台湾资深媒体人金蜀卿祖
籍在四川，她告诉记者，父亲每每
说 起 大 熊 猫 都 充 满 骄 傲 ， 早 在
1993 年，她踏上寻根之旅，在故
乡四川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大熊猫。

“后来大熊猫‘团团’‘圆圆’也在
台湾落户了，看到大熊猫就会想到
四川。”大熊猫近来由“濒危”降
为“易危”，在金蜀卿看来，保育

“降级”折射出大陆在生态环境保
护、生物科学遗传技术上的进步，四
川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值得借鉴。

“圆圆”之女“圆仔”最近迎
来 8 岁生日，台湾媒体人对“圆
仔”的婚事很是上心，在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他们详细询问大
熊猫配种事宜。台湾东森电视台记
者黄圆媛对记者说，大熊猫是两岸
交流的使者，希望未来川台两地能
有更多人文交流，让两岸民众的心
越走越近。

1986 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
坑震撼现世。据三星堆博物馆相关
负责人介绍，1999 年和 2012 年，三
星堆文物曾两度在宝岛展出。去年
9 月，三星堆祭祀区遗址重启发
掘，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再次吸引
全球目光。台湾好报记者张先鹏首
次参访三星堆博物馆，在青铜面具
等文物前长久驻足，连呼“很震
撼”。“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挖掘现场
同样让人惊叹。”张先鹏说，考古
工作者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智能
化的考古发掘舱内，同步进行文物
挖掘、保护和研究，这是十分先进
的工作模式。

双城经济圈未来可期

胡家梁子观景平台处在川渝交
界地带，两岸媒体人在此举目眺
望，一面是四川一排排标准化厂

房，一面是重庆的青绿山坡。如
今，两边有了共同的名字——川渝
高竹新区。这个跨省域共建的新
区，正是川渝两地贯彻落实党中央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
的重要抓手。

川渝高竹新区工作人员向两岸
记者介绍，为了让创业者安心留下
发展，凡新区新引进培育的优秀人
才，不仅可择优享受川渝相关优惠
政策，还可共享两地人才公寓、子
女入学、配偶就业等配套服务。

“这里交通畅达，物流成本大
幅降低，助推企业效益提升。在双
城带动下，包括人力在内的很多资
源实现共享，也可以享受双重优惠
待遇。大区域环境优化了，企业发
展肯定更好。”四川欣悦精工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君对记者说。

重庆大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轴线

“黄金分割点”，全国台企联常务副
会长李文勋已在重庆深耕 30 多
年，见证大足高新区从无到有的发
展历程。李文勋对两岸记者介绍，
他所规划兴建的台商智慧科技园区
约有300亩，入驻企业一半是台企。

“大足高新区保姆式服务和税
收优惠都很有吸引力，还没建成就
百分之百报名入驻了。”李文勋说，
对于园区内的聚力成半导体（重庆）
有限公司，大陆接连出台的惠台措
施提供了重大利好，技术人员以专

利入股，基本上都成了股东。目前
台商智慧科技园区近3万平方米的
海峡两岸青年“双创”中心正在建
设中，两岸青年不久便可入驻发
展，从事研发和创新等工作。

优惠措施为台企添翼

“我对重庆两江新区的印象很
深。”台湾新闻云记者任以芳分享
自己的观察，“两江新区大力发展
新兴产业，比如 5G、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等，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新区让学生提
早进入，通过所学专长探索发展方
向，既是提前帮国家培养优质人
才，也能更好地把他们留下。”

两江新区共有超过 50 家台资
企业，投资总额超过 2.5 亿美元。
仁宝电脑、纬创资通、旭硕科技等
台企均在此投资兴业。两江新区的
开放门户效应、丰富的人力资源、
保税物流的便捷通关，是台企选择
落户于此的重要原因。

旭硕科技 （重庆） 有限公司
2011 年落户两江新区，主要产品
为笔记本电脑和迷你台式机，年产
量约 1000 万台。公司经理周玉撰
对记者说，地方政府对台企支持力
度蛮大，比如物流补贴和厂房保障
等 都 让 台 企 受 惠 。 来 渝 发 展 10
年，她已在重庆安家立业，并爱上
了这座热情似火的城市。

“大陆发展空间越广阔，对于
广大台湾同胞来说，机遇就会越
多。”马晓光说，这次我们传递了
大陆的信息，相信未来两岸媒体
也能把台湾重要的信息传递到大
陆，由此增加两岸同胞的沟通和
了解，这也是两岸媒体交流最重要
的意义。

“重庆真是自带流量的城市，
社 交 平 台 直 播 的 观 看 量 一 直 在
涨。”海峡卫视记者胡静在联合采
访微信群内，与大家分享“地铁穿
楼”的李子坝站打卡直播成绩。中
国台湾网在世界文化遗产重庆大足
石刻的视频直播，收获了超过 200
万的浏览量。

台湾自媒体人鲈鱼在乘直升机
俯瞰成都后，在多个平台更新了体
验视频。她告诉记者：“作为台湾
人，真的很幸运能在四川乘坐直升
机，从空中欣赏这座美丽的城市。再
一次来到四川，发现这里发展得比
我想象中更快，大开眼界！期待更多
台湾同胞来四川走走看看！”

行走川渝，两岸记者点赞“双城经济圈”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图

图为两岸媒体走访的重庆果园港。

新华社香港7月20日电（记者
刘明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20日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香港与环渤海经济圈的战略定
位可协调互补。香港与东南亚等国
家联系较为紧密，而环渤海则与东
北亚国家交往频繁，香港与环渤海
的企业可利用彼此地缘优势，开拓
更多新市场和商机。

林郑月娥当日在环渤海企业家
联盟揭牌仪式及环渤海区域经济发
展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高峰论坛
上发表了视频致辞。

林郑月娥表示，环渤海经济圈

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之一。一直
以来，香港与环渤海经济圈的各个
省市在经贸投资方面紧密合作，香
港不但是环渤海经济圈最大的外来
投资来源地，也提供优良平台，协
助环渤海的企业“走出去”，拓展海
外业务以及上市融资。

她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
有关香港的内容，显示国家在多个重
要范畴继续大力支持香港发展。香港
将全力配合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国家
整体发展。环渤海的企业家可充分利
用香港在这些领域的机遇和优势，
助力产业升级，推动产业发展。

林郑月娥：

香港与环渤海经济圈可协调互补开拓更多新商机

第四届“蔡
襄杯”闽台中小
学生书法大赛
现场书写决赛
近日在福建省
泉州市洛江区
开赛。图为小
选手们在决赛
现场书写作品。

林 升摄
（人民视觉）

台达 50 周年巡展暨北京交流会 7 月 19 日在京举
行。巡展以详尽的数据和照片，讲述了这家资深台企
在大陆发展的历程。台达负责人表示，将瞄准“十四
五”规划带来的机遇，持续深耕大陆市场。图为巡展
现场，工作人员向观众介绍台达在自动化和电动车等
领域提供的解决方案。 方烈黎摄

据新华社澳门7月20日电（记者李寒
芳、刘刚） 今年是澳门大学建校 40 周年，
澳门大学近日表示，澳大配合国家和澳门
特区的部署，编制 《澳门大学五年发展规
划 （2021／22-2025／26）》，作为未来五
年大学发展纲领和蓝图，以全力培养爱国
爱澳人才、助力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回应国家和特区所望。

在培养爱国爱澳的“一国两制”事业建
设者方面，澳大加强爱国爱澳教育，深化学
生对国情及区情的认识；强化学术支援，发
挥协同育人优势。此外，澳大正按计划逐步
增加学生的数量，增加内地学生招生名额，
提高研究生的占比。澳大将推进与内地卓
越大学联盟九所高校建立更全面的合作网
络，在推动现有人才联合培养项目的同时，
与内地高校建立更多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澳大表示，澳大将进一步加强责任担
当，配合特区政府在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
领域的施政部署和方向，打造具澳门特色
的高校品牌，切实助力澳门的产业多元化
和可持续发展。

本报北京7月20日电（记者柴逸扉） 2021
两岸青年交流合作北京峰会20日在中关村壹号
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峰会以“新时代·新征程·新
作为”为主题，在京优秀台青台生代表和北京市
各界青联委员代表约180人在现场参加峰会。

本次峰会建立了在京台生实习就业联动工
作机制，展示了在京台青创业、台生教育培养和
融入北京发展的成果，并现场颁授华灿工场、36
氪、中关村创客小镇3家公司为京台青年创新创
业基地、小米科技为京台青年实习就业示范基
地匾牌。来自两岸的 6 名优秀青年围绕峰会主
题，从不同视角讲述两岸青年在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征程中加强交流合作、促进融合发展、

勇于担当作为的认识与体会。会后，台湾青年参
访了中关村壹号园区，体验数字人民币、自动驾
驶等科技成果，了解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相关
政策等，感受大陆经济发展新成就、新气象。

近年来，北京市为台湾青年就业、创业、
实习提供了多项支持政策，包括台湾同胞在京
就业不需要 《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直接使用
台胞证办理相关手续，应聘北京市事业单位时
在聘用管理、职称评审、工资福利方面一视同
仁，在京就业的可以参加五项基本社会保险，
在京创业的可享受个人最高50万元、企业最高
3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优惠政策，建立多部
门合作的在京台生实习就业协调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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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两岸青年交流合作北京峰会举行
建立在京台生实习就业联动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