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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发展日新月异，市场非
常大，盼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到大
陆来发展。”近日，在广西南宁参
加“百名台青体验在八桂”活动的
台青夏允浩，分享体会时这样表
示。为期6天的活动中，夏允浩与
台青小伙伴们一起上了“直播带
货”实践课，参加了广西投资环境
推介会，收获满满，对留在广西创
业就业有了更多信心。

“没有套路，都是干货”

“台青助力乡村振兴直播实
训”是此次活动的亮点之一。实践
课一上就是 3 天，来自广西、上
海、浙江、广东、福建、云南、贵
州等7个省份的台湾青年代表50多
人当起了学员，从教室走进村庄、
田间、企业，既学习如何“直播带
货”，也了解怎样助力广西的乡村
振兴。

“一堂课也不能落下呀。”“干
吧爹”居酒屋创办人、台青陈立轩
每天赶到位于青秀区的南湖名都会
场，需要公交转地铁，等 21 时交
完作业下课后回到家已过 22 时，
但他觉得这次实训干货满满、机会
难得，连续几天课均全勤出席。

是什么让这群以“90 后”为
主的年轻人这么勤勉？台青们表
示，是因为课程给力。从开播准
备、直播间定位、消费心理分析、
产品布局、粉丝画像到运营技巧，
都是每一个主播从业者最想学的

“刚需”知识。
“没有套路，都是干货，太了

解台商台青们的需求了！”南宁市
台协会秘书马玲燕直呼，这样的课
程“很解渴”。她把老师的授课内
容做成小视频放在微信群聊共享，

以便大家“回家再复习回味”。
西南西北昆明台协会副秘书

长、青委会副主委顾云龙说：“这次
除了学习理论，还学了短视频制作，
又去了茉莉花基地实训，真真正正
实现了全国台企联青委会在活动期
间发出的‘乡村振兴 台青先行’倡
议，我受益良多。”

投身乡村振兴寻机遇

“直播带货，是必然会站在风
口上的一种新商业模式。”广西新型
电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被腾讯看
点直播官方授予“头部主播”称号
的蒋凤老师一席话，鼓舞了在场的
台商台青主播们。她讲授的直播秘
笈、直播实操综合等课程很接地
气，让学员们直呼“过瘾”。

有学习，还要有实践。“大家
看看这里有茉莉花酥、茉莉花冰
糕，接下来的中秋节大家可以考虑
我们的茉莉花月饼，而且这个包装
是国潮风，很漂亮！”在广西横县
的中华茉莉园里，学员们一边体验
制作茉莉花绣球、香囊，一边通过
手机直播镜头向观众介绍茉莉花相
关产品。

回到宿舍休息的台商台青还
“不甘寂寞”，又对百色的芒果架起
了设备，“我跟台青朋友们在半小
时里，把我们百色的芒果卖出了
102 箱。”来自广东东莞的台青王
晨懿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台办副主任赵
红明表示，广西将在“十四五”时
期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将给
广大台胞带来更多机遇。南宁市台
办主任何见霜介绍，此次举办“台
青助力乡村振兴直播实训”活动，
是希望台青有机会投身乡村振兴，

实现个人创业就业理想。

“来广西是走对了地方”

广西早已和宝岛台湾结下不解
之缘。在广西投资环境推介会上，
广西壮族自治区台办副主任丘德彬
介绍，广西区位优势突出、生态环
境优异、多个平台对接、多重政策叠
加，发展潜力巨大，在扩大与东盟合
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必将
发挥更大作用，是岛内台商、东部沿
海台商和东南亚台商投资发展的最
佳选择。

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副巡
视员窦锡林表示，台湾地区已成
为广西开放发展的重要平台和窗
口，也是广西重要贸易伙伴和投
资合作重要地区。今年 1-4 月，
桂 台 贸 易 总 额 达 65.1 亿 元 人 民
币，同比增长 55.3%。随着 RCEP
的正式签署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

的升级，广西正在成为大陆最具投
资价值区域之一。

“初到南宁，我已经深深地喜
欢上了这里。”来自台湾新北市的
女孩郑羽乔在“百名台青体验在八
桂”创业就业经验分享会上说。

“南宁气候宜人，街道很干净，城
市绿化率很高，虽然高楼林立，但
丝毫没有压迫感。广西口音让我有
亲切感，跟台湾人讲话有点像。和
台湾一样，南宁也很盛行夜市文
化。”郑羽乔在大陆创立了自己的
香薰品牌，她已经将企业部分生产
线转移到了南宁。

在广西创业发展是不是一个好
选择？台商庄久毅深有体会。他
2014年来到祖国大陆，短短7年从
当初的“零”到如今将事业扩展到
北海，还将在北海市打造一个2万
亩的“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合作基
地”，事实证明，“来广西是走对了
地方！”庄久毅说。

新华社澳门电（记者刘刚、李寒芳）“促进
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联合工作委员会”

（联委会） 7月19日在澳门召开2021年度工作会
议，就优化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深化内地与
澳门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合作，提升青少年交
流实效等展开讨论和磋商。

在支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会议
研究推进惠澳政策出台实施；支持澳门机制化
参与国家重要的文化和旅游活动；支持澳门重
要文化和旅游展会品牌建设，加强内地与澳门
展会平台合作；支持澳门全面参与助力“一带
一路”建设，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
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联委会还讨论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

旅游合作工作机制，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和旅游发展规划》组织实施工作等事项。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旭在会上表示，
希望澳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及文化和旅游行
业复苏发展，高水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和旅游建设，发挥澳门多元荟萃、国际联系
广泛的优势，为文化强国建设和国际人文交流
作出贡献。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表
示，内地与澳门的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及发
展前景广阔，澳门特区更要发挥好“一国两
制”的制度优势，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积
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努力推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
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姚坚表示，特区政府积

极应对疫情的同时，高度重视旅游业的恢复和
发展。下一步需要选准突破重点，集中各方力
量实现创新发展，包括拓展琴澳旅游业合作空
间、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开拓文化旅游产
品的数字化宣传平台等，推动澳门更加积极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联委会由文化和旅游部与澳门特区政府于
2015 年 6 月建立，旨在加强涉澳旅游政策研究
和规划编制等顶层设计，协调解决涉及区域旅
游合作、旅游政策落实等重要事项，共同推进
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联委会实行定期
会商制度，由内地和澳门轮流举办。

本报香港7月21日电（记者陈颖 实习记者冈秀
雅）“融通中外·文明互鉴”——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高峰论坛21日下午在香港湾仔会议展览中
心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国家文化和旅
游部副部长张旭、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卢新宁、中国文
联香港总会会长马逢国等出席并发表致辞，数百名香
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论坛。在场人士纷纷表示，国
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到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既是对香港文化事业的肯定，也为文化
界注入强心针。

林郑月娥在论坛上致辞表示，国家“十四五”规
划纲要首次将香港的文化地位写入，并提到支持香港
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具备中外文化荟萃
的特色和优势，加上广泛的国际脉络，有能力汇聚海
内外和本地人才，成为促进中华文化在国际间影响力
的平台。

林郑月娥认为，要打造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
流中心，要先建立港人特别是青年人的国民身份认同
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向往。有效的教育引导、舆
论宣传和社会文化熏陶至为重要，这不仅是艺术机构
和艺术工作者的使命，也应该是教育界、传媒和社会
团体的共同责任。

张旭在致辞中表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
流中心是中央政府对香港在国际艺术文化交流领域所
作贡献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当前香港迫切发展需求的
积极回应，为香港未来发展明确新定位、培育新优
势。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对香港重新出发具有
积极意义，有助于香港创造更多发展机会，为经济发
展提供内生动力；对建设文化强国具有积极意义，有
助于提升中华文化在香港的认知，增强香港同胞的国
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对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具有积
极意义，有增强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辐射力和影
响力。

卢新宁在致辞中表示，这是一个东方文明中华文
化向世界自信展示的新时代，也是一个中西文化互鉴
互通、交流碰撞的大时代。香港是世界的、更是中国
的，从文化上来说，唯有“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
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

“文化”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关键词，需要政府通过顶
层设计协调社会、引导市场，携手激发这座城市的创
造活力。打造中外艺术文化交流中心，需要思考如何
增强对话实力、提升文化魅力、激发文化活力。

马逢国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回归之后存在的一些
问题，不时引发动荡，特别是国民身份认同、国家归
属感等方面。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文化工作，最终达致
文化认同，才能彻底改变。强化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的培育普及，将可倡导社会融和，加强社会凝聚力和
向心力，促进人心回归，从而助力落实“一国两制”、
确保长期繁荣稳定。

台湾青年谈在广西发展创业：

“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里”
本报记者 王 平

学员在广西横县中华茉莉园进行直播实训。 南宁市台办供图学员在广西横县中华茉莉园进行直播实训。 南宁市台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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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澳门更加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内地与澳门探讨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

本报澳门 7月 21日电 （记
者毛磊） 澳门红十字会 21 日表
示，已于当天紧急拨款30万元人
民币，用于援助河南防汛救灾。

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
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
内 涝 ， 一 些 河 流 出 现 超 警 水
位，个别水库溃坝，部分铁路
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

十分严峻。
澳门红十字会心系灾区，密

切关注灾情发展，经与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协调，于 21 日紧急拨
款 30 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灾
区开展救灾救援工作，以解受灾
群众燃眉之急。

澳门红十字会表示，将与总
会密切联系，并视灾情的发展随
时做出进一步反应。

本报北京 7月 21日电 （记
者金晨） 记者 21 日从台企旺旺
集团了解到，河南近日遭遇极端
强降雨天气，多地发生城市内涝
等自然灾害，灾情牵动着全国人
民的心。旺旺集团第一时间伸出
援手，捐助救灾物资，与受灾群
众共渡难关。

截至目前，旺旺在河南省内
的 2 家工厂、4 家分公司、26 家
营业所已出动一切力量紧急加入

救援。仓库中现有的几十万箱产
品 （货值超 2000 万元） 也全部
停止对外销售，开仓捐物，全力
支持有需要的地方。

同时，旺旺集团紧急调拨旺
旺水神除菌液及微酸性电解次氯
酸水生成设备至河南，以减少灾
后公共卫生隐患。旺旺成立的援
助小组通过当地政府及台办联络
物资紧缺单位，将食品及防潮物
资等及时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澳门红十字会紧急拨款30万元人民币

台企旺旺集团捐赠2000余万元物资

旺旺集团郑州分公司各级主管正在运送捐赠物资。
旺旺集团供图

本报北京7月 21日电 （记者金
晨） 记者从湖北省台办获悉，第八届

“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
赛 19 日正式启动作品征集，面向两
岸特别是两岸高校师生征集 2020 年
10月至 2021年 10月期间原创的微电
影、微视频。

本届大赛以“今天·味道”为主
题，“今天”旨在传达两岸年轻人对
当下生活、情感、工作、事业、理想
等新情势、新挑战的感受；“味道”
可以是食物的味道，也可以是情感的

味道、生活的味道。
组委会介绍，大赛将从征集作品

中遴选 30 部入围作品，并从中评出
“金飞燕奖”作品 1 部、“银飞燕奖”作
品2部、“铜飞燕奖”作品3部及相关奖
项。获奖作品最高可获1万元奖励，颁
奖典礼将于今年11月在武汉举行。

“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
频大赛由湖北经济学院承办，迄今已
成功举办七届，共征集微电影作品近
5000 部，成为两岸青年微电影爱好
者交流学习的重要平台。

全国首家港澳子弟学校——广州暨南大学港澳子弟学校揭牌仪式近日在
广东省广州市举行。当日，校园开放活动同期举办，邀请逾300名嘉宾、学生
和家长在现场全方位感受学校风采。图为参与校园开放活动的学生体验趣味
体育课程。 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供图

首家港澳子弟学校在穗揭牌首家港澳子弟学校在穗揭牌

第九届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启动

“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启动“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启动
据新华社香港7月 21日电 （记

者张雅诗）香港中学文凭考试21日公
布2021年考生成绩，本届逾4.3万名香
港在校高中考生当中，超过四成获得
香港高校录取最低要求的成绩，同时
选择到内地升学的人数有所上升。

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
考试今年有近 5 万名考生应考，其中
包括 43294 名在校应届高中生以及
6682名自修生。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
据显示，参加本届文凭考试的 43294
名在校高中生当中，17786 人获得香

港高校录取最低要求的成绩。目前，香
港高校可提供约 1.3 万个特区政府资
助的大学本科名额。

负责处理文凭试收生计划申请事
宜的中国教育留学交流 （香港） 中心
表示，文凭试收生计划的报名人数增
加，主要原因之一是香港学生对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有信心，特别是香
港特区政府于今年初推出“大湾区青
年就业计划”，鼓励和支持香港青年
到大湾区其他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
为年轻人带来更大发展空间。

“香港高考”放榜 报考内地高校人数上升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刘巍巍）
第九届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
近日在江苏省昆山市启动，昆台融合
发展再添一系列务实举措。

活动现场，海峡两岸（昆山）青年
传统文化之旅、“花开并蒂 骑游两
岸”捷安特骑行路线、昆山妈祖文化
系列活动和海峡两岸（昆山）文体嘉
年华集中发布，2021“并蒂同心映芳
华”长三角台商台胞摄影大赛和两岸
关系博物馆（筹）展品征集活动同期
开启。

摄影大赛邀请长三角地区台商
台胞用镜头记录和展现自身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中的成长历程。筹建
中的两岸关系博物馆，旨在收集、
展 出 凝 聚 两 岸 关 系 珍 贵 记 忆 的 物
件。昆山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捐赠首
件展品——水墨画《唐山过台湾》。

国台办副主任龙明彪在致辞中
表示，希望昆山在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方面继续大胆探索，支持、鼓励
在昆台胞深度参与当地各项事业，
发挥经济发达、文化厚重的优势，
吸引更多台湾青年到昆山实习、就
业、创业，把昆山打造成为台湾青
年了解认识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政
治社会制度和治理效能的重要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