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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是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
集的城市之一，也是台商台胞融入程度最高的城市之
一。这里有常住台胞近 15 万人，台资企业 1.2 万余
家，两岸婚姻家庭近4000对，台湾学生6000多名，既
是两岸经济合作的高地，也是两岸文化交流的热区。
近日，以“赓续一脉 汇融两岸”为主题的2021海峡
两岸（苏州）青年文化月在此举办，文化沙龙、文艺
表演、文旅体验、文创设计……精彩纷呈的交流活动
一直持续至11月底，吸引长三角地区两岸青年代表
300余人参加。在交流中，两岸青年共品文化、共叙
情谊、共话发展，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也增强了血
脉相连的情感认同，为“两岸一家亲”写下生动注脚。

浸润传统文化

“文化交流在强化两岸青年共同的国家民族认同、
促进心灵契合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展海峡
两岸青年文化月，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
岸同胞心灵契合具有积极意义。”在活动开幕式上，国
台办副主任龙明彪通过视频寄语两岸青年，希望他们
为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也希望台湾青年在
大陆抢抓机遇、施展才华。

有着 25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苏州，传统文化
底蕴深厚，名胜博物俯拾皆是。本次文化月期间，
苏州开展了文化交流、非遗传承、互动体验、文化
创意等 4 大类 17 场文化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一次

“尝个饱”。
在苏州拙政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曲径通

幽、变幻无穷的景致使两岸青年观之不尽、回味无
穷；在山塘街，两岸青年踩着青石板、贴着斑驳墙，
信步而走，了解山塘古迹和人文历史，感受独特的江
南水乡魅力；在苏州博物馆西馆，两岸青年通过专业
讲解，深入了解苏作技艺、苏式生活的发展变迁；在
中国刺绣艺术馆，两岸青年近距离欣赏苏绣、蜀绣、
湘绣等全国各地绣种的刺绣精品，观摩种桑、养蚕、
缫丝、炼染、丝织等模拟展示，感佩中华传统技艺之
精妙……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两岸青年纷纷竖起大拇
指，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吴庆文热情地说：“诚挚
期盼更多的台湾青年来苏州走走看看，到苏州就业发
展，亲身感受这座千年古城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
融合的神奇魅力！”

一展青春才华

“苏州优良的经商环境、宜居的生活环境、儒雅的
人文环境深深吸引着台湾同胞，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
人把苏州作为来大陆就业创业的首选地。”中国国民党

前主席洪秀柱通过视频祝贺文化月系列活动举办，她
的这段话，正代表了许多台湾青年的心声。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是台湾年轻民乐演奏者的就
业热门选择之一。目前乐团有台湾籍演奏员12人，并
与台湾的乐团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持续推动两岸交流
融合。乐团琵琶声部代理首席庄子慧从台湾到苏州扎
根 3 年多了，她告诉记者，这边的发展天地更广阔，
薪资待遇也优渥一些。“两岸乐手都应该成为传承和弘
扬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使者，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民
乐的魅力。”

在活动开幕式上，苏州民族管弦乐团被授予“江苏
省对台交流基地”，并参与奉献了一场“同唱一首歌 共
圆中国梦”两岸青年音乐会。台湾籍青年钢琴演奏家林
洛安带来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以磅礴的气势，展现中
华儿女的顽强意志和震撼人心的“民族魂”。由著名二
胡演奏家朱昌耀和台湾籍青年大提琴演奏家张之华合
作的《相望》，根据台湾著名流行歌曲《绿岛小夜曲》和大
陆著名流行歌曲《鼓浪屿之波》编创而成，以深情委婉的
旋律表现了海峡两岸人民渴望团聚的心情。

搭起交流平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值得我们所有青年学习、传承。”正在复旦大
学就读的台湾青年蔡孟轩，十分珍惜参加此次活动的
机会。

“和大家一起走进苏州欣赏美景、体验非遗传承、
聆听民族管弦音乐的经历十分难忘，很期待今后可以
和大陆朋友有进一步的交流互动。”台湾自媒体人蔡如
瑜表示，她会用自己手中的镜头，让更多岛内台湾同
胞直观地感受大陆的风土人情。

“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可以让两岸青年感受
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不断增强作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共同担起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贡献力量。”洪秀柱的一番嘱托意味深长。参与
此次活动的两岸青年，心里沉甸甸的。

活动期间，两岸青年文创嘉年华暨长三角江南水
乡古镇艺术节、第二届中华文脉营、两岸戏剧文化交
流等陆续举办，为两岸同胞品味文化、畅叙亲情搭建
了良好平台。吴庆文介绍，长期以来，苏州秉持“两
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顺应台胞发展需求，出台实
施各项惠台政策，努力打造台胞的创业高地、生活乐
土和圆梦天堂。可以预见，未来将有更多的两岸青年
相遇大陆，激起交流互动的闪亮火花，增进了解、凝
聚共识、共谋发展。

两岸青年文化月在苏州举办——

交流让两岸青年的心贴得更近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本报澳门 11 月 18 日电 （记者毛磊）
“致敬国家丰碑——他们的故事，让我告诉
你”国情教育宣讲活动 16日在澳门大学举
行，为现场300余名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国
情教育课。

来自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
局、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和江苏淮安恩
来干部学院的主讲人先后登台，分别为大
家讲述雨花英烈、新四军和周恩来总理的
故事。

宣讲会上，澳门大学的学生还朗诵了
自创诗歌《金莲花的自白》，抒发百年家国
梦圆的沧桑与荣光。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副部长李卫华代表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向
解放军驻澳部队官兵赠送了书法作品 《莲
花卫士》。活动在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的
歌声中圆满结束。

到场聆听的澳大霍英东珍禧书院张同
学表示，今天的中国挺立世界东方，今天
的澳门重拾尊严与荣耀，尤其要感谢那些
先辈、先驱、先烈。作为新时代青年，要
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让青春在奉献中焕
发光彩。

澳大学生事务长彭执中表示，此次活
动对增进澳门年轻一代对祖国的认同很有
意义，也很有效果，希望这样的活动能长
期举办下去。

“致敬国家丰碑”国情教育宣讲活动由
江苏省海外联谊会支持，澳门江苏联谊
会、江苏香港文化促进会、澳门大学共同
主办。宣讲以家国情、民族魂、复兴梦为
鲜明主线，帮助更多澳门青少年厚植爱国
情怀。宣讲团还将走进澳门濠江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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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之中始终割舍不断是浓浓的家乡情感，我们
回到家乡厦门办厂，就是为了造福桑梓。”近日，来自
福建厦门的台企五发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洪绍明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

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地缘相近，文
化上同属闽南文化地域，人缘相亲，受惠于各项惠台
政策，厦门已成为台商办厂兴业的投资热土。

台商洪跃彰有 30多年水果种植经验，和在大陆经
营农业的不少台商一样，遇到的较大瓶颈是资金问
题。看到“农林22条措施”后，洪跃彰高兴地称其为

“及时雨”。洪跃彰说，新措施贴近基层台胞需求，聚
焦解决台胞台企普遍关心的问题，令他们更有信心扎
根大陆发展。有了新政策加持，他透露，今年将增资
扩厂，再种植100多亩玉女番茄。

日前，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正式启用福建首
家台胞台企服务站。“真的超方便！”台胞李志功在办理完
台胞证换证业务后这样评价。厦门出入境民警通过预约
方式，在厦门台商协会为台胞集中办理相关业务。 厦门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第五大队指导员曾菁说，厦门
台商协会有超过1000家会员企业，“我们后续会根据实际
需求，增加更多新功能，给台企台胞带来更多便利”。

厦门市政府已经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台湾
青年来厦实习就业创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通过建设
台湾青年就业基地、提供创业启动资金、便利台湾青

年子女就学等多个途径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赴厦就
业、创业。今昔对比，洪绍明感慨良多。厦门五发电
子有限公司所在的洪氏工业园，就是上世纪末厦门洪
氏企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洪仲篪回乡创业的结果。

当年的筚路蓝缕，几代人的辛勤付出，才换来今
天的发展壮大。洪氏工业园作为最早进驻厦门投资创
业的台资企业之一，园内共有厦门五发电子有限公
司、厦门建松电器有限公司、玛立克 （厦门） 电气有
限公司等10家企业，产值超过3亿元。

二十几年来，洪氏工业园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厦门
税收营商环境和税收服务的不断优化，从原先的手写发
票到如今的发票电子化，从以前的现场排队办理税收业
务到现在的“最多跑一趟”、“一趟不用跑”，五发电子的财
务黄女士体会最深。她表示，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厦门市翔安区税务局提倡非接触式“不见面”办税，税
务人员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引导我们纳税人使用电
子税务局进行申报办税。同时，当地积极运用税企互动
平台加强“云上辅导”，让税收优惠政策“云上传递”。

黄女士算了一笔账，疫情期间五发电子仅2020年度社
保相关税收政策即可享受优惠约68万元，个人所得税新政
施行，公司一年还可享受约1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优惠。

洪绍明表示，大陆考量最多的是如何解决台胞台
商在当地面临的困难，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大家有
更深的感受。切实帮助企业解决难题，是大陆落实落
细惠台政策的重要体现。

厦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说，厦门一直着力打造
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各项惠台政策不断
落实落细，为广大台胞来厦投资兴业、居留生活提供
良好的服务保障，满足了台胞对便捷高效服务的需求
与期待，将进一步助力台企在厦发展壮大扬帆远航。

厦门：

惠台政策助力台企扬帆远航
刘齐晖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
问题的最佳方式。1979年以来，大陆方面
不懈努力谋求两岸和平统一，真心诚意推
动两岸和谈和争取台湾民心，寄希望于台
湾当局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大陆方面喻
之以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惠之以
利，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和理念，
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一个中国的
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两岸一家
亲”“两岸命运共同体”“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等，可谓用意良善、态度真诚。

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从隔
绝对立到相互往来，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

“三通”，实现了两岸两会的制度性协商并
达成 20 多项协议，实现了两岸领导人的
历史性会晤，两岸和平统一展现出了令人
欣喜的前景。然而，自 2016 年主张“台
独”的民进党在台湾“全面执政”以来，
形势却急转直下。

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致使两岸沟通机制停摆、两会商谈中断，

而且借香港“修例风波”、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之机，煽动敌意和对立，阻碍两岸正
常交流，单方面改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现
状。同时，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倚美谋

“独”，在岛内外推动各种形式的“渐进台
独”和“去中国化”活动，致使台湾的分
裂倾向恶性发展。近期，蔡英文为挽救民
进党施政不力、民怨四起、民众满意度下
降的信任危机，再次使出“反中”“抗
中”的伎俩，对大陆摆出了“以武拒
统”、绝不屈服的架势，在“双十讲话”
中宣称所谓“四个坚持”，抛出“互不隶
属论”的底牌，公然否定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的事实，在
分裂祖国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审视当前的台海形势，两岸之间交流
停滞、对立加剧、敌意加深，而外部干涉
势力见缝插针，“以台制华”，宣称“对台
湾安全的承诺坚如磐石”“支持台湾有意
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的活动”，并拉帮结
伙、兴风作浪，破坏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格

局，为民进党当局撑腰打气，使得“台
独”分裂势力更加有恃无恐，肆意进行谋

“独”挑衅，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面临着
严重威胁。

为维护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大陆方
面对“台独”分裂势力势必进行更为有力
的反制，两岸关系往何处去这一问题，将
突出地摆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面前。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
共同意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
求，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不可
动摇的历史定论。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大
政方针没有改变，但也从没有承诺放弃使
用武力，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
志、强大能力。

40多年的历史表明，两岸关系和平稳

定向前发展，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景更加广
阔，维护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的空间自
然增大。反之，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动荡，
采取包括非和平方式等一切必要措施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两岸同胞根本利益
的压力就会持续升高。问题的关键在于台
湾当局走什么样的路，选择什么样的两岸
关系。本世纪以来，认同“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政党在台上时，台湾当局
走上与大陆和解、合作的方向；而否认

“九二共识”、主张“台独”的政党上台
后，台湾当局走上与大陆对立、对抗的方
向。两岸关系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样貌，
也预示了两种不同的前景。面对两种前
景，台湾的各政治势力及其背后的选民，
都应该认清大势，三思而行。

（作者为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

民进党当局分裂行径严重威胁和平统一前景
王 升

民进党当局分裂行径严重威胁和平统一前景
王 升

●涉台专家揭批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近来立足区域农业生产特
色，大力推广瓜果蔬菜育苗的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
营。图为在该县台湾农民创业园大棚育苗基地，农民
在营养土上嵌种花椰菜籽，培育花椰菜苗。

陈月明摄 （人民视觉）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滏河学校近日开展“一声问候、传递温暖”主题教育活动，同学们手持笑脸和问候卡，学
习礼仪、互致问候，传递甜美的微笑，迎接11月21日“世界问候日”的到来。 郝群英摄 （人民视觉）

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发行欧元债券
据新华社香港11月18日电（记者王茜） 香港特区政

府18日宣布，在政府绿色债券计划下成功发售30亿美元
等值的美元及欧元绿色债券，这是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发
行欧元债券，当中20年期为迄今亚洲地区最长发行年期
的政府类欧元绿色债券。

这次绿色债券发行共有三期：美元计价的 10年期绿
色债券发行金额为10亿美元，欧元计价的5年期及20年
期绿色债券分别为 12.5亿欧元及 5亿欧元。在 11月 15日
和16日举行网上路演后，这批债券于11月17日定价，10年
期美元债券的收益率为1.855%，5年期欧元债券为0.019%，
20年期欧元债券为 1.059%。全球投资者对这批绿色债券
反应较强，10年期美元债券吸引逾29亿美元认购金额，而
5年期及20年期欧元债券共吸引逾22亿欧元认购金额。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市场对香港特区
政府的绿色债券有很大需求，这充分证明投资者对香港
经济基调的信心以及对特区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
中和工作的支持。通过这次发行，特区政府可以开拓新
的投资者基础，让他们更关注香港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和
金融机遇，进一步为香港金融市场提供增长动力。

这批绿色债券预期于2021年11月24日交收，并于香港
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香港金管局为这次根据政
府绿色债券计划发售绿色债券的香港特区政府代表。该计
划所募集的资金将拨入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具环境效益
和推动香港可持续发展的特区政府项目提供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