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要闻·台港澳2021年12月9日 星期四
责编：王 平 柴逸扉 邮箱：gtbhwb@people.cn

新华社南京 12月 7日电 （记者陆华东、朱
筱）“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
的基础，促进两岸和平稳定发展是两岸企业家的
共同使命。”在峰会现场聆听多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后，台升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山辉深受触动，“广大
台湾企业家应当热爱祖国，心系两岸，立足中
国，放眼世界。”

7 日，2021 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以视频连
线方式在南京市和台北市同时举行。与会台商受
访表示，两岸经济融合密不可分，广大台商应更
加积极主动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携手壮大中华
民族经济。

“两岸融合发展空间巨大。”郭山辉说，大陆
“十四五”规划描绘的高质量发展前景对两岸企业
都是巨大机遇。在新基建、5G、现代农业等领
域，两岸企业都可以深度合作。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台湾商业总会主席赖
正镒今年在大陆待了半年之久，这也让他对大陆
经济发展有了更深了解。“大陆经济充满韧性，潜
力巨大。这个庞大市场对台湾是个很大的助力。”

赖正镒说，“十四五”规划明确了大陆未来发展
方向，也让台商台企看到了新机遇。相信凭借大陆
庞大的市场规模、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系统的规划
布局，这一世界主要经济体一定会不断发展壮大。

台商林昆佑所在的广运农业生物科技 （江
苏） 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食用菌加工，事业分布大
陆多地，是诸多餐饮品牌的菌菇供应商。在他看
来，汪洋主席在贺信中提出的“三个不会变”，无疑
是给大陆台商台企吃下的一颗“定心丸”。

“我们真切感受到，大陆一贯秉持的‘两岸一
家亲’理念不会变，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
的政策不会变，为台商台企办实事做好事的举措

不会变。”林昆佑说，“大家继续扎根大陆生活、兴
业的信心更坚定了！”

已在大陆生活20多年的林昆佑，目前身兼全
国台企联江苏区青委会主委一职。这也让他格外
关注两岸青年交流。“希望台湾年轻人多到大陆走
一走、看一看，迈开腿、伸出手、多思考。”林昆佑说。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南宝树脂集团大陆
地区董事长孙德聪已连续多年参会，今年他格外
关注绿色低碳发展、供应链重组等话题。孙德聪
坦言，这与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面向新时代，两岸企业应抓住新机遇，借助
苏台企业合作联盟等平台，加强协调合作。”孙德
聪说，在疫情冲击下，两岸贸易依然保持韧性，
更表明台企的市场、台商的希望离不开大陆。

“我们要拿出更大干劲，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贡献
力量。”

“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贡献力量”
——2021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台商一席谈

本报北京12月8日电（记者柴逸扉） 台陆委
会近日诬称大陆为两岸正常交流活动制造障碍，
并将大陆惩戒“台独”顽固分子措施歪曲为干扰台
商企业经营，制造“寒蝉效应”。对此，国台办发言
人马晓光8日应询指出，民进党当局挑拨离间，注
定枉费心机。

马晓光说，2021 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 7 日
以视频连线方式在南京市和台北市同步举行。500
多位两岸企业界人士参加论坛，共话两岸经贸合
作大局。在两岸关系发展受到冲击的当下，在民
进党当局百般阻挠恐吓下，两岸企业界人士用行
动证明加强经济合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
两岸互利共赢的必然选择。

他指出，“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台海地区
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
大障碍。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
和金主，目的正是为了遏制“台独”分裂行径、维
护台海和平稳定。从根本上看，这将有利于促进
两岸正常经贸往来，有利于保障广大台湾同胞的
合法权益。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广大台商台企
投资兴业才能有安心踏实的环境，两岸经济交流
合作才能有和平安定的保证。民进党当局长期阻
挠两岸交流合作，肆意打压反对“台独”、主张统一
的团体和人士，是他们刻意进行政治操弄、大搞

“绿色恐怖”，世人皆知。无论民进党当局怎样歪曲
事实、颠倒黑白，都掩盖不了与“台独”分裂势力
沆瀣一气的真实面目。

马晓光表示，祖国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
企投资兴业的热土和发展进步的依靠。我们欢
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继续依
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我们一贯秉持的

“两岸一家亲”理念不会变，率先同台湾同胞分
享发展机遇的政策不会变，为台商台企办实事
做好事的举措不会变。民进党当局挑拨离间，
注定枉费心机。希望广大台商台企明辨是非，
站稳立场，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以实
际行动参与两岸经济合作，推进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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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12月8日电（记者李慧颖、庞梦
霞） 8 日，第三届海峡两岸工商合作论坛在福州
举行，两岸工商界代表人士围绕“合作·创新·共
享”主题，共话两岸经贸合作新空间。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在致辞中表示，今年
以来，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贸易与
投资大幅增长，金融合作持续深化，经贸交流热度不
减。今年1月至10月，两岸贸易额2663亿美元，同比
增长 27.8%，大陆新批台资项目 5173 个，同比增长
34.3%，实际使用台资8.1亿美元，同比增长4.2%。

对于深化两岸经贸合作，张少刚提出三点建

议：一是应对挑战，携手合作，提升两岸经贸核
心竞争力；二是用足政策，发挥优势，推进两岸
经贸合作融合发展；三是顺势而为，开拓创新，
发掘两岸经贸合作新动能。

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高孔廉在视
频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凸显了两岸经济合作、
共同发展的鲜明特色，是两岸工商界和企业间交
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的活动主题十分契合当
前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

高孔廉表示，大陆在新基建、自由贸易、双
循环等领域提出的新措施将为台商台企提供更多

发展的机遇，促进两岸经贸融合发展。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在视频发言中

说，一直以来台湾商业总会都与大陆维持密切交
流，许多长期在大陆投资的商会会员获得了极大
的发展与成就。

许舒博表示，后疫情时代两岸的经济都将面
临更严峻的挑战，应该化危为机，做好产业精准
对接，强化两岸民间企业、品牌合作，以创新的
经贸合作模式共享全球商机。尤其在跨境电商、
互联网、人工智能、文创旅游等领域，继续深化
经贸交流合作。

本届海峡两岸工商合作论坛是第十三届海峡
论坛的一项重要活动，由中国贸促会、海峡两岸经
贸文化交流协会、台湾商业总会、台湾商业联合总
会共同主办，致力于打造两岸工商界探索经济融合
发展新思路、新路径的新平台，促进两岸产业合作。

两岸工商界探路经贸合作新空间

本报香港12月 8日电 （记者陈
然） 由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投资
自建的中国移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
火炭数据中心（简称“火炭数据中
心”）8 日举行动土仪式，预计将于
2025年投入服务。

据介绍，继将军澳环球网络中
心之后，火炭数据中心是中国移动
国际有限公司在香港独立建设的第
二个数据中心，将与中国移动位于
大湾区的其他5个核心数据中心共同
构成大湾区核心数据中心体系，并
与 5条国际海缆及 5个粤港骨干跨境
陆缆系统协同，进一步提升香港国
际信息枢纽地位。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
中国移动香港董事长李锋主持动土
仪式并致辞。林郑月娥表示，国家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支持香
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让香港

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香
港与内地科创合作的关系，同时为
香港进一步发展创科提供清晰的定
位，为香港发展数据中心服务提供
更大的机遇，特区政府也一直通过
政策和支援的措施致力于推动香港
的通讯及创科发展。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是作为数
据中心的上佳地点，凭借着国家的
支持、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及香港通
讯业界的参与，相信香港的创科及
通讯业未来一定会有长足发展。

李锋表示，在数字时代，香港的蓬
勃发展需要特区政府的大力推动和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中国移动希望与
社会各界共同打造香港在大湾区的新
基建优势，为香港经济发展添加数字
驱动力，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保持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中国移动大湾区香港火炭数据中心举行动土仪式

川渝台人文相亲、经济相融。
近年来，随着大陆西部经济快速发
展，越来越多的川渝籍两岸婚姻家
庭选择回到家乡就业创业，不少两
岸婚姻家庭子女也来到大陆就读就
业。

近日，“我的故乡你的家”2021两
岸婚姻家庭川渝行开幕式暨回乡创
业发展交流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活
动邀请川渝两地近 70 名两岸婚姻家
庭代表、四川优秀创业女性代表
等，就两岸婚姻家庭群体更好融入
当地学习生活和就业创业、搭建

“两岸一家亲”桥梁纽带等话题展开
交流讨论。部分受疫情影响未能返
乡的岛内川渝籍陆配相聚台湾台中
和嘉义两地，以视频连线方式全程
参与交流互动。

“其实大陆营商环境非常好，我
希望在台湾的姐妹也能考虑来重庆
享受到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政策红
利。”交流会上，中华海峡两岸和谐
家庭协会会员栾薇表示，和儿子一
起回到家乡重庆后享受了很多惠台
政策，从小孩就读、经营小店申领
证照等，都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帮
助，小日子舒心惬意。

老家在四川宜宾的陆配陈爱武
感同身受。在一系列惠台政策措施
的支持下，她回到家乡，借鉴台湾
精致农业理念，从事现代科技农业

和文旅产业开发。“我是惠台政策的
受益者，大陆有巨大的商机、便利
的生活和便捷的服务，现在正是在
大陆创业的大好时机。”陈爱武说。

“初来成都是做客，再来成都是
归家。”台北姑娘宓欣怡已经嫁到成
都 12 年，曾经“惶恐、不适、想
家”的她，如今已经组建起一个幸
福的四口之家，并且创办了3个品牌
和公司，成为川台文旅“交流合作带
头人”。她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大
陆发展，大家一起“共创未来、共赚
财富、共逐理想、共建幸福美好
生活”。

在与台中会场的视频连线中，
祖籍四川内江、两岸四川经济文化
交流协会理事长严龙仙用“温馨”表
达了线上参会的感受。“听了大家的
分享，我们更加了解了家乡的快速
发展与进步，也听到许多返乡创业
姐妹们的成功案例。期待疫情尽早
结束，好回乡实地了解创业机遇。”
严龙仙说。

活动期间，两岸嘉宾还前往德
阳、内江、重庆等地，围绕家风家
教、巴蜀文韵、社区治理、经贸考
察、女性创业等主题，开展为期一
周的参访交流与体验活动，充分感
受川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故乡的发展是你们的骄傲和强
大支撑，更是你们的发展机遇。”四

川省台办主任罗治平表示，将与重
庆市台办携手，用心、用情、用力
落细落实惠台利民措施，为台胞台
企扎根川渝发展提供优质政务服务
和良好营商环境。“欢迎更多川渝籍
乡亲们回到故乡，共享发展机遇，
实现人生理想。”

“我的故乡你的家”两岸婚姻家
庭川渝行活动是川渝两地深化对台

交流合作的重要品牌活动。在相关
活动帮助下，很多两岸婚姻家庭通
过回家探亲、回乡参访等方式了解
并看好祖国西部发展机遇，选择扎
根在川渝两地学习生活、就业创
业，成为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壮大
川渝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川渝建设
成果和发展机遇的推介者和“两岸一
家亲”的践行者。

川渝两岸婚姻家庭代表谈回乡创业——

“现在正是在大陆创业的大好时机”
本报记者 金 晨

川渝两岸婚姻家庭代表谈回乡创业——

“现在正是在大陆创业的大好时机”
本报记者 金 晨

在交流会现场，成都、台中两地嘉宾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进行互动。
四川省台办供图

在交流会现场，成都、台中两地嘉宾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进行互动。
四川省台办供图

广州港南沙
港区四期工程是
粤港澳大湾区首
个 全 自 动 化 码
头，预计将于年
底建成投产。投
产后，该码头将
以 5G 技术、北
斗导航实现拖车
等设备的自动化
运 行 。 图 为 12
月 7 日拍摄的广
州港南沙港区四
期工程。

邱新生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深圳12月 7日电 （记
者赵瑞希） 记者7日从深圳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1月至10
月，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
向389名港澳居民发放创业扶持补贴
446.03万元，并向港澳居民发放创业
担 保 贷 款 72 笔 共 1677.5 万 元 。 此
外，深圳还在就业、执业、社保等多
方面为港澳台青年在深发展提供便利
条件。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
港澳台居民纳入创业扶持对象范围，
出台在深创业可享受最高 10 万元的
一次性创业资助、最高 4.5万元的创
业场租补贴、最高3万元的创业带动
就业补贴以及个人最高 60 万元、企
业最高5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等系
列政策。

深圳还鼓励用人单位落地实施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动超过
410家企业为香港青年提供近3500个
岗位空缺，有 530 名香港青年通过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来深入职。在
深就业的香港青年可享受每人每月
1000元生活补助。

此外，深圳还持续推进执业、社
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规则衔接，将在
深圳就业或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纳入
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截至今年
10 月，在深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港澳台居民共4.19
万人。税务、建筑、规划领域跨境执
业政策已落地，已有 64 位港澳涉税
专业人士、191名香港工程建设咨询
专业人士和 29 名香港规划师在深办
理执业登记或备案。

深圳多措并举支持港澳台青年在深发展

据新华社厦门12月 8日电 （记
者邓倩倩） 第十四届海峡两岸百名中
小学 （中职） 校长论坛8日在厦门举
办，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汇
聚两岸约180位校长参与交流研讨。

自 2007 年起，两岸教育界分年
轮流承办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为

“线上教育”，邀请两岸校长和专家
介绍各校在线上教育方面的经验和
做法。

台湾云林县北辰小学校长陈明志
介绍，台湾地区在2021年5月因疫情
停课，小学教育的现场教学转变为远
距教学。“校长如何激起教师的热忱
愿意克服困难，教师如何将远距教学
的需求带入小学教育，成了教学的必
要趋势。”陈明志说，“虽然计算机科
技在台湾教育界已广泛使用，但第一
次面对全体停课，还有赖于教师的团
队合作，增进教师远距教学技能，才
能增进学生学习成效。”

福建省集美中学校长蒋思彬介
绍，除了线上课程之外，学校还开展

云升旗、云研学、云家访、心理云指
导等多元主题活动。“走向‘云端’的
教育，不仅是新技术的拓荒之旅，更
彰显着疫情考验下的学校精气神。嘉
庚云教育‘七彩云’模式的一项项探
索，让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没有因疫情
而断流，如何推进线上线下教育更好
地融合，推动学校教育生态持续优化，
助力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是下一
阶段需要继续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上海台商子女学校校长陈俊男
说，线上教育让很多教学活动更加便
利，学校常邀请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
做讲座，更容易找到适合的专家来授
课。另外，学校举办的招生活动、为
家长开设的各种亲子教育讲座，甚至
学校日、家长日都可以透过视频会议
来进行，扩大参与，这都是意想不到
的效果。

本届论坛由厦门市人民政府、中
国教育学会、台湾省教育会共同举
办，厦门市教育局、厦门市台湾同胞
联谊会、厦门市教育学会承办。

两岸中小学校长研讨线上教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