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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2日电（记者任成琦） 记者近日从国台办了解
到，2021年大陆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扎实推
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一是台商赴大陆投资稳步增长，两岸贸易额创历史新高。
2021年 1至 11月，两岸贸易总额 2982.8亿美元，同比增长 27.3%。
其中大陆对台出口 70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2%；自台进口
2275.1亿美元，同比增长26.2%。大陆新设台资企业5923个，同比
增长34.7%。两岸产业合作不断深化，产业链供应链持续稳固，大
陆台企生产经营总体稳定，台商投资出现大项目多、科技含量提
高的积极变化。

二是助力台商台企在大陆发展迈上新台阶。积极引导支持台
商台企参与“十四五”规划实施，积极引导支持台企融入新发展
格局、参与高质量发展，积极引导支持台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显著进展。鼓励引导更多台商
台企增资扩产、扎根发展。支持一批优质台企在大陆上市。2021
年共有6家台企在大陆A股上市，截至目前总数已超过40家。

三是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进展。落实系列惠台利民
政策措施，出台并落实落细“农林22条措施”，支持台胞台企参与大
陆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新路，初步形成台胞台企在闽享受同等待遇政策体系。

四是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平台建设获得新成效。在湖南设立海
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在山东设立海峡两岸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合作
区，新批设立两个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积极协助台湾青
年在大陆实习就业创业。协助台商台企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用好各类电商平台，拓展大陆内需市场。10多个省区市
以线下线上结合方式举办涉台经贸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地对台
经贸合作。

2022年，大陆秉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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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的
举措不会变。希望台胞台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台独”分
裂势力划清界限，为促进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发挥
积极作用。

国台办：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扎实推进

新华社香港1月1日电（记者苏
万明）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自
2022年1月1日开始，任期4年。

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将于1
月3日上午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议厅
举行，由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议员
监誓。1月12日，第七届立法会将举行
首次会议。

香 港 特 区 第 七 届 立 法 会 选 举
投 票 于 2021 年 12 月 19 日 顺 利 结
束 ， 这 是 完 善 香 港 特 区 选 举 制 度
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153 名候选
人 竞 选 90 个议席，包括选举委员
会选举的议员 40 人、功能团体选举
的议员 30 人和 分 区 直 接 选 举 的 议
员 20 人。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1月1日开始

内江与台湾相隔万水千山，却因
国画大师张大千结下深厚情缘。近
日，以“传承大千艺术 共创文化繁
荣”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大千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在四川省内江市举行。120余
名两岸艺文界和文旅文创界代表人士
齐聚一堂，围绕弘扬大千文化、赋能
城市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为加快大
千文化特色资源的挖掘与开发献计献
策，持续推动两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内江是张大千先生的故乡。近年

来，内江把大千文化艺术融入城市建
设，打造了大千园、张大千纪念馆、
张大千美术馆等景区景点，并开发大
千系列文创产品，形成大千文化旅游
品牌，营造出浓厚的大千文化氛围。
不少台胞抓住机遇，将台湾“文创+旅
游”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带到大千故里，
为打造内江大千文化品牌贡献力量。

台商莫程富是台湾知名文创社区
“妖怪村”的“操盘手”之一，在他看
来，内江可以参考欧洲莫扎特小镇

“品厚重、俏营销”的模式，将大千文
化进行全域品牌打造。“他们用莫扎特
带动一座文旅小镇，我们就用一个艺
术家——张大千带动城市发展。”莫
程富建议，大千文化的展现不能单一
聚焦书画，而是要以数字化营销的方
式面向更多受众，这样才能吸引更多
年轻人，由青年群体带动产业发展，
赋能产业联动。

作 为 “ 川 台 文 旅 交 流 合 作 带 头
人”，第三次参加两岸大千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的台胞谢柏园十分关注大千文
化与内江城市发展的融合。“除了做大
大千文化产业规模，更要加大人才引
进。”交流会上，谢柏园多次提到“青
年力量”的重要性，他希望内江大力
招引具备国际性资源、擅长文化产业
经营和规划工作的人才，组建专业团
队，积极为内江引入其他优秀文化资
源，同时带动大千文化及其他内江文
化走向国际。“此外，要充分利用糖、
夏布、铸造产业基础优势，突出内江
特色，推动发展现代化文化产业，让
更多年轻人参与其中。”他表示。

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前往四川
省对台交流基地——内江欧豪年艺术
馆，一睹台湾著名画家欧豪年先生捐
赠的包括张大千画作在内的百余幅极
具艺术价值的书画真迹，感悟画作背
后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人

文精神。
“大千先生生于四川，老于台湾，

而我是从台湾而来旅居成都的书画后
辈。”在川台湾青年书画家萧琬融表
示，大千先生作为海峡两岸艺术界共
同敬仰的大师级人物，是两岸文化交
流的一个重要纽带。“希望能以此为契
机，通过大千先生这块闪闪发光的招
牌，持续促进川台两地深度交流与合
作。”萧琬融说。

据介绍，海峡两岸大千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自 2013 年起已成功举办七
届，成为促进川台交流合作的重要品
牌活动，发挥了弘扬大千文化、增进
同胞交流、促进心灵契合的作用，有
力促进了内江与台湾经济文化融合发
展。截至目前，内江台商工业园和 64
个台资项目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累计
投资突破 65 亿元，涉及文化创意、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2021 年两岸经贸合作再创新高，
让在大陆发展的台商更有信心。”全
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重庆市台协会
会长李文勋表示，内江作为大千故
里，又处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中心地
带，在台胞中有较高知名度和关注
度。“我们目前正计划在内江建设一
个500亩的厂房，希望能为更多想来内
江落地发展的台商提供一个优质平
台。”李文勋说。

大千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川举行

川台文化产业走向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金 晨

2021年12月31日，“告别2021 喜迎2022”迎新年主题活动在深圳市南山
区荔湾小学举行。来自中建二局二公司的青年职工和学生们通过编制灯笼、
互赠礼物、许下新年愿望等方式，在欢声笑语中共同迎接2022年的到来。

张远洋摄

共话“太空梦”

2021年10月16日，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升空并与天和核心舱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开始了长达
半年的太空驻留。

送别 2021，喜迎 2022。这是
中国人首次在太空跨年，也是中
国人首次在自己建造的空间站里
欢度元旦。根据计划，中国将在
2022 年正式建成空间站，具备长
期连续载人驻留能力，航天员乘
组也将实现在轨轮换。届时，中
国人在太空迎新年、过春节将成
为常态。

“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
在京港澳分别设置三个会场。三
地青年学生为了能够参加这次别
具意义的活动，踊跃报名。据介
绍，香港大学一天内就有超过
1300 名学生报名，最终主办方只

能按报名先后顺序选取大约300人
参加活动。

“非常开心能和三位航天员共
度元旦，祝愿他们能够圆满完成
任务，安全回到地球。”早早前来
参加此次活动的澳门大学大四学
生谢嘉仪说，希望澳门青年共同
努力，在未来可以为祖国的航天
事业出一份力。

“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开始
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长征七号运
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程堂明、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副总设计
师柏林厚回答了京港澳青年学生的
提问，与学生们分享了科研工作者
不畏艰难、开拓创新的感人故事。

天地间对话

15 时 15 分许，当翟志刚、王
亚平、叶光富三名航天员出现在
大屏幕时，全场沸腾了。京港澳
三地会场同时爆发出欢呼声、鼓

掌声，不时有人高喊“新年好”，
为航天员送上新年祝福。

备受期待的“元旦京港澳天
宫对话”正式开始，来自清华大
学、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等高校
的青年学生把握住这一千载难逢
的机会，踊跃举手提问。航天员
的回答声情并茂，活动现场掌声
不时响起，大家都为航天员的爱
国情怀、敬业精神点赞。

“有国才有家，无论我们飞多
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
我们最坚强的后盾，爱国主义将
永远是激励我们飞天的动力源
泉。”对话过程中，翟志刚分享了
自己的经历，鼓舞年轻人更好战
胜困难。他表示，大家只要把国
家的利益摆在心中的最高位置，
就一定能一往无前，克服困难。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
力无限。”作为中国首位太空授课
女教师，王亚平说，希望“天宫
课堂”这样一个点燃梦想的平台
能够引导更多青少年抬起头仰望
星空，心里种下一颗颗热爱科
学、追寻梦想、探索未知的种子。

“在太空中我们身体虽然失重，
但是我们的心里却非常踏实。”叶光
富说，有千军万马的支持保障，有千
锤百炼的艰苦训练，还有千遍万遍
的预判推演，以及来自前辈们在航
天实践中积累和分享的宝贵经验，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坚决完
成任务，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一起向未来

活动结束后，京港澳三地学
生都意犹未尽、依依不舍。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学生
谭祖玮说，通过这次对话活动，
深刻感受了航天员们对梦想的执

着和对航天事业的热爱。我们青
年学子一定能从“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
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中汲取精神力
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青
春和力量。

“听到航天员说要始终坚持不
放弃，我很有感触。”有幸获得提
问机会的香港大学医学院学生周
婷说，作为一名未来的医生，面
临辛苦的学业和工作，有时想要
放弃，但是今天航天员的讲述，
让她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陈思威
对航天有着浓厚的兴趣，航天员
更是他眼中的“明星”。他说，今
天航天员们回答了很多年轻人关
心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
议，让人受益匪浅。

澳门科技大学大一学生钱淳
正说，如今我们拥有了自己的空
间站，相信未来，中国人的脚步
一定会踏入更远深空。“作为澳门
学生，我希望有一天能为国家的
航天事业作贡献。”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可可表
示，一系列活动接连举办，充分
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关心
关怀，在港澳社会产生了正面示
范效应，也使港澳青少年认识到
有广阔天地可以发展他们的才
能。“此次活动是新年第一天祖国
给香港的一份大礼，我们倍感振
奋。”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杨伟国
说，希望香港青年学生脚踏实
地、努力学习，不断创新、勇敢
追梦，成为国家航天事业道路上
的熠熠星光。

（据新华社北京/香港/澳门电
记者刘欢、张瑞杰、高蕊、刘
刚、王茜）

一场关于“青春、梦想、奋斗”的对话
——“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综述

一场关于“青春、梦想、奋斗”的对话
——“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综述

1月1日下午，由香港特
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香
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元
旦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成
功举办。

三地联动，天地连线。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十
三号乘组与来自北京、香港
和澳门的超过 500 名青年学
生，在新年第一天进行了一
场以“青春”“梦想”“奋斗”为
关键词的特殊对话，共话

“太空梦”，一起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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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与会嘉宾在内江欧豪年艺术馆参观。 （四川省台办供图）图为与会嘉宾在内江欧豪年艺术馆参观。 （四川省台办供图）

图为北京主会场。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本报北京1月2日电（记者任成
琦、金晨）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元旦
谈话和陆委会有关言论，国台办发言
人朱凤莲表示，当前台海局势紧张严
峻，根源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
二共识”，肆意谋“独”挑衅，勾连
外部势力对抗大陆，图谋改变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他们一再声称

“不挑衅”，实际上为谋取政治私利而
不断制造谎言、升高敌意、贩卖仇
恨。所谓“四个坚持”，包藏分裂国
家的祸心。走“台独”绝路，只会将
台湾推入深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

深重灾难。
朱凤莲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我们愿以最
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
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继续
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
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一国两制”在
香港的成功实践不容任何势力造谣破
坏，乱港谋“独”的邪恶行径绝不会
得逞。我们真诚期盼两岸同胞和衷共
济、携手向前，共同反对“台独”冒
险和外部势力操弄，共同维护台海和
平稳定，共促祖国完全统一。

国台办：

真诚期盼两岸同胞共促祖国完全统一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韦骅、王
红玉） 1 月 1 日上午 8 时，在庄严的
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金紫荆广场冉冉
升起，迎接新年。

当日，除了金紫荆广场，洪亮的
国歌声也在香港的校园中响起。多所
学校以举行升旗仪式的方式庆祝新一
年的到来。上午8时45分，香港中文
大学于校园内举行元旦升旗仪式，国
旗、区旗及校旗在国歌中升起，香港
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同大学管理层、
教职员及学生出席升旗仪式。

特区政府教育局于 2021 年 10 月
向全港中小学和幼儿园发出通告，就
将国旗和国徽纳入中小学教育、学校
升挂国旗和区旗及举行升国旗仪式事
宜提供最新指引。从2022年1月1日

开始，包括特殊学校在内的全港中小
学，必须于每个上课日以及 1 月 1
日、7月1日和10月1日升挂国旗。

元旦当天，培侨中学、香港教育
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等学校也举行
了升旗礼。校方表示，希望借此培养
学生努力上进的学习态度，以及培育
香港年轻一代应有的社会担当和家国
情怀。

教育界人士认为，这可以培养学
生对国家的观念，有助于提升香港学
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新当选立法会议
员、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说，升
旗仪式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这
种仪式化的教育能够熏陶学生，以庄
严肃穆的气氛培养学生对国家的尊崇
感和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香港多所学校举行升旗仪式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