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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台商在大陆发展又迎来
重大利好。3月16日，国务院台
办、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台湾居民在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申请
设立个体工商户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自即日起
实施。《通知》 明确，大陆向台
胞开放个体工商户登记的行业不
仅进一步增加，开放地域也进一
步扩大。多名台胞台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此次出台新的开放措施力度超乎想象，
为台湾同胞特别是基层民众、青年群体到大
陆就业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持，更有利于他们
开拓大陆广阔市场，实现个人更大更好发展。

助台胞“渐进式”就业创业

此前，大陆有关部门分别于2007年、2011
年、2015 年出台了关于台湾居民在大陆申设
个体工商户的 3 份文件。这次出台新的政策
措施，相比之下有两个特点：一是开放行业大
幅增加，由之前的24项扩展到122项，涵盖《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二是开放地域进一步扩大，
包含27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

华灿工场总经理、台湾青年李伟国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通知》的出台是对落实两岸
同胞同等待遇、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支持青年到大陆就业创业的又一重大举措。

“个体工商户和有限责任公司相比，较大的利
好是1个人就能申请成立，而有限责任公司则
至少需要3人。同时，个体工商户没有注册资
本金要求，缴交的税少、只需要缴纳个人所得
税。”李伟国觉得，对有意来大陆做小本买卖的
台湾年轻人来说，这是非常有力的支持。

在福建厦门扎根发展的台青、厦门启达
台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范姜锋同

样认为，这一措施的出台，可以更好吸引台
青来大陆发展。他说：“申办个体工商户不需
要大额资本，台青可以通过‘轻资本’实现
简易落地，先熟悉大陆的市场和环境，然后
再进一步考虑扩容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好的‘渐进式’创业模式。”

扎根四川成都10余年的台湾姑娘宓欣怡
回忆道，当年自己在成都想创办一家台式甜品
店，不能以台胞身份申办个体工商户。“我先生
是成都人，所以只好用先生的名义注册。”如
今，新政出台为台青筑梦圆梦创造了更多机
遇。“我看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就分享给不少
台湾朋友，大家都觉得来大陆就业创业门槛低
了，发展空间与机遇更多。”宓欣怡说。

为大陆行业提升引入活力

台湾第三产业发达，在《通知》中开放的
122 项行业里，不乏许多台湾具有发展优势、
台胞经营意愿高的行业。福建厦门台协会长
吴家莹认为，新政出台后，更有利于台湾发挥
产业、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为大陆相关行
业提升引入活力，培养壮大市场主体，为大陆
居民引入优质服务，实现互利双赢。

“比如说文化娱乐经纪人、茶饮料及其他
饮料制造、宠物服务、焙烤食品、糖果巧克
力及蜜饯制造，还有手作文创类等，这些都

是台湾的优势产业。”范姜锋说，把台湾的匠
人精神与大陆广阔的市场结合，就能更好激
发市场活力。而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建
筑、饮食、口音、人情都很像，是台青登陆
发展的首选地之一。他希望政策尽快落地，
并以此为契机帮助台青与大陆市场接轨。他
向记者透露，他们公司最近打算成立一笔针
对台青的小微企业创新投资基金，帮助更多
岛内优秀青年在大陆实现更好发展。

“甜品饮料行业在台湾是优势产业，台胞
经营意愿高，个体工商户不需要有注册资
本，纳税额也小。这种‘轻骑兵’的发展模
式，经营方式会很灵活，对刚创业的台青而
言是不错的选择，未来有机会把事业做大，
再考虑开公司是相对理性的选择。”宓欣怡觉
得，成都发展势头强劲，市场前景广阔，加
上当地政府也出台政策支持，相信这样的政
策叠加红利，会让许多台胞获得真正实惠，
也能因此为大陆市场提供更好服务。

加速两岸经济融合发展

以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台湾
岛内的重要经济形态。吴家莹说，大陆进一步
释出开放利多，力道超乎想象，不仅对岛内基
层民众和青年将产生很大吸引力，而且会进一
步加速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申请一张营业执

照，台胞就可以顺利到网上开店，且税费又
低。大陆内需市场巨大，扩大个体户开放，相
信会有更多台湾青年到大陆来寻求发展。这
将有效提升两岸经济往来，进一步加速两岸经
济融合发展和大中华经济圈的构建。”

李伟国所在华灿工厂，已是大陆小有名气
的台青创业孵化器，帮助台胞解决在大陆创业
过程中缺钱、缺人、缺资源等痛点问题。李伟

国告诉记者：“这次政策开放后，
对于有意愿到大陆发展的台青，
我们会给予一定的说明，支持更
多台青在大陆追梦逐梦圆梦！”

亚台青 （成都） 海峡青年
创业园负责人郭弘扬同样支持
这项新措施，他说，身边的台
青都非常关注。这次开放的试
点地区把成都也新增进去，预
计在此机遇下，将有更多台湾

青年到大陆圆梦发展。
大陆一如既往关心关爱台湾同胞，同台

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吴家莹预计，大陆今
后还将出台有利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重大政
策主张，持续为台湾居民提供发展机遇和同
等待遇，进一步完善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
施，让广大台胞台企积极融入祖国大陆新发
展格局、参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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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需要担当；无畏，未忘正念。
谁不深爱香港，唯有共同抗疫……”近
日，这首为致敬香港前线医护人员而改
编的新 《狮子山下》，在香港各大电
台、电视台及社交网络平台上循环播
放，为新冠肺炎疫情下“无私奉献的
每一位”加油打气。

如同歌曲所言，香港社会各界一
呼百应、守望相助，以各种方式为抗
击疫情贡献所能。无数温暖的点滴汇
集成流，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
量，为疫情阴霾下的香港市民送上跨
越风雨的勇气和信心。

前线医护顽强坚守

连日来，香港玛丽医院急症室接
连收到市民们寄来的心意卡。一句句
发自肺腑的致谢和祝福，令“90 后”
驻院医生谭永辉倍感温暖。“2020年
我刚从传染病科毕业，正好赶上香港
第三波疫情，所以立刻报名到隔离病
房帮助确诊患者。”两年历练，谭永
辉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令他可以
更准确、高效地诊治患者。

“快一点，再快一点。”面对数量
激增的病例，谭永辉和同事们在超高
压力下顽强地坚持着。

2 月初，香港消防处救护主任张
珏辉主动请缨，从后勤岗位调到前线，
肩负起救助和接送确诊患者的重任。
救护工作分秒必争，张珏辉与队友的
每个任务都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考
验。连续执勤逾12小时、来不及吃饭
或上厕所、双手被汗水泡得发白发
皱……这几乎已是他近期的工作常态。

“救护员也是普通人，我也会疲
惫、害怕，担心感染影响家人。”张珏辉

坦言，令自己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一个
个求助者满怀希望的眼神和喜极而泣
的笑脸，“为了750万香港市民的安全
和健康，这是使命，更是信念。”

基层义工不惧危险

“过去一个多月来，大家竭尽全
力、马不停蹄，跑遍了港岛的安老院
舍、街市、公共屋邨和少数族裔社
区，为他们派发急需的防疫和生活物
资。在这里，我想衷心地向各位姐妹
说声‘辛苦了！’”在一次视频会议
中，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铃向义工
们一一道谢。

安危与共，风雨同担。联会义工
团片刻也不敢松懈，迅速组织小分队
分头行动，紧急募集物资、协调物流
运输，将有限的资源第一时间派发至
最有需要的人手中。有安老院舍负责
人在接收快速抗原检测包和 N95 口
罩等物资时动情落泪，直言义工们的
善举是“雪中送炭”。

每天清晨，中西区坊众社会服务
中心财务部主任曾礼红都有一项例行
任务：为地区内确诊的街坊送去生活
必需品和防疫物资。调整口罩至最贴
面的位置，戴好防护镜和手套，最后
穿上一次性雨衣……动作娴熟的她穿
戴妥当后，拎起大包小包的物资开始
一户一户地派送。

年过六旬的曾礼红自身免疫力并
不高，在一线做义工就意味着面临更
大的感染风险。虽然答应了家人会尽
量留在办事处，但一旦了解到有街坊
不幸确诊或遇到困难，她还是毫不犹
豫地走上街头。

随着义工工作的有序开展，越来

越多的组织、机构和市民表示，希望
捐赠防疫物资，请义工们派送给有需
要的社群。

企业社团同心协力

每日清晨，香港的各大米商早早
便在招商局仓码运输有限公司的仓库
门口排起长龙，等着将仓库中的大米
运到大小商铺。“我们是香港的‘大米
缸’，一定要全力保障香港大米供应稳
定，以实际行动助力香港防疫抗疫。”
招商仓码负责人直言。

面对大米进出仓量成倍增长，招
商仓码迅速调配人手，铲车司机本着

“一人做多人事”的精神，加班加点，平
均每人每天需完成270吨大米的进出
仓操作，“常常看到司机下班时累得双
腿都在发抖”。

高防护性能口罩、丁腈手套、医

用隔离面罩及隔离衣……招商局集团
近日分批向院舍染疫长者及工作人员
提供所需防疫物资。中国建筑国际集
团向香港特区政府捐赠 1200 套医疗
床，专项用于启德邮轮码头设立社区
隔离设施；华润集团亦通过华润慈善
基金将 1000 张病床捐赠给特区政
府；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向香
港捐赠总额逾 1700 万港元的款项和
物资。

“同心共协力，以笑点亮，感恩
您在身边；无惧怕冷雨扑向我，齐互
勉坚守相对向前行……”网络上，一
首经重新填词的歌曲唱出动人的乐
句。狮子山下，社会各界竭尽所能、
接力行动，这点点的“微光”，温暖
着无数受助人士的心，点亮了市民大
众团结战疫的前路……

（本报香港3月17日电）

香港社会各界团结抗疫——

无 畏 无 私 坚 守 同 行
本报记者 陈 然

香港特区政府葵青民政事务处、葵青地区抗疫连线、青衣区小学校长
会、荃湾及葵青幼稚园校长会近日在长亨社区会堂合办葵青区儿童科兴疫苗
接种活动。图为工作人员为儿童提供疫苗接种。 中新社记者 陈永诺摄

本报澳门3月17日电（记者富
子梅）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日前与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葡文系中葡双语
教学暨培训中心合办“葡·分享”交
流会，邀请专业人士通过自身经验
分享，鼓励在澳门就读的大专学
生，善用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
商贸服务合作平台的优势，积极投
身相关事业，发挥所长。

澳门贸促局代主席李藻森表
示，中国内地与葡语国家的货物贸
易量稳步增长，由 2003 年的 110 亿
美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008 亿美
元，升幅超过18倍。澳门与葡语国
家的货物贸易额也于2021年达到了
7.3 亿澳门元，较 2003 年增长了 3.6
倍。中葡商贸发展为澳门不同领域
的中葡双语专业人才带来机遇，学

生可通过修读的专业，做好职业规
划，契合中葡平台的发展。

澳门大学副校长莫启明表示，
澳门大学肩负人才培养的重要责
任，全面培养满足国家所需、发挥
澳门所长的中葡双语人才，支持澳
门构建“中葡双语人才培训基地”
和“中葡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中心”。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副行长蔡春
彦说，随着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界
的交流合作日益增长，学生应进一
步提升中葡双语专业服务能力，为
建设中葡金融平台贡献才干。珠澳
跨境进出口零售业商会理事长钟志
松鼓励学生，积极探索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及大湾区契机，利用自身
优势去发展中葡平台业务，开拓内
地尤其是大湾区市场。

新华社广州3月 17日电 （记者
刘宏宇） 横 琴 粤 澳 深 度 合 作 区 自
2021 年 9 月 17 日挂牌成立至今已满
半年。合作区税务部门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半年来合作区建设进度明显
加快，四大产业展现出聚集发展的良
好态势。

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科技
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
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
金融产业新登记企业户数占新登记企
业总户数比重为 77.68%，成为新登
记企业中的重要产业主体。2021 年
全年合作区四大产业管户数量增长
23.87%，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产业发展与市场主体活力密切相
关。从合作区新增涉税市场主体来
看，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到税
务部门新办理税种认定、发票领用、
申报纳税等涉税事项的企业、个体工
商户等市场主体月均超500户，保持
了较高的活跃度。

企业经营质效也稳中有升。据统

计，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合作
区内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户数和开票
金额显著增长，增值税发票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 17.2%。其中，制造业及其
相 关 批 发 业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1.3%，实体经济迸发出新活力。

合作区四大产业增值税发票开票
金额呈逐月上升趋势，今年 1 至 2
月 ， 四 大 产 业 开 票 金 额 同 比 增 长
24.5%，市场交易活跃度良好。目前
四大产业企业数量和税收规模占比超
六成，已成为合作区发展的重要支撑
力量。

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税务局局长袁红兵说，为更好地服
务企业发展，横琴税务部门依托税收
大数据，确保减税降费政策红利以最
快速度、最准精度直达市场主体。

2021 年全年，横琴累计新增减
税降费16.8亿元，为企业办理增值税
留抵退税 17.16 亿元，持续减轻企业
负担，不断优化合作区税收营商环
境，助推合作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在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迸发新活力
实体经济在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迸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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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节气即将来临，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路小学开展“绘彩蛋 习
民俗”活动。图为西港路小学教师为学生讲解二十四节气等传统文化知识，
并带领学生绘制彩蛋。 曹建雄摄（人民视觉）

本报福州 3 月 17 日电
（记者钟自炜） 3 月 17 日，在
新建福厦高铁莆田站施工现
场，铺轨机顺利铺下全线第一
组500米长钢轨，标志着我国
首条跨海高铁福厦高铁开始铺
轨。目前，项目建设全面进入
线上施工阶段。

福厦高铁是国内首条跨海
高铁，全线共有 85 座桥梁、
33 座 隧 道 ， 先 后 跨 越 湄 洲
湾、泉州湾、安海湾等3个海
湾，施工难度极高。作为我国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沿
海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福
厦高铁正线全长 277.42 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福厦高铁
建成通车后，福州、厦门将实
现“一小时生活圈”，厦门、
漳州、泉州等地将形成“半小
时交通圈”。

图为施工现场。
何卫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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