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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连续创业3次，即便
在某领域一度做到顶尖位置，但由
于台湾市场体量小，最终也是不温
不火。”“小包智工”联合创始人、台青
徐韬对记者说，此前受身边陆生同学
的影响，他对北京中关村充满憧憬，
决定前往大陆实现抱负，这名陆生同
学如今成了他的创业合伙人。

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
代”为主题的2022两岸青年峰会近
日在北京举办，两岸各界青年代表
240余人参与其中，就成长成才、就
业创业、融合发展等议题展开讨
论。记者专访多名台湾青年，听他
们讲述在大陆逐梦圆梦的故事。

“登陆”发展有底气

2017 年，徐韬放弃美国硅谷的
工作机会，来到北京创立“小包智
工”平台。“公司跟大陆常见的共享
充电宝、共享单车很像，但我们共
享的是人力资源，在疫情期间也发
挥了不小的作用，帮助很多企业复
工复产，降本增效。目前在北京有
超过5万名活跃工作者和超过5000家
企业用户，每天有上千单工作在平
台上完成交付。”

徐 韬 的 事 业 发 展 并 非 一 帆 风
顺。初来乍到不熟悉大陆市场，他曾
遭遇资金链断裂的困境，“一连 10 个
月都在吃泡面”。徐韬说，“当时爸妈
甚至怀疑我是被大陆人‘糊弄’了，但
我告诉他们，我对在大陆发展有很强
的信念，相信事业一定会成功。”

在最艰困的关头，多亏有北京
市政策扶持，团队多人入住北京市

海淀区向台青提供的公租房。“惠台
政 策 有 很 多 ， 这 个 给 我 们 印 象 最
深，住宿是团队较大一笔开支，少
了这份保障，我们未必挺得下去。”
徐韬说，台湾对创新不够重视，也
缺少创业扶持机构和奖励政策。大
陆愿意鼓励支持台青发展事业，这
让他备受鼓舞。

“大陆对台青的支持很多。台湾
青年要和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刚从清华大学
毕业的台青苏雍竣，如今在北京一
家科技公司从事法务工作，同样入住
了台青公租房。“类似的惠台政策降
低了台青生活成本，为我们‘登陆’发
展提供充足底气，让大家敢来试一
试、闯一闯。”苏雍竣对记者说。

携手合作创未来

从北大博士到乡村青年，台青
林书任在父亲林春福的影响下，扎
根四川大凉山从事乡村振兴工作。
2011 年，60 岁的林春福放弃在深圳
做得风生水起的工艺品制造生意，
隐退到大凉山种植油橄榄。从读博
时“卖橄榄油换生活费”，到见证园
区油橄榄种植面积从 600 亩增加到
2.5万亩，带动当地 6800多户农民年
增收3倍以上，林书任越发理解了父
亲“全面认识和理解大陆”的初心
和梦想。

“我们精深加工后的特级初榨橄
榄油，当地村民给它取了个彝族名
字——木都哈尼。在彝族语言中，

‘木都哈尼’是火焰的意思。村民
说，我们的到来，带来了脱贫火种，

台湾和大陆联手，点燃了致富的希
望。”林书任对记者说，他在去年组建
了大凉山首家“春风新农人培训中
心”，计划每年培训农民5000人次，帮
助当地农民更好地对接市场。

“台湾在社区营造、乡创文创方
面起步较早，台青很适合将这方面
经验带到大陆，这样既能实现自我价
值又具有社会意义，何乐不为呢！大
陆的各项发展政策、美丽的绿水青
山、广阔的市场机遇，能够助力我们
每个人梦想成真。”林书任说。

“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好的生
活。”台青陈文成在大陆求学发展已
有 10 年，如今是北大教师，近日刚
拿到家庭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
这让他的幸福感更强了。“青春最美
好的时候都在大陆，来到北京后，
发现这里跟岛内的宣传完全不同，
所以交流非常重要。”

“大陆的惠台政策很好，正是台
湾青年来大陆走走看看的好机会。
除了北上广这些大城市，台青也可
以去甘肃、西藏等地看看，视野会
更开阔，奋斗目标也会更明确。”陈
文成对记者说。

传承文化促交融

峰会现场一袭明制汉服的台青
林家萱告诉记者，“我很喜欢中华传
统 文 化 ， 台 湾 也 有 很 多 人 喜 欢 汉
服，但不大了解汉服各个朝代的形
制。我想利用在大陆所学，把汉服
知识介绍给更多台湾人。”就在 7 月
初 ， 她 申 领 了 个 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成为今年3月此项惠台新政发布

后首个在京办证的台湾青年。
“我的创业方向聚焦文化。汉服

是 潮 流 趋 势 ， 可 以 带 动 观 光 、 茶
道、香道等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的
项目，氛围感会很强。”林家萱说，9
月将推出首场穿汉服游故宫活动，
之后也会陆续有点茶、香道等体验
活动。

“在新媒体崛起的时代，我看到
无数的机会。”台青杨世玮对记者
说，大陆电商发展迅速，创业环境
理想，2020 年，原先在北京广告公
司任职的她，选择将鲜花电商作为
创业项目，以此实现“女孩子开花
店的唯美梦想”。

“在电商带货领域，台湾更像早
期的电视购物，没有互动和反馈，
也没有支付体系。”杨世玮说，大陆
在供应链、物流、移动支付等方面
都很“给力”，台青在大陆创业也有
政策利好，有问题随时帮忙解决。

“刚创业就赶上疫情，一度面临
资金紧张，我们在 2021 年申请到 30
万元的高新技术补助。”杨世玮说，
她的创业项目走精致农业数字化路
线，帮助云南花农做整个产业链方
面的系统。如今，他们每个月能接
到数万束鲜花订单，在七夕节等销
售旺季成绩更为亮眼。

杨世玮认为，创业者需要有韧
性。徐韬同样建议台青坚守本心：

“来大陆的这 5 年，身边有台青朋友
熬不过创业的艰苦而选择放弃，我
也经历过同样的困难，但充分利用
各种优惠政策快速调整业务方向，
最终获得成功。只要坚持不懈、把
握机遇，就能随势而起。”

“我对在大陆发展有很强的信念”
——台湾青年在大陆逐梦圆梦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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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7月25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 10 月
19日发表2022年施政报告，特区政府25日就此展开公众咨询。

李家超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很高兴能够与市民一起为香港开
新篇。他的施政理念是以民为本，同时强调以结果为目标，为市
民做实事。

他说，会就选举承诺和社会关心的议题，提出具体措施，提
升治理水平，增强发展动能，纾解民困，凝聚社会力量，充分发
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共同建立和谐、多元、
充满机遇和发展的社会。

李家超邀请市民就其任内首份施政报告发表意见，“帮助我们
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据悉，特区政府将举办约30场咨询会，听取立法会议员、不
同界别代表和市民对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李家超和管治团队
也会到社区探访市民和不同界别代表，以多元渠道吸纳意见。

香港特区政府就2022年
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本报北京7月25日电（记者金晨）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5日
应询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湾问题
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政府的 《防卫白皮书》
无权就台湾问题说三道四，其渲染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无视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实质，严重
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严重违背一个中
国原则，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我们对此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

有记者问，日本政府近日发布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渲染
大陆对台“军事威胁”，妄称“台湾局势对日本安全及国际稳定十
分重要”，就台湾问题发表一系列错误言论。对此有何评论？朱凤
莲作上述回答。

她表示，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 50 年，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我们告诫日方，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日本政府无权置喙。日本作为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欠账的国
家，应该做的是汲取历史教训，更加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而
不是颠倒黑白，更不是别有用心地打“台湾牌”，企图“以台制
华”。我们要求日方深刻反省历史，切实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
神，立即纠正错误。

朱凤莲指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企
图勾连外部势力倚外谋“独”、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背叛民
族利益，必将受到历史的严惩。

国台办：

日本政府的《防卫白皮书》
无权就台湾问题说三道四

“我非常看好粤港澳大湾区的发
展，这里也是我未来就业的首选地，
所以来书展买一些介绍大湾区政策和
文化方面的书籍，加深自己的了解。”
在第 32 届香港书展三联书店展位，香
港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博士生张同学正
在认真翻阅 《数字大湾区：香港回归
25年》一书。

7月，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如期而
至。今年书展主题为“历史文化·城市
书写”，并以“从香港阅读世界：忆·写香
港故事”点题，带读者探索香港历史
和中华文化。

走进香港会展中心的书展现场，
书幡林立，摊位密集。

在中华书局展位上方，“弘扬中华
文化 构建现代文明”12个大字映入眼
帘。书摊上陈列着不少关于爱国教
育、国情题材的图书，包括 《共和国
火车头：新中国70年见证》《数字解读
中国》《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等。

摊位显眼位置有一本名为《回归·情
义 25 载》 的书，颇受读者欢迎。翻阅
大约 5分钟后，市民陈女士决定购买。
她说，香港这两年经历了很多，也成
长了许多。香港市民也越来越清晰认
识到，每当香港遭遇困难，国家总是
第一时间鼎力援助。“我注意到这本书
里精选了 25 篇香港与内地民众守望相
助、共同打拼的故事，我也希望通过
阅读这本书增进对祖国的了解。”

中华书局 （香港） 有限公司市场
总监陈超英说，连日来，翻阅和购买
这些书籍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
年轻人。

位于会展中心三楼的“儿童天
地”展区人潮涌动。不少家庭全家出
动，家长一大早就带着孩子进场“扫
货”，直到晚上才满载而归。

“这个是宝玺，是皇帝工作时用的
印章。”在新雅文化展位前，5 岁的刘
紫羽和妈妈正在翻阅一本故宫知识游戏书。

“上周带孩子去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她
喜欢得不得了。尤其是‘紫禁一日：清代宫廷生
活’那个展厅，让我们带她逛了两遍。”刘紫羽的
妈妈说，孩子这几天还想听故宫的故事，今天就

来书展给她买几本讲述故宫的书。
她还给记者展示了自己刚买的

《我是故宫“看门人”》，“只有我们家长
自己先学懂了，才能给孩子讲清楚”。

在商务印书馆展位，两个小朋友
在《桌游识中国历史》特色桌游产品
前玩得不亦乐乎。商务印书馆 （香
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于
克凌介绍，这款产品寓教于乐，将中
国地理历史知识融入桌游，引导香港
青少年更好地了解祖国地理知识和历
史脉络，在书展上广受欢迎。

本届书展上，不少香港图书出版
商都推出了香港学者和作家撰写的家
国题材新书，花费逾四年编修的香港
首部军事志《港九大队志》就是其中
之一，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翻阅。

该书主持编修者之一、香港史专
家刘蜀永说：“编修过程最大的困难
是缺乏档案资料。所以团队做了大量
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60 多岁的市民王先生正在阅读
这本书的序言，他说，此书的出版有
助弘扬前辈的爱国精神，也能帮助香
港市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社会的
历史贡献，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
共产党。

“刚刚阅读了这本书的介绍，更
加被国歌背后的故事打动。”市民郑
先 生 与 儿 子 在 三 联 书 店 展 位 翻 阅
《“起来！”我们的国歌》 时对记者
说，国歌虽然只有 84 个字，但处处
体现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
挠、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爱国，从唱好我们的国歌开
始。唱好国歌，从我们自己开始。”
他对儿子说。

书展开幕第二日晚上9时许，在
离场的人流中，市民张先生大步流
星，拉着一个蓝色行李箱。他说，过
去十年，几乎每届书展他都会来，而

这一届让他逛得最满意。
“我观察到，香港的出版界正气上扬，香港

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也在增强。书展就像一面
镜子，折射出香港社会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
他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黄茜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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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单车天使”第一家园行近日在福建厦门举
行。来自两岸的骑行者共同“打卡”美丽闽南，感受
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

上图：骑手们在厦门水上运动中心赛道骑行。
右图：骑行车队从厦门大嶝岛出发。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张雅诗） 由香
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第31届教育及职业博
览近日在港开幕，为学生和求职者提供升
学、进修和就业的相关信息，并设有现场
招聘，提供超过2700个就业机会。

为期4天的博览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超过780家来自18个国家及地区的机构参
展。博览分为“教育”和“职业”两大展区，现
场还设有暑期工作和实习计划专区，让青少
年通过多项工作体验活动探索个人志趣。

主办方在博览期间将举行多场活动，
并邀请了香岛专科学校校长罗永祥主持一

场内地升学讲座。罗永祥表示，近年报读
内地大学的香港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因为
他们看到拥有内地学历的优势，例如香港
金融行业与内地密不可分，很多企业都需
要有内地背景的人才。

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办公室也在博览现场设置了摊
位。该局发言人表示，希望为有兴趣前往
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青年提供最新和实
用的信息，帮助他们发掘更多在进修、就
业、创业等各方面的选择和机会。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洪泽华） 咖
啡、荔枝饼、沙茶酱、白子菜……近日，
在 2022世界食品广州展现场，7家台资企
业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地道台湾风味。

展台上，几包绿色蔬菜吸引了观众的
目光。台商林庆芳介绍说，这种蔬菜名叫
白子菜，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2019
年，他开始在广州市增城区搭设大棚培育
白子菜，目前播种面积达100余亩。

“我们家族在台湾都是做农业相关的
工作，所以我对农业很有兴趣。有机会在
广州培育有机蔬菜，我希望用心把农场经
营好。”林庆芳说。去年，“农林 22 条措
施”出台，为台胞台企在大陆发展提供了
更多机遇。林庆芳说，现在企业购买有机
肥料的费用可以依照规定申请补助，让企
业更有底气坚持生产有机农产品。

在展区的另一边，味道甜美的荔枝饼

让观众流连。广州名赏堂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薛萍说，自2017年落户广州，她就开
始尝试使用台湾传统点心工艺，结合广东
特有食材，开发创意新甜点。

“广东是荔枝的主产区之一，民间也
非常喜爱荔枝这种水果，我就想能不能像
云南鲜花饼那样，做出具有广东特色的荔
枝饼。”薛萍说。

现在，薛萍的公司已经在广州落地了
研发总部，并且在江门开设了一座3000平
方米的工厂进行生产。她期待能将地道的
广东味道和台湾手艺结合，为游客提供有
纪念意义的手信礼物。

第31届教育及职业博览近日在港举行
提供超过2700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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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风味亮相2022世界食品广州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