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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台经贸合作暨两岸赋能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近日在山东省潍坊市举
行。论坛围绕“母亲河 中国梦”主题，聚焦服
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全方位推动对台合作，
全流域汇聚两岸动能。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龙明彪
在致辞中说，大陆经济恢复发展态势日益稳
固，仍然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做大做强
的最佳选择。广大台商要坚定信心、扎根大
陆，抓住新一轮发展机遇，在融入新发展格
局、参与高质量发展中再创新辉煌。

大陆分享机遇

论坛上，沿黄 9 省 （自治区） 台办 （台港
澳办） 发布 《深化两岸合作赋能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倡议》；10 余个台资
项目也在现场签约。

与会人士纷纷表示，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邀请广大台胞台企参与、分
享黄河战略重大发展机遇，是增进两岸同胞福
祉、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务实举措，将为鲁台
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为两岸企业在齐鲁大地
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空间。

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翔在致辞中
说，山东愿与广大台商一道，共享建设黄河流
域绿色生态大廊道、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改革开
放先行区、文化“两创”大平台的重大机遇，深化
在黄河生态保护治理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政宏
表示，该协会将加强与山东各方面的联系与合
作，引领广大台商台企积极助力黄河重大战
略，努力参与山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两岸经
济社会融合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台企积极参展

鲁台经贸合作由来已久。近年来，通过创
新办会模式，山东连续举办了海峡两岸农业论
坛、两岸新旧动能转换高峰论坛，再到如今的
两岸赋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
坛，不断助推台资企业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和

“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除了合作内容与时俱进，合作方式也搭上

了“云端”快车。2022海峡两岸云上博览会与
论坛同步开幕。共有3136家企业上线参展，数
量创历史新高。和硕联合科技、台塑集团、仁
宝电脑和统一、康师傅、旺旺集团等众多知名
台资企业积极参展。

除了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农业议题也是大家线上线下交流的重点。
海峡交流基金会前董事长、台湾中华民族发展
基金会董事长林中森表示，惠台“农林22条措
施”的发布让台资企业分享大陆农业、林业领
域的发展机遇。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常务副会长、旺旺集团北京首席代表林天良认
为，两岸农业互补性非常高，在精致农业、休
闲农业、创意农业、智慧农业等领域有巨大合

作潜力，需要共同成长和进步。
“希望两岸农业能够密切合作，大家手连

手，心连心，共创双赢。” 林天良表示。

情谊不断加深

“论坛搭建了两岸合作的舞台、情感的桥
梁、记忆的纽带，越来越多的台胞台企选择潍
坊、深耕潍坊。”潍坊市委书记江敦涛称，潍坊
已落户台资企业 495 家，为潍坊发展注入新动
能、为台企成长增添新活力，持续演绎着两岸
同胞“血浓于水、携手共进”的佳话。

近年来，山东省贯彻“两岸一家亲”理
念，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山东发展机遇，
精准有效落实“31条措施”“26条措施”“农林
22条措施”和山东“56条措施”等惠台政策措
施，出台《山东省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条例》，台
商台企归属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以举办重点经贸活动和专题论
坛为契机，齐鲁大地聚力融合发展，对接台湾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健康及生命科
学、现代农业、现代金融等优势产业，大力开
展对台“双招双引”，持续深化鲁台经贸合作。
截至今年 6 月，全省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9581
个，实际使用台资296.5亿美元。

合作成果丰硕，鲁台情谊加深。周乃翔表示，
山东将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进
一步完善鲁台经贸合作机制，精准落实各项惠台
政策，“携手开创鲁台合作的美好明天”。

鲁台经贸合作论坛举行——

“大家手连手，心连心，共创双赢”
本报记者 任成琦

“两岸的‘东吴大学’虽隔海相望，却文脉相通。
真诚希望两岸‘东吴’师生通过实地探访和面对面的交
流重温东吴精神，为深化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心灵契
合贡献东吴智慧。”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苏州大学与台
湾东吴大学文化沙龙上，苏州大学校长张晓宏在致辞中
表示。

本届沙龙以“同根同源同梦想”为主题，在江苏省
苏州市举办。苏州大学与台湾东吴大学师生代表及校
友、苏台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台胞台青代表出席了本次活
动。与会嘉宾围绕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等内容展开主题演
讲，并进行互动交流。活动现场，6家校企合作单位进
行签约。

东吴大学于1900年在苏州创办，是中国最早以现代
大学学科体系办学的大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东吴大
学几经更迭，于 1982年定名为“苏州大学”。在台湾地区，
由东吴大学在台校友筹划的台湾东吴大学于 20 世纪 50
年代成立，是台湾地区第一所私立大学。

苏州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高玮玮表示，苏州大
学与台湾东吴大学于1993年签署合作协议，是两岸最早
一批签订合作协议的友好院校，开启了两岸高等教育交
流的先河。近30年来，两校在讲学互访、学生交流、高
教论坛、图书共享等方面合作密切。2019年，在两校共
迎 120 周年校庆前夕，苏州大学还专门举办了以“同
根、同源、同奔跑”为主题的校园马拉松，台湾东吴大
学的校领导、学生、校友等也一道参加。

“开展两校的深度互动交流，可以让两岸‘东吴
人’之间有更深切的文化认同和交互共情，也有助于中
华文化的代际传承与跨岸共生。”多次参与和台湾东吴
大学学术交流的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建

洪说，即便是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也没有阻隔两校间
的情谊，例如台湾东吴学子克服困难到苏州大学交换学
习，两校共同发起的海峡两岸财经与商学研讨会也通过
网络如期举行。

“我的母校是台湾东吴大学，但是她的根在大陆、
在苏州。在两校的校徽上，英文名、校训，连花纹和底
色都一模一样。”台湾东吴大学大陆地区校友会会长林
元达回忆，自己在2015年的夏天首次踏入苏州大学的校
园，但一见到这里就感觉特别熟悉、特别亲切。

2021年 3月，台湾东吴大学大陆地区校友会在苏州
挂牌，重新回到“祖籍地”。挂牌后，该校友会和苏州
大学多次合作组织了参访校园、校友返校日、校园马拉
松等各式活动，也发动台胞力量，促成了知名台企与苏
州大学的校企合作。今年以来，台湾东吴大学大陆地区
校友会和苏州大学校友会发动校友所在企业，先后安排
了2000个招聘岗位，为苏州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

如今，孕育了东吴大学的苏州已是大陆台商投资最
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
区之一。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批准台资企业 12958 家，
注册资本 883.40 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 353.67 亿美元。
超过10万名台胞在苏州安居乐业。

“苏州大学与台湾东吴大学同根同源，情谊深厚，
联系紧密，开展了全方位、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是苏
台交流合作走深走实的生动缩影。”江苏省台办主任练
月琴在活动中表示，9月1日，《江苏省对台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促进条例》正式开始施行。这是大陆首个促进对
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地方性法规。江苏接下来会推进

《条例》 的贯彻落实，把台胞在江苏的同等待遇以及各
种惠及台胞举措落到实处。

互通“有吴”

苏州大学与台湾东吴大学共叙情缘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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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供图

本报北京9月20日电（记者张
盼） 以“探索新路径 融入新发展
共享新成果”为主题的第二十五届
京台科技论坛于19日至20日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台湾两
地同时举办。论坛聚焦两岸科技产
业、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来自两
岸相关部门、产业协会、企业的代
表深入交流，共话发展。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
刘结一表示，京台科技论坛是两岸同
胞交流合作和台胞台企参与首都建
设的重要平台，25年来，推动京台两
地取得丰硕合作成果。广大台湾同胞
是中华民族的成员，民族复兴、国家
强盛，与台胞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两
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担民族复兴责
任，共享民族复兴荣耀。

北京市市长陈吉宁表示，京台科
技论坛已成为促进两地经贸合作的
重要平台。北京市将不断深化京台务
实合作，加强经贸科技合作交流，推
动台资企业和项目在京落地，支持台

商台企参与首都建设发展，促进两地
互利共赢。加强台商台企服务，推动
惠台政策落地落实，常态化开展“我
为台胞办实事”活动，为台胞生活提
供便利。加强联络沟通，推动两岸青
年交流，加强文化等领域交流沟通，
构建全方位交流合作格局。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
长郭金龙表示，京台科技论坛为促
进两岸经贸科技交流与合作发挥了
重要作用。近年来，北京着力构建高
精尖经济结构，科技创新能力大幅跃
升，为广大台胞台企投资兴业提供广
阔空间。希望两岸同胞积极参与、踊
跃建言，为加强京台交流合作、促进
两岸融合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
长刘兆玄表示，25年来，京台科技
论坛已成为京台两岸企业合作与交
流的重要平台。两岸企业家应共谋
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在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等方面加强交流和合作。

京台科技论坛聚焦两岸产业创新发展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刘刚、李
寒芳） 澳门文学馆9月17日举行开幕
仪式，并于18日起全面对外开放。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敏
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筹
设澳门文学馆，期望通过整理和典藏
澳门文学史料、保存和展示澳门文学
成果，建立一个具标志性的澳门文学
交流平台，为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

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提供有力支撑。

澳门文学馆位于荷兰园大马路一
处始建于 1920 年的欧式建筑群内，
毗邻文化设施及市民活动集中的塔石
广场。该馆与附近一带世界文化遗产
建筑群进行联动，和区域内的文艺创
意空间互相呼应，以增强市民及旅客
的文旅体验，促进文化交流。

文学馆集典藏、展示、交流、研
究等功能于一体，设有常设展厅、专
题展厅、阅览室、多功能室及内外庭
院等不同空间。

常设展厅展示澳门文学发展的脉
络，其中“书影墙”是澳门文学过去、现
在和朝向未来的整体象征。专题展厅
现时正举行澳门文学馆丛书展，展现
澳门文学的多元风貌和深厚内涵。阅
览室则提供不同种类的文学著作、精
选刊物及儿童读物予公众阅读，同时
设有多媒体游戏装置等互动设施。

澳 门 文 学 馆 揭 幕

近日，满载着电动机、划船器、机械配件等货品的“沃德菲宁波”号集装箱轮从位于福建省泉州市
的泉州港石湖码头缓缓驶出，前往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正式开通俄罗
斯远东外贸集装箱航线。据了解，“中国泉州—俄罗斯远东”航线为双周班，单程约132小时。

图为在两艘拖轮的帮助下，“沃德菲宁波”号集装箱轮缓缓驶出泉州港石湖码头。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福建泉州开行首条俄罗斯远东外贸集装箱航线

今年以来，江苏省海安市对外资和外贸企业
精准施策、精准帮扶，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通
畅，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图为近日位于海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西蒙电气海安生产基地内，工人正
在生产电气产品。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近日，全国科普日“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广东
省广州市华南国家植物园稀树草坪举行。活动主会
场共设置科技成就展、生态文明、湾区前沿等10大
展区143个展位。图为活动现场，小朋友在了解光伏
发电并参与模型搭建。 魏劲松摄 （人民视觉）

江苏海安：
外资企业生产忙

广东广州：
“科普嘉年华”精彩纷呈

广东广州：
“科普嘉年华”精彩纷呈

本报香港9月20日电（记者陈
然）“我爱我的祖国”——金紫荆杯
香港校际作文暨普通话朗诵大赛主
办方20日公布，将于10月8日在香
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赛马会演讲厅举
行决赛，届时将角逐出特等奖 1
队、一等奖3队、二等奖6队，并举
行颁奖仪式。

大赛主办方香港潮州商会当日

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比赛进展。
自 7 月初启动以来，大赛获得香港
教育界的热烈反响。香港潮州商会
会长黄书锐表示，本次大赛有双重
意义，不仅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3 周年暨香港回归 25 周年，
也旨在提升香港青少年的写作及普
通话朗诵表达水平，增强青少年对
国家的认同感。

香港校际作文暨普通话朗诵大赛将举行决赛

本报澳门9月20日电（记者富
子梅）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布《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
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
合作区企业住所登记及管理作出规
范，对澳资企业创设多项便利举措，
促进澳门投资者在合作区创新创业。

《办法》共四章 37 条，自 9 月 19 日起
正式实施，有效期3年。

《办法》 的亮点是创设和完善
“集中办公区”“集群注册”“关联企

业共享办公”等制度体系，降低注
册门槛和企业运营成本，解决住所
登记实践中的难点堵点，支持澳门
投资者到横琴发展。

《办法》优化“集中办公区”住
所制度。澳门投资者出资比例超过
50%的企业或经合作区引进的重点
产业企业，可申请使用合作区商事
服务局指定地址作为企业注册登记
地址，使用期限 3 年。此举将大大
降低澳门投资者，特别是青年及初

创企业的投资成本，鼓励更多有意
进入内地发展的澳门投资者以合作
区作为切入点或试金石，推动澳门
企业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办法》提出“集群注册”新模
式。办公场地符合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0 平方米、共享空间面积不低于
20%、消防验收合格的托管机构，
可申请将其场地用作集群注册区
域，以“工位”“卡位”形式向入驻
企业提供实体办公空间作为登记地
址，并向入驻企业提供文件收递、
讯息报送等商务秘书服务，让企业
轻松拎包入驻办公。

横琴出台新政助力澳门创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