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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扎根云南底气足

土凤梨酥、胚芽红米米饼、火麻仁鲜花
饼、芒果牛轧奶糕等伴手礼，黄油小方、焦糖
核桃、寿司蛋糕卷等茶歇，搭配散发浓郁香气
的咖啡，昆明多柏思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台吸引
了众多嘉宾驻足观赏和品尝。

“我们深耕云南市场 22 年，这里就是第二
故乡。”台湾媳妇尤菁说，丈夫林治宏因旅游与
云南结下不解之缘，这里的好山好水让他们决
定留在云南创业。他们选用元阳梯田红米胚芽
以及青稞、普洱茶粉、咖啡和火麻仁等纯天
然、无添加的食材，再辅以台湾特有的制作工
艺，研制出别具风味的休闲食品，获得了消费
者的青睐。

公司快速发展，不断转型升级。“五六年
前，我们成立了贸易公司、生物科技公司，准
备在农业板块做全产业链。”尤菁介绍，他们正
在积极引进台湾高雄科技大学博士团队的益生
菌改良土壤技术，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添
砖加瓦。

“坐下品一品我们的茶，配上我们自制的点
心，口感更好哦！”在滇台商台企产品展上，天
福茗茶展台茶香四溢，引来一波又一波嘉宾驻
足品味。上个月，天福茗茶集团在云南省临沧
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投资的现
代化普洱茶生产加工基地开工建设。2006 年，
天福茗茶看中 （云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
区一流的营商环境，在此注册成立昆明天福茶
业有限公司，成为入驻片区的第一家台企。“这

些年来，云南不断优化台资营商环境，用心用
情助力台商台企发展，大大增强了我们扎根云
南的底气、信心和决心。”昆明天福茶业有限公
司财务部经理肖丹说。

云台一家心连心

“这款金耳露的原材料产自云南香格里拉，
那里海拔高、温差大、污染小，十分适合金耳
生长。”云南台滇项目发展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苏允恺来自台湾，他希望在台湾深加工技术的
加持下，包括金耳在内的云南特色产品能够以
更加崭新的面貌走进市场、走向全国各地，让
更多消费者通过云南特色产品了解云南、爱上
云南。

该公司是一家从事高品质绿色、健康食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台资企
业。在第10届云台会主题日活动上，该公司展
出了新产品——金耳露。苏允恺介绍，包括云
南本地人在内，许多人都不了解金耳。实际
上，金耳既有营养滋补的功效，又可作为药
用，它主要分布于云南、福建、四川、西藏等
高海拔地区。

“我参加过第 6届、第 7届云台会，因此结
交了许多两岸优秀青年，大家相互交流经验、
相互学习，一起在云南这片沃土上成长进步，
切实感受到‘两岸一家亲，云台一家人’的温
暖。”苏允恺说，面对疫情冲击，部分在滇台商
台企遇到了困难，而云南当地政府及时伸出援
手令在滇台商感动不已。

“政府通过租金减免、帮助沟通销售渠道、

直接购买等方式帮助我们，很暖心。”他动情地
说，“来大陆工作、生活这么多年，我觉得大陆
挺好的，这里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发生，我也
非常希望把我的经历分享给台湾同胞，欢迎他
们到大陆、到云南来追梦、筑梦、圆梦。”

交流合作结硕果

第10届云台会主题日活动现场共签约云台
合作项目 18 个，协议金额达 65.29 亿元人民
币。重点项目包括：威年华与富康城商业合作
项目、助力乡村振兴联盟合作项目、宣威光伏
合作项目、现代农业合作项目、农产品深加工
及品牌开发合作项目等。

从2012年举办首届云台会至今，云台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已经走过了10年。借此契机，在
滇台商台企产品展上举行了“云南对台工作这
十年”主题成就展览。统计表明，云台会举办
10 年来，先后开展云台产业对接活动 40 场次，
交流活动52场次，累计签约合作项目180个。

截至 2022 年 8 月底，云南全省累计批准设
立台资企业达1110户，到位资金20亿美元，云
台贸易额累计达 104.4亿美元。康师傅、统一、
天福、旺旺、敏实、翔鹭·腾龙等知名台企纷纷
落户云南，台资企业已经成为云南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正如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杨宁所说：“云台会取得的成效充分表明，要交
流、要合作、要发展是两岸同胞的主流民意，
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
无法阻挡的。”

台 企 筑 梦 彩 云 南
——第10届云台会主题日活动举办

冉秀兰 李 吒 李雨曈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0届云台会主题日活动近日在昆明

举办。作为此次云台会的一大特色、也是主题日活动的重头戏——在滇台商台企产品展隆重

登场，21家在滇知名台资企业参展。

台湾 3 家出版社新学年的小学教科书，近
日被负责制订课纲的台湾教育研究院退回重
编，理由是“未按要求将台湾史放入东亚史脉
络”。民进党当局大搞“去中国化”，推行“台
独”课纲，刻意歪曲中国历史，妄图割断两岸
文化连结，其数典忘祖、荼毒学子、祸害社会
的恶劣行径，必将遭受历史的惩罚。

多家出版社教科书同时被退回重编，这在
台湾社会实属罕见。台湾教育业者忧心忡忡，
如果按照台湾教育研究院要求的编排方式，将
台湾史放入东亚史脉络，并以“变迁及因果”
等四大主题轴编排，则时间轴被完全抛弃，如
此一来，小学生将很难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
台湾舆论痛批，民进党为了一己之私，不惜荼
毒岛内学子，其心可诛！

面对台湾舆论对于小学教科书“去中国化”
的质疑，台湾教育研究院出来狡辩，妄称这是“让
历史教育摆脱特定意识形态或国族观念的灌
输”，坐实了要将民进党的“台独”课纲执行到
底。无怪乎台湾教育业者纷纷表示，如今的一
幕，与3年前新编台湾高中历史课本如出一辙。

2019年，台湾新历史课纲启用。根据民进
党当局一手炮制的“新课纲”编成的台湾高中
历史课本，内容变得支离破碎不知所云。“中国
史”不再单设，全部历史被分为“台湾”“东
亚”“世界”三部分。此前的“中国史”不复存
在，转而被纳入“东亚史”框架下讨论，内容
大幅缩水，仅以主题方式分单元呈现。

民进党当局删去历史教育最重要的时序和
脉络，连贯性被打破，老师不知要从何教起，
学生也很难掌握。在内容的选择上，更充斥着
大量“去中国化”、鼓吹“台独”的内容，“台
湾地位未定论”“一边一国”的暗示随处可见。
民进党当局将历史课本当作“台独”的“政治
教材”，妄图以此蒙蔽台湾民众，造成岛内年轻
一代历史记忆混淆和国家认同扭曲，实可谓罪
孽深重。

在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的“去中国化”教
育下，有台湾中学生不认识孙中山，甚至有人
说台湾在日据时代前是荷兰统治时期，再往前
全是石器时代。还有台湾学子不知岳飞是谁，
在大陆的岳王墓看到“精忠报国”时，竟将其

说成是张飞。民进党当局毒害台湾学子之深，
由此可见一斑。

台湾教科书之乱始于李登辉主政时期，陈
水扁上台后变本加厉，如今在民进党再次上台
后越发变得恶劣不堪。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地
操弄政治、扭曲历史，用“台独”史观绑架台
湾教育，为一党政治私利，连小学生都不放
过，令台湾众学子沦为“失根的一代”，如此倒
行逆施，无异于断送台湾社会的未来。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
中华民族，谁也不能剥夺台湾同胞身为中华儿
女接受中华文化教育、了解民族历史的权利。
任何“去中国化”的行径，都无法割裂两岸的
历史连结和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更不能改变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民进党当局逆势而
动、坏事做尽，终将自食恶果。

民进党荼毒岛内学子其心可诛
张 盼

香港海滨事务委员会近日举办“维港共享径同乐日”活动。“维港共享径”连接中环9号码头至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西的海滨长廊，全长约1公里，
宽约6米，市民可在单车径起点和终点免费借车骑行，欣赏维港美景。图为活动现场。 中新社记者 陈永诺摄

本报澳门11月 29日电 （记者
富子梅） 2022年澳门科学技术奖励
颁奖典礼近日在澳门文化中心举
行，22个项目脱颖而出获得科学技
术奖，30名研究生获得研究生科技
研发奖。

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
农致辞时表示，国家一直大力支持
澳门发展科技创新，为澳门开拓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近年特区政府致
力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培养本地科
技人才，推动以高校和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有机结合
的发展模式，促使科技成果转化。

他期望澳门科技工作者把握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以及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机
遇，共同推动澳门科技创新发展，
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贡献更多力量。

本次科技奖励共有 9 个项目分
获各奖项的二等奖，13个项目获得

三等奖。
“获奖是对团队工作的认可，能

够将科研转化为临床应用而造福人
类也是对团队工作的最大鼓舞。”澳
门科技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张康在颁
奖典礼后受访时说。他领导的团队
以“基于人工智能和多组学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机制和诊治的关键技
术研究”获得“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张康表示，特区政府对医疗科
研工作者的长期支持，将极大推动
医学科研的发展并鼓舞医疗科研工
作者砥砺前行。

澳门特区政府于2011年颁布科
学技术奖励规章，设立科学技术
奖、研究生科技研发奖及特别奖
励，每两年接受一次申请。其中，
科学技术奖又分为自然科学奖、技
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科技奖励
制度的实施，对澳门科技发展产生
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22个项目获得澳门科学技术奖

香港GO嘉年华活动近日于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场内逾380个摊
位，为市民带来购物及旅游服务。图为商户在直播“带货”。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黄扬、
齐湘辉） 2022浙台民宿产业和休闲
农业交流会近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在杭州、台北两地同时举
行，吸引逾百名民宿产业和休闲农
业业内人士、企业代表参会，交流
发展动态，共话产业未来。

“过去10年间，大陆的乡村旅游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产业链条不断延
伸，综合带动作用日渐明显，已经成为
乡村振兴的全新动能。”海峡两岸旅游
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主任任佳燕在致
辞时表示，希望本次活动能够为浙台
民宿和乡村旅游业者搭建桥梁，建立
交流渠道，在互学互鉴中同心协力为

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增势赋能。
浙江省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副

会长许澎表示，浙江与台湾地缘相
近，人缘相亲，文化旅游交流往来
密切。台胞积极参与投资、设计、
经营管理和文创产品开发等事业，
助推浙台民宿产业和休闲农业融合
发展。截至2021年年底，浙江省已
有31名台胞参与到投资经营管理和
民宿的日常运营中，总投资达 2 亿
元，年经营收入超过5000万元。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海峡两岸经
济文化发展促进会、浙江省文化艺
术交流促进会和台湾旅游交流协会
共同举办。

浙台连线共话民宿产业和休闲农业未来

据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潘清）
金门圣祖食品的贡糖、牛肉干，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嘉定徐行
草编——在年轻人的奇思妙想中，
来自两岸的传统美食和传统手工技
艺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就读于上海高校的台生黄郁
庭、齐芳婕、鲍永安与大陆学生方
佳宝合作，以圣祖食品“招财风狮爷”
IP 为蓝本、徐行草编为载体制作了
四款“风狮爷在申城”主题包装，将台
湾特色和海派文化融为一体。

近日举行的 2022“情系青春·
寻味传统”两岸青年文旅交流活动
中，这组名为《编织情缘 系两岸愿
景》 的主题包装获得最佳作品奖。
活动于10月30日启动，由中华文化
联谊会、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
主办，今年是“情系青春”活动连
续第四年在上海举行。

今年的活动聚焦“海派非遗、沪
台老字号”，邀请上海多所高校的两

岸学生共同参与。上海草编文创馆、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东方网“海
上文创”、麦可将文创园等机构为两
岸青年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交流和实践
内容。

“一江一河”主题参访、老字号
寻味讲座，走进两岸文创园、体验
海派非遗草编手作……形形色色的
活动不仅帮助两岸青年开阔视野，
也让他们得以“零距离”感知上海
城市文化、了解上海文旅发展成果。

作为此次活动的重头戏，文创
作品设计不仅面向参与线下活动的
两岸青年，也吸引了众多上海高校
设计相关专业学生以线上方式投
稿。依托上海哈尔滨食品厂、汪裕
泰茶庄、大白兔、供美香、圣祖食
品等两岸老字号“贡献”的知名
IP，两岸青年完成了 50 多件 （组）
文创作品设计，通过伴手礼、装置
艺术、数字化作品等载体诠释海派
文化特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两岸青年用文创为老字号添上“青春色彩”

初冬时节，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梅林镇迎来玉米收获季，村民们趁着
晴好天气晾晒玉米。近年来，南靖县梅林镇发挥地理优势，大力推广玉米
种植，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图为近日南靖县梅林镇梅林村村民在土
楼里晾晒玉米。 张 旭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