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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完成问诊工作，福州皮肤病防治院台湾医师陈柏
叡闲暇之余喜欢带着家人，走福道、泡温泉、划船赏
花。来大陆整20年，他在这里求学、工作、娶妻、生
儿育女、落地生根，早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

近年来，越来越多台胞和陈柏叡一样，在大陆享受
到更多同等待遇，安心追梦筑梦圆梦，与大陆同胞不断
走近走亲。两岸百姓跳同样的健身操、追一样的电视剧；
两岸婚姻家庭相亲相爱，共建温馨港湾；两岸青年携手
打拼、互学互鉴，共创美好未来。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是通向和平统一的重
要途径，是造福两岸同胞的康庄大道。亲望亲好，大陆方
面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不断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
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努力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
促融。两岸中国人共绘“融合发展”“心灵契合”美丽画
卷，共同书写时代新篇。

亲望亲好深化融合发展，台胞扎根
融入大陆热土

“两岸融合发展是民心所盼，更是大势所趋，两岸
同胞越融合越幸福。”来自台湾南投的林大毅，2000
年作为公司第一批台湾管理人员常驻大陆。20多年在
大陆工作生活的经历，让他对两岸融合发展感触尤深。

林大毅坦言，初来大陆时没打算待多长时间，但是
日久生情，大陆各级政府高效周到的服务、大陆同胞的
热情关爱，让他逐渐适应并喜欢上这里的生活。

大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市场广阔、机遇无限，公司
不断扩大投资，林大毅也下决心留在大陆，把家安在了
江苏昆山，买了房，儿女也来到大陆。3 年前，他的小孙
女出生，如今一家三代都常住昆山，其乐融融。

“身边像我一样扎根大陆的台胞比比皆是。”他说，
近年来大陆出台一系列惠及台胞的政策，让台胞比以往
更容易融入大陆。他申领了台湾居民居住证，一证在手，
出行、住宿、办理各种业务都非常便捷。

“在台湾你看不见世界，但在大陆能让全世界看见
你。”2009 年“登陆”发展的台青范姜锋，常常与岛
内年轻朋友分享这句话。2016年，他和同伴创立厦门
启达海峡双创基地，从台青“追梦人”变为海峡“摆
渡人”，至今已协助2万多名台青来大陆交流，帮助数
百个台青创业项目落地。

“台青来大陆扎根逐梦已蔚为潮流，在各个领域都
能看见他们崭露头角。”范姜锋说，35 年前，两岸打
破隔绝、开启交流，台胞前辈来大陆探亲，写下许多
动人故事；如今，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深化，越来越多

台青在大陆书写精彩的青春故事。

同等待遇创造广阔舞台，台胞踏浪
筑梦神州大地

“我庆幸在最好的时代抓住机遇，成为祖国大陆建
设者中的一员，见证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和无限可
能。”陈柏叡说。

2002 年，这位台湾青年来到北京大学求学。8 年
后，他随所爱之人到福建发展，成为福州市事业单位
聘用的首位具研究生学历的台胞。去年，他评上了副
高职称。陈柏叡说，大陆落实台胞同等待遇给他带来
机遇，助他融入、安心扎根发展。

近年来，大陆方面持续出台“31 条措施”“26 条
措施”“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等一系列惠台利
民政策。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取消台湾居民就业许
可证，保障台胞在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支持福建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帮助台商台企拓展大陆内需
市场等具体措施，切中肯綮、细致入微，为台胞台企
提供更多同等待遇，让他们分享更多大陆发展机遇。

“北京是我第二个家。”台青苏雍竣今年从清华大学
毕业，入职一家科技公司。“公司为我缴了五险一金，我
也申请并入住公租房。这些落实同等待遇的政策措施，
为我们留在大陆发展提供充足底气。”他说。

如今，越来越多台胞在大陆找到施展才能、成就
梦想的舞台。据了解，大陆累计设立了78家海峡两岸
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有2000多名台湾青年在
大陆高校任教；每年有近3000名台湾学生在大陆高校
获得奖学金；近千名台胞考取了大陆各类热门行业职
业资格；近 300 名台胞获得过地市级以上五一劳动奖
章、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号……

“大陆好、两岸关系好，台胞台企才真正好。”全
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说，大陆惠台利民政策措施越来
越广泛、深入、接地气，让台商台胞充分感受到同等
待遇不是空话，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相知相守凝聚同行力量，两岸同胞
愈加心灵契合

“我找到祖先去台湾前的家乡啦！”今年中秋，台湾女
孩赖赖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在网友和宗亲的帮助下，她凭
借300多年前族谱上记载的地址，顺利找到了祖籍。“对
上名字的那一刻，真的好感动，断了300多年的线，瞬间
再度连接了起来。”她直呼，这是一段神奇的故事。

多年来，每年有大量台胞来大陆寻根问祖，影视、音
乐、美术、非遗等两岸文化交流蓬勃开展，大陆优秀影视
剧等文化产品深受台湾民众喜爱，台湾演艺人员广泛参
与大陆广电视听节目和影视制作……两岸社会文化融
合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许许多多两岸同胞在同
心同行、携手打拼中增进相互了解和感情，共同燃烧青
春、追逐梦想。90后台青徐韬对此有着深深的体会。

“不跨过这湾海峡，你永远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徐
韬在 2021 年海峡论坛大会上的发言，道出众多在大陆
奋斗的台湾年轻人的心声。大学期间，他在岛内创业 3
次都不温不火。2017年，他与同桌的大陆交换生鲍冠羽
合力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开设了一家网约工作平台。

创业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徐韬和创业伙伴同吃同
住，摔倒后又毅然爬起，心手相连共克难关。如今，
每天有 1万多名工作者和接近 5000个商家在他们的平
台上灵活用工、就业。在疫情之下，平台有效促进复
工复产，多次获得融资。

“来大陆，我发现可以大胆做梦是幸福的。”徐韬说，
让他感受最深的是，两岸青年齐心协力迸发出强大能
量。“伙伴们都和家人一样，早已配合默契、心灵相通。公
司的发展正是‘两岸齐心、其利断金’的最好体现！”

长期专注服务台胞工作的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团
代表梁志强说，在融合发展过程中，两岸同胞的心越
走越近。台青导演薛颖穜就是一位推动两岸同胞“心
相融”的践行者。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
期，他放弃搭包机回台机会，留守武汉，创作歌曲为
抗疫加油，用镜头记录抗疫过程。“这段经历，让我看
见两岸同胞守望相助、携手抗疫，感受到血浓于水的
骨肉亲情和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他说。

今年8月，薛颖穜导演的网络电影《梦里杜鹃花》上
线。该片是两岸携手、同心创作的作品，讲述一对老夫妻
的爱情故事，融入了武汉和“台式”元素。他认为，通过发
挥中华文化的力量，有助于同胞的心灵契合。“借此影片
我要告诉世界：两岸就是一家人。”

融入大陆发展，能拥有一份获得感、成就感、幸
福感，让越来越多台胞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支持者、
推动者。陈柏叡说：“我要努力担当两岸融合的推动
者，让更多台青真正感受到祖国大陆蓬勃发展的态
势、对台胞真心实意的关怀爱护。”

同心创未来，携手谋复兴。“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
复兴的进程中，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两岸同胞一
条心、一起拼，定能大有作为！”薛颖穜说。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石龙洪、许雪毅、陆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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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教育部门近日下令，明年起岛
内高校申请当局经费购买的资通讯产品“一律
排除大陆品牌”。民进党当局近年来三不五时禁
用大陆产品，伤害大陆企业利益，更给岛内社
会添堵。“恐中反中”歹戏拖棚，只会招来倒彩
和臭鸡蛋。

据岛内媒体报道，岛内各大学、大专院校
被禁止公务使用大陆品牌电子产品及服务，包
含校园内的电脑、复印机、监视器设备，全都
不能是大陆制。就连校园出租场域，外包餐厅
和商店等都算在内，包括智能贩卖机等，也禁止
使用大陆制机台，已列管产品则要尽速“汰换”。

这消息给人以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既
视感，就是在明示暗示岛内民众，只要是含大
陆制造元素的电脑、复印机、贩卖机等，都有
可能在监视、监听你，多可怕！问题是，民进
党当局从来没有出示过相关证据，所谓“资安
问题”，不过是莫须有的凭空捏造，说你有你就
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

类似的事，民进党当局已经干过很多了。
台行政机构2020年曾公布各机关使用资通讯产
品原则，要求各机关及“委外厂商及外包厂商”若
使用大陆制资通讯产品，必须在 2021 年底前更

换，若合约未到期，无需报废，立即停用。
今年 8 月，民进党当局进一步扩大“大陆

产品禁令”，宣称只要“多数人看得到、听得到
的设备，只要是在公共‘场域’，皆不可使用陆
制资通产品”，要求将公共场合的广告看板、电
子屏幕、广播等设备全数排查。

更早的时候，民进党当局还曾配合美国贸
易战禁止岛内制造商进口大陆原材料，宣布禁
用华为，凡电子产品标识“中国台湾”就禁
卖，要求各级公务机关替换掉大陆品牌的通讯
产品，禁止公务使用的手机及计算器下载和连
接大陆社交网站及搜索引擎。

岛内民众爱用淘宝，民进党当局就驱逐淘
宝台湾；蔡英文苏贞昌都曾说漏嘴爱追大陆电
视剧，民进党当局却封杀爱奇艺；绿营分子爆
料台北、新北一些隧道的区间测速设备含大陆
产品，民进党当局立刻“全面彻查”；曾被称为

“台湾之光”的无人机表演团队，在高雄跨年晚
会表演后被检举用大陆产品，便被“彻查封
杀”……桩桩件件，充满神经质和讽刺味道。

这些封杀令让岛内民众觉得不可思议、不
胜其烦。岛内有网友讽刺“我自首，我的拖鞋
是大陆产的，它可能有资安问题。”有网友质疑

“那只要是大陆制造的行车记录器，或者是大陆
产手机拍的，是不是也有资安问题呢？”有网友
直言“现在找得到一台电脑里没有任何大陆制
元件的吗？”有网友反问“台湾上市公司好多也
在大陆设厂生产，是不是也一起禁用？”

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目的干扰正常的两岸经
贸，注定不会得逞。绿营“两岸经济脱钩”喊
了好几年，两岸经贸额却屡创新高。在当前两
岸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人
为制造鸿沟，不仅损害大陆企业的利益，也严
重损害台湾消费者以及台湾很多供应链厂商的
利益，进而影响台湾自身经济发展。

两岸社会生活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民进党要将大陆产品从台湾剥离，形同抽
刀断水。民进党当局以牵强附会的理由，硬要
岛内民众舍弃大陆产品，要他们舍近求远、舍
好求次，改变消费习惯甚至生活方式，怎不叫
人火大？总打损人利己如意算盘者，迟早要为
自己的反智言行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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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澳门11月 30日电 （记者
富子梅） 2022年澳门大学生就业与
实习线上招聘会近日举办，主会场
设在澳门中联办北京联络部。据统
计，本次招聘会共有 145 家单位及
企业参加，提供2800多个就业及实
习岗位，1200多名澳门大学生报名
参与，规模创历史新高。

本次线上招聘会开设多个企业
线上房间，澳生可自由选择招聘单
位，投递简历，交流面试。针对同
学们普遍关心的未来职业规划、法
律权益保障等问题，主办方邀请知
名企业高管、资深人力资源管理者
和法律专家做专题分享，答疑解
惑。招聘会还为 100 名获得幸运奖
的同学提供一对一的简历修改服

务。参加招聘会的澳生表示，岗位
大多符合澳生就业及实习需求，期
待进入心仪企业，获得发展机遇。

澳门中联办北京联络部部长奉
希文表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澳门大学生提供了新机遇、大舞
台，也为各类企业带来了更多可选
择的优秀人才。本次招聘会已是第
三届，不仅规模再创新高，岗位匹
配精准度也更高，招聘会服务内容
更加全面优质，成效显著。

参与招聘会的不少澳门学生来
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等内地知名高校以及澳门本地高
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
海、横琴及澳门特区等多个政府部
门、机构和企业参与。

本报香港11月 30日电 （记者
陈然）“和衷共济 情暖香江——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 国家关怀
支援香港纪实展览”30日在香港会
议展览中心拉开帷幕。

展览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
主办。展览展出 715 幅图片，以小故
事讲述大历史，以小细节呈现大时
代，通过丰富的图文史料、生动的历
史瞬间，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深切
关怀和全力支持下的非凡历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
幕仪式上表示，回归25年来，香港
面对种种严峻的挑战，但无论经历

什么考验，国家始终是香港最坚强
的后盾，始终和香港风雨同舟，共
同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副董事
长、副总编辑王凯波说，展览中这
些真实感人的史料、事例，正是

“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
好”的最佳注脚。他相信无论新冠
疫情，还是自然灾害、社会动荡，
香港都能够在祖国的坚强支持下，
乘风破浪、浴火重生。

据悉，本次展览在 11 月 30 日至
12月2日对公众开放，市民也可于12
月3日起在网上观看全部展出内容。

据新华社香港12月1日电（记
者张雅诗） 香港特区政府携手香港
贸易发展局和香港设计中心举办的
第十二届“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
坛”1 日在香港开幕，全球各地与
会者以线上线下方式探讨知识产权
市场最新发展并探索商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
坛现场致辞说，国家“十四五”规
划纲要支持香港成为区域知识产权
贸易中心。为此，特区政府将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及数字版权保护，并
对不同行业人员加强知识产权方面
培训。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中，

香港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十
四，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全球
排名第二。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通
过视频致辞说，国家知识产权局持
续支持香港特区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在专利审查、人才培养、信息
系统建设等方面，推动内地与特区
知识产权事业协同发展。他期待香
港特区进一步加快推进区域知识产
权贸易中心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一连两天的论坛以“共建创新价
值 开拓崭新领域”为主题，将同步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和线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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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福建省泉
州市泉港区诚峰一级渔
港内，抓斗船正在进行
港池疏浚作业。据悉，
泉州市泉港区诚峰一级
渔港二期疏浚、改造工
程总投资 2070 多万元，
疏浚总面积为19.4万平
方米，工程计划 2023 年
8 月完成。完工后将进
一步改善当地渔港航运
条件、港湾水质、生态
环境质量及渔港综合服
务能力。

林弘梫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香港11月 30日电 （记者陆
芸） 印尼当地营商环境如何？越南厂房租
金大约是多少，人工成本如何？老挝政府
给前往投资的企业哪些税收优惠？11月 30
日举行的一场“一带一路”投资交流会
上，意欲拓展海外市场的香港工商界代表
频频发问，了解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由香港中联办经济部贸易处与香港
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联合主办的

“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享发展机
遇——香港工商界走进境外经贸合作区交
流会”当日在港举行，吸引超过300名香港
工商界人士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会
上，香港工商界展现出对投资“一带一
路”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浓厚兴趣。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黄家和与
会了解东南亚地区的营商环境。他告诉记
者，厂商会会员在泰国、缅甸、越南等地
都有投资，除了在当地建厂之外，“一带一
路”境外经贸合作区也为港资企业在文化
旅游等服务业的对外拓展带来机遇。

“‘一带一路’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
商机。我相信渠道打通之后，投资贸易不
仅仅是单向的。我们投资其他国家的企
业，而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可以和我们合
作，共同投资。”他说。

前来参会的香港电子业商会会长吴自
豪说，“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内
地、香港共同拓展海外市场带来机遇。内
地企业在生产制造方面具有优势，而香港
企业在转口贸易、国际化经营等服务领域
有较强竞争力，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国家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副
司长李洪伟视频参会时说，境外经贸合作
区是对外投资的方式创新，是推动企业集
群式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截至 2022 年 9 月
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近
七成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当
地创造逾 40万个就业岗位，为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
长陈百里通过视频与会时说，“一带一路”
是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香港一些企业而
言，投资或开拓海外市场和生产点有助降低风险，而国
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恰好是理想的切入点。

一系列政策利好正在加速香港企业海外拓展的步
伐。去年初，香港与东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及投资协
定全面生效，彼此间贸易和投资关系愈加紧密。去年 9
月，国家商务部与特区政府签署 《关于推进境外经贸合
作区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同境
外经贸合作区、东道国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李洪伟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拥有独特优势。下
一步，将继续落实好备忘录，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参与
合作区建设，共享发展机遇，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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