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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便捷、合作紧密，政策开放、服务贴
心，情感融洽、心灵契合，在今年召开的福建
省两会上，福建省省长赵龙用这样三组词语描
绘了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新图景。

近年来，福建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今
年的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更加深化闽
台在经济、社会、文教等各领域的融合发展，
为今后第一家园建设画出蓝图。

往来便捷 合作紧密

过去一年，福建对台出口金额增长 20%以
上，新设台资企业户数、实际利用台资金额均
居大陆各省首位，海峡两岸最大的石化合作项
目——古雷炼化一体化一期正式投入商业运
营；近期，暂停了近三年的两岸“小三通”海
上客运航线部分恢复通航。在两岸交流中，闽
台之间往来便捷、合作紧密。

今年的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
进闽台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精密机械、生物
科技、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产业合作”“深
入推进闽台优势企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融
合”。福建省政协委员、新中冠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吴刘驰认为，闽台产业优势互补性
强，进一步加深合作，将有助于形成层次有
序、优势互补的闽台产业合作布局。而他所在
的企业近年来先后与华硕、冠捷科技等台企签
订产业互联网战略合作协议，通过互联网、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台企
制造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升。

龙岩漳平，高山茶香飘四溢、小火车穿行
园区；漳州漳浦，蝴蝶兰争奇斗艳、凤梨田喜
获丰收……这是福建各地台湾农民创业园里常
见的场景。作为大陆创建台湾农民创业园最多
的省份，福建提出要高质量建设台湾农民创业园
等涉台经济合作园区。福建省人大代表、漳平市
市长李毓文表示，建议福建成立台创园高质量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对国家级台创园开展挂钩帮
扶，重点扶持台创园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对台
创园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给予倾斜支持。

此外，福建还将深入推进闽台合作平台建
设，加快打造两岸能源资源中转平台和对台功
能性经贸平台，支持福州、平潭等地建设对台跨
境电商集散枢纽，支持平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
行区；深入推进与金马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
加快建设厦金共同生活圈、福马共同家园。

政策开放 服务贴心

今年春节前夕，台胞李浩杰搬进了位于福

州市晋安区岳峰镇香槟小区的新家。2022年福
州面向台胞推出公租房以来，这里成为福建省
最大的台胞聚居公寓，先后有 300 多名台胞在
此安家。

为台胞提供公租房只是福建落实同等待
遇、让台胞在闽安居乐业的一个缩影。今年的
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将完善台胞在闽就
医、住房、社保、养老、子女就学等制度保
障，深化两岸标准共通，推动扩大台湾地区职
业资格采认范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普惠化便捷化。

“之前受疫情影响，我们的资金链有些紧
张。但在闽侯县税务部门的帮助下，我们接受
了‘一企一策’的个性化辅导，并办理了增值
税留抵退税、利润再投资递延纳税等业务，让
企业享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谈及当地政
府部门对企业发展的支持，台企福州六和机械
有限公司负责人动情地说。

不只是税务部门，为了让在闽台商台企安
心经营、放心创业，福建各地区各部门努力提
高公共服务水平，积极为台商台企在经营发展
过程中办实事解难题，开展“专户专员化”的
服务，让他们感受到第一家园的温暖。

完善台商台企权益保障协调联动机制，依
法保障台湾同胞权益。完善台湾青年来闽就业
创业政策支持和服务体系，鼓励支持台湾教师
来闽全职从教，支持台湾青年参与生态环保、
乡村振兴、社区营造、志愿服务等基层融合实
践，不断扩大闽台青年共同“朋友圈”和“事
业圈”……一项项凸显“政策开放、服务贴
心”的措施安排正逐步推进，让台胞台企在闽
发展更有“获得感”。

情感融洽 心灵契合

今年春节期间，福建莆田湄洲岛举行了妈
祖绕境巡安布福活动。来自海峡两岸的妈祖信
众一起参加活动，庆团圆、享美食、聊家常。
湄洲岛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表示，每
年到湄洲岛妈祖祖庙朝拜的台胞络绎不绝，妈
祖信俗文化把两岸民众的心越连越紧。他建
议，在湄洲岛建设两岸融合社区，让两岸信众
可以在这里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亲缘情缘，让
心更近、情更深、意更浓。

闽台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血缘相
连。今年的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福建将
持续开展寻根谒祖、族谱档案对接、信俗交流
等活动，加强涉台文物保护，支持非遗文化、
民间曲艺入岛，推动闽台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持续深化闽台教育融合，支持两岸合
编教材、共写史书、联创作品。持续推动闽台
基层和青少年交流，精心筹办第十五届海峡论
坛、第十一届海峡青年节，架好海峡“连心
桥”、共画两岸“同心圆”。

“近年来，闽南师范大学发挥自身优势，
联 合 两 岸 专 家 学 者 ， 发 掘 闽 台 历 史 文 化 渊
源，先后编写出版 《台海文献汇刊》《闽南涉
台族谱汇编》《台湾族谱汇编》《台湾通史》
等著作。”闽南师范大学圆山学院院长、两岸
一家亲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丽丽认为，福建要
继续发挥高校综合优势，持续深入建设“厦
漳泉闽台文教产教融合发展示范区”，在延续
亲情乡情、寻找共同记忆中，促进两岸同胞
心灵契合。

在融合发展中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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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澳门2月20日电（记者富
子梅） 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

《沂蒙》18日在澳门上演，生动再现
革命战争年代发生在山东沂蒙的军
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感人故事。

为期两天的演出由中芭青年舞
蹈演员宁珑、武思明领衔，特邀

《红色娘子军》 的编导之一蒋祖慧
作为艺术顾问。著名作曲家、芭蕾
舞剧 《沂蒙颂》的作曲之一刘廷禹
担任作曲，《沂蒙颂》 服装设计李
克瑜担任美术顾问，中芭艺术总监
助理徐刚担任编导，同时集结了年
轻一代舞蹈编创及舞美设计人才参
与创作。

主办方介绍，40多年前，中央

芭 蕾 舞 团 创 排 芭 蕾 舞 剧 《沂 蒙
颂》，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之
作。剧中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的
主题旋律一直传唱至今，之后在

《沂蒙颂》 的基础上构思创排了舞
剧 《沂蒙情》 和 《沂蒙三章》。此
次中央芭蕾舞团以全新的创作手
法，创排大型原创芭蕾舞剧 《沂
蒙》，在保留经典元素与韵味的基
础上，谱写出新时代的芭蕾颂歌。

据介绍，《沂蒙》 是欢乐春节
暨国家艺术院团 （澳门） 演出季的
主要内容之一，面向澳门市民展示
国家艺术院团文化发展成果，共同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演出
季还将在澳门举办多种形式的艺术

交流活动，推动国家艺术院团与澳
门当地文艺团体及艺术工作者深度
合作，助力澳门培育文艺人才，打
造艺术精品，为国家艺术院团及澳
门当地文艺团体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发挥积极作用。

欢乐春节暨国家艺术院团 （澳
门） 演出季由文化和旅游部及澳门
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共同主办，澳
门中联办宣文部、澳门特区政府文
化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
展局协办。

上图：演员在中央芭蕾舞团原
创芭蕾舞剧《沂蒙》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生动再现革命战争年代军民感人故事

芭蕾舞剧《沂蒙》在澳门上演

本报香港2月20日电（记者冯
学知） 天津市人民政府20日在香港
会展中心举办“合作谱新篇 携手赢
未来”——天津 （香港） 投资环境
推介会，香港工商企业界近 300 人
出席。会上，津港有关单位、企业
签署 19 个合作项目，涉及金额逾
150 亿元人民币，覆盖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基础设施等多领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
频致辞中表示，香港是天津最大的
外资来源地，也是许多天津企业

“走出去”和把外资“引进来”的首
选平台，两地有不少共同的发展机
遇，特别是在金融创新、专业服
务、创新科技等范畴，相信能优势
互补，开拓更扎实、更广阔的合作。

天津市副市长朱鹏在致辞中表
示，津港两地同为国际港口城市，同
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海陆交
汇点，同样拥有中西文化交映生辉的
独特魅力，城市底色相近、气质相通、
优势互补，双方合作交流源远流长，
政商互促、人文交融。天津重视香

港，希望进一步深化津港各领域务实
合作，携手共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林建岳在
发言中指出，香港贸发局一直以来
都与天津商贸各界来往密切，欢迎
天津企业利用香港的国际平台来拓
展业务。

签约仪式后，天津金融、工业
和信息化、港口等领域的负责人进
行专题展示，推介天津的投资环
境。作为最早到香港投资的津籍企
业家之一，香港华燊发展 （集团）
董事会主席沈家燊分享了他在两地
投资兴业的经历，并鼓励更多两地
企业进行双向互动。

近年来津港两地双向投资活
跃，截至目前，香港累计在天津设
立企业约1.2万家，实际到位资金超
过 990 亿美元，占天津外资的一半
左右。2022年，香港在天津新增设
企业 235 家，到位投资约 42 亿美
元，再创近年来新高；天津在香港
增设机构 28家，同比增长 21%，投
资约2.2亿美元，同比增长40%。

津港签署逾150亿元合作项目

本报香港2月20日电（记者陈
然） 由 香 港 工 程 科 学 院 主 办 的

“2023 年度国际湾区高峰会议”20
日在香港湾仔会展中心隆重揭幕。
为期两天的高级别峰会以创新、科
技、创业和创科生态系统为题，让
与会者深入探索不同湾区经济体间
的发展机遇、挑战及合作，探讨粤
港澳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发表主
题演讲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规模庞
大，香港作为小经济体，需要建立
有效策略，把握机遇与临近城市合
作，才能从中获益。他认为，香港
是国家和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应
当积极投入大湾区建设，集中力量
办大事，包括提升专业技能、做好
基建网络等。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
频致辞中表示，在“一国两制”下
香港享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十
四五”规划支持下，香港将发展国
际创新科技中心，与大湾区其他城
市产生协同效应。正在建设的北部
都会区与深圳相连，占香港面积约
三分之一，将着重发展创新科技，
以汇聚香港、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
市及海外人才。

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张广军在视

频致辞中表示，香港拥有雄厚的科
技基础和众多高素质科技人才，是
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支
重要力量。科技部将一如既往与香
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以高质量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为主线，以支持香
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主题，
扎实推进两地科技创新合作。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
室副主任卢新宁在峰会上致辞说，
粤港澳大湾区应当成为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典范。作为中国开放程度
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大湾区的区位优势非常突出。香港
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已在提速，香
港创科即将步入服务香港、贡献国
家的快车道。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以“工
程科技引领高质量发展”为题分享
见解。他表示，中国工程院将强化
内地与香港的交流合作，为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不
断努力。

据了解，本次峰会是香港工程
科学院首次构建的平台。主办方表
示，希望峰会保持强劲动力，成为每
年或每两年一度的盛会，在不同地
点轮流举办，以促进湾区内外的沟
通了解、政策交流和可持续发展。

香港举办峰会共商湾区经济体发展机遇

由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学子
组成的实践支队，近日走进山
东阳谷“春和八里”衔接乡村
振兴集中推进区。该支队由清
华大学博士生、台湾青年陈柏
翰担任队长。在两周时间内，
他 带 领 团 队 成 员 走 向 田 间 地
头，走进乡村直播间，开展田
野调查、文创产品设计、直播
宣传推广等活动。支队为阳谷
基层党建治理效能提升、粉条
产业改造升级、乡村文化挖掘
整合等课题献计献策。

图为两岸青年在阳谷狮子
楼走访调研。

图片来源：山东省聊城市
台港澳办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任沁沁） 记者20日
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近日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
署内地与澳门驾驶证互认换领协议，协议将自2023年
5月16日起生效。

根据签署的驾驶证互认换领协议，内地与澳门承
认对方核发的有效驾驶证，一方准许持有对方驾驶证
的人员直接驾车或者免试换领驾驶证。互认换领的驾
驶证准驾车型包括小型汽车和小型自动挡汽车。对持
有效正式澳门驾驶执照的澳门永久性居民，持正式澳
门驾驶执照，以及身份证明原件、身体条件证明、照
片，可以直接免试换领内地驾驶证，无需参加考试；
持有效内地纸质驾驶证人员，在入境澳门14日内可直

接驾驶规定车型，无需换领澳门驾驶执照；入境超过
14日需继续驾车的，经澳门治安警察局交通厅登记后
一年内可以在澳门直接驾驶规定车型。

内地与澳门驾驶证互认换领，将直接惠及内地与
澳门旅游、探亲等人员，更加便利内地和澳门居民驾
车出行，更好促进内地与澳门交流发展。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此前，内地与香港已经
实现了驾驶证互认换领。内地与澳门驾驶证互认换
领，将大大便利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往来，对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公安部将积极指
导地方公安交管部门做好内地与香港、澳门驾驶证互
认换领工作，进一步便利内地与港澳居民驾车出行。

内地与澳门签署驾驶证互认换领协议

本报澳门2月20日电（记者富子梅） 澳门特区政
府统计暨普查局资料显示，在入境防疫措施放宽及农
历新年假期带动下，今年1月入境澳门旅客1397748人
次，同比增加100%。与去年12月比，上升近2.6倍。留
宿旅客816199人次，不过夜旅客581549人次，同比分别
增加2.3倍及29.1%。

按客源分析，中国内地旅客991641人次，同比增
加 54.5%，其中个人游旅客 707360 人次，上升 3.2倍；
香港 356958人次，台湾地区旅客 18868人次，分别增

长 7.0 倍及 1.4 倍。此外，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旅客
608336 人次，同比增加 47.6%。珠海市 144262 人次、
广州市旅客136594人次，分别占23.7%及22.5%。

按入境渠道统计，1月经陆路入境的旅客共1152936
人次，同比增加82.8%，其中经关闸口岸592191人次、港
珠澳大桥 267390 人次、横琴口岸 231771 人次，分别占
51.4%、23.2%及20.1%。由于港澳海上航班复运及机场
客运量回升，经海路入境的旅客 149649 人次，按年大
幅增加10.5倍，经空路入境95163人次，上升87.9%。

1月入境澳门旅客逾139万人次

走进田间地头 两岸学子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