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23年4月5日 星期三2023年4月5日 星期三
责编：任成琦 金 晨 邮箱：gtbhwb@people.cn

据新华社澳门4月 3日电 （刘
刚、李松）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3 日
在氹仔营区参加澳门特区政府无偿
献血活动，100 余名官兵无偿献血
约4万毫升。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
欧阳瑜向驻澳门部队颁发了捐血感
谢状。她对人民子弟兵无私奉献、
无偿献血的高尚品行给予高度评
价，对驻军官兵坚持多年参与献血
活动表示衷心感谢。

“驻军官兵始终视澳门驻地为家
乡、把澳门同胞当亲人，与澳门同胞
始终保持着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
驻澳门部队副司令员戴劲松说。

“这是我第5次参加澳门无偿献血

活动，我觉得很神圣也很光荣。”某步兵
营一级上士赵迎迎说，能够为澳门同胞
献出一份爱心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据驻澳门部队某处处长李远介
绍，每次无偿献血，官兵们都踊跃
报名。他们提前 3 天对报名官兵进
行体检，开展无偿献血知识普及宣
传，明确献血条件和注意事项，确
保血源质量和献血安全。

自1999年进驻澳门以来，驻澳
门部队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活动，累
计已有2000余人次为澳门同胞献血
80余万毫升。

此外，驻澳门部队还积极参加
义务植树、慰老爱幼等公益活动，
受到澳门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

进一步优化和扩展互联互通机制

多彩风情圈粉两岸“四川迷”

“在这次采访之前，我对四川
的印象只有大熊猫和麻辣火锅。走
进这里我才发现，原来四川这么
大、景色这么美，让人不得不赞
叹，想要一来再来！”当台湾青年
黄雅忆坐上五彩船，吹着泸沽湖的
清风，聆听着摩梭人的歌谣，看着
白色海鸥在湛蓝天空盘旋，不禁陶
醉，“这种感觉真的非常惬意。”

泸沽湖是镶嵌在川滇两省交界
处的一颗“高原明珠”，被誉为

“神仙居住的地方、香格里拉的源
头”。热情淳朴的摩梭人在泸沽湖
畔世居，他们沿袭千年的“走婚”
文化古老而神秘。《台湾导报》 驻
厦门记者站主任蔡淑娟慕名已久，
这次终于有机会一睹泸沽湖的旖旎
风光。“以前就知道它的自然风光
和人文风情很吸引人，可这次来了
之后还是眼前一亮，泸沽湖的美景
超过我的想象。”蔡淑娟希望通过
自己的报道，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
攀西地区的美食美景，促进两岸同
胞尤其是年轻人多走动、多交流。

“体验一个地方的风俗民情，最简
单直观的方式就是旅游。两岸民众
借此互相熟悉，才能加深彼此了
解，凝聚更多共识。”

“沪沽湖很美，邛海国家湿地
公园也很惊艳，我会推荐给在台湾
的家人朋友。”就读于北京电影学
院的台生朱凯琪是一名青年拍客，

在她的镜头里，有热情奔放的彝族
歌舞、瑰丽异彩的彝族服饰和厚重
悠悠的建昌古城。“这趟行程对我
来说是全新体验，开阔了眼界，增
长了见闻，希望我的家人朋友也能
早点看到这么美好的人和事物。”

“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的大陆”

“大陆对我来说是一个‘宝’，
很多东西都是之前没看到过的。这
次来四川，我的目的也非常明确，
就是要把最真实的资讯传递给台湾
岛内的朋友，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的
大陆。”台湾自媒体人张绍群带着
一双“发现”的眼睛走进攀西地
区，被所见所闻震撼。

冕宁县宏模镇优胜社区八组居
民吉文明一家靠着土地流转和就近
务工，收入翻了几番，实现脱贫致
富，家里盖起小洋楼；

家 住 盐 源 县 的 摩 梭 姑 娘 哼
智·冰玛拉楚一家在泸沽湖畔开了
民宿、餐厅，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年收入超过50万元；

63 岁的普格县甲甲沟村彝族
大叔沙马日各，带着一家人搬进宽
敞明亮的大房子，“以前住在山上什
么都难，现在好喽！娃儿读书方便
了，看病方便了，生活也变好了！”

…………
“岛内民众对大凉山的固有印

象就是‘穷’，觉得这里的小孩吃
不饱、穿不暖，很可怜。来到这里
才发现，好多村民的门口都有大院

子，这已经比我的家还要大了。”
张绍群笑着感慨。

第一次来到大凉山的台青自媒
体人黄恺嘉，则被凉山州脱贫攻坚
展览中的一件件展品深深触动：

“我感受到祖国大陆对消除绝对贫
困的坚定决心，也感受到大陆民众
对手足同胞坚定的爱。”在西昌市
大石板古村，张绍群和黄恺嘉还即
兴来了一场直播，介绍古村新貌，
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累计吸引超
6.3 万人次观看。网友踊跃留言
道：“敬佩能一步一个脚印，为改
善 全 体 人 民 生 活 努 力 不 懈 的 政
府。”“用你们亲身经历给台湾人展
示一个真实的大陆，大大的点赞！”

“多走几步，往中西部这边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近
年来攀西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也有越来越多的台商发现这里、
来到这里、扎根这里。“攀西地区是
一个空气、阳光、花、水果各方面都
很好的地方，建议来大陆发展的台
商台胞，不妨多走几步、走远一点，
往中西部这边来，尤其是在农业和
休闲旅游方面，台湾人可以找到很
多发展的着力点。”蔡淑娟鼓励更多
台湾青年关注大陆中西部的发展，
为自己的人生找到逐梦舞台。

在攀枝花盐边台湾农民创业
园，台商李贤治创办的“逸品敲冰
巧克力庄园”已发展成集种植及深

加工为一体的现代观光农业项目，
拥有热带果树约 40 种、热带亚热
带花卉近 60 种、鱼菜共生系统、
有机育菜苗圃……“大陆‘农林
22 条’犹如定心丸一般，让我们
更安心在此投资创业，扩大产业规
模，寻求更大的发展。”李贤治说。

在凉山州冕宁县，林春福、林
书任父子扎根大山 13 年种植油橄
榄，完成了从传统台商台胞到“新农
人”的蜕变。“我们从第一批种植的
600亩到如今 2.5万亩，油橄榄种植
产业带动当地 6800 多农户的年人
均纯收入增收 3 倍以上。”林书任
说，大陆的各项发展政策，美丽的
绿水青山，还有广阔的市场机遇，
能够助力我们每个人梦想成真。

“阳光带给攀西地区的不只是
风光明媚，四季如春，还带来了丰
富的资源和独特的产业。”台湾联
合报系大陆事务处记者林昉柔分享
道，像是米易县的生态枇杷产业
园、宁南县的蚕桑现代农业园，都
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希望有更多
的台湾人可以来到四川，我们也关
注台商在这边的发展。”

“此次活动让两岸媒体人对攀
西地区良好的发展环境有了更为具
体、直观的认识，希望借此吸引更
多人参与到攀西地区的建设中来，
把攀西地区的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
势，把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把
文化魅力变成文化优势。”四川省
台办机关党委书记孙树学说。

两岸媒体人走进四川西南大山深处——

“这里的发展机遇不可限量”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文/图

两岸媒体人走进四川西南大山深处——

“这里的发展机遇不可限量”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文/图

“蛮惊讶的！没想到在四川西南部的大凉山和攀枝花，也有台胞台商扎根创业、深耕发展，产业越
做越大。说明大陆的广阔市场处处充满机会，只要你眼光够准、行动够快，这里的发展机遇不可限
量。”在参加了第四季“掌上蜀show”两岸新媒体体验采访活动后，台湾东森新媒体ETtoday大陆中心
主任魏有德发出这样的感慨。

近日，由四川省台办主办的第四季“掌上蜀show”两岸新媒体体验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在为期9天
的活动中，记者跟随台湾青年和两岸媒体人一行人的脚步，走进四川省攀枝花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
从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川台农业合作等角度，感受一个全新、真实、立体的攀西地区，发掘这里多
姿多彩的人文风情，见证这里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

台青在凉山州冕宁县橄榄小镇体验直播带货。

新华社重庆4月4日电（记者陈键兴、王承昊、
刘恩黎） 青山埋忠骨，英名垂千秋。4日上午，马英
九一行来到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张自忠烈士陵园，
缅怀抗日先烈。

当日下午参观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时，马英九
表示，我们中国的抗战将日军主力牵制在东方战
场，这是非常大的贡献。他还说，开罗会议极为重
要，《开罗宣言》规定日本窃自中国之领土，例如东
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必须归还中国。

此次大陆之行，马英九带领台湾青年学生，重
走艰苦卓绝的抗战路，重温团结御侮的抗战史。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岳忠烈
祠、抗日战争中国战区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长衡岳
地区受降仪式旧址，到张自忠烈士陵园、重庆抗战
遗址博物馆，马英九一行在多个纪念场所哀悼遇难
同胞，追思牺牲英烈，体悟抗战精神。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张自忠烈
士陵园依梅花山而建，将军墓掩映在苍翠树影间。
1940年英勇殉国时年仅49岁的张自忠将军忠骸，就
安葬于此。

在张自忠将军墓前，马英九与台湾青年学生集
体肃立，低头默哀1分钟，行三鞠躬礼，绕墓一周，
并敬献鲜花。

仪式前，马英九一行在张自忠将军纪念馆详细
了解张自忠生平、事迹。马英九神情凝重，聚精会
神倾听讲解，观看史料，不时询问。在展出的文物
和历史图片前，台湾青年学生驻足思索，轻声交流
感想。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张自忠率部多次重创日
军。1940年枣宜会战中，他亲率将士与日军决战，负伤
后被重兵合围，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张自忠将军留下
遗言：“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离开陵园前，马英九对张自忠之孙张庆成说，
张将军忍辱负重，以死明志，壮烈殉国，令人非常
感动。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抗日战争
中，中华儿女众志成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抵御侵
略、救亡图存的雄壮史诗。1日在湖南，马英九一行
前往位于衡阳的南岳忠烈祠，祭拜抗日阵亡将士。

南岳忠烈祠1943年竣工，祠宇周围青山中分布12座个人墓和7座集体
墓，抗战中 22次正面大型作战及全国共计近 4万次战斗的牺牲将士“一体
入祠祀享”。

马英九来到享堂内，带领随行人员向灵位行三鞠躬礼，并敬献花圈、
花篮。花篮缎带上书：“抗战英烈浩气长存”。

牢记历史，铭记英雄。张自忠烈士陵园1949年后几经修葺扩建，形成
如今占地约 25 亩的规模。陵园门牌 516 号，源自张自忠殉国的 5 月 16 日，
每年这一天都有各界人士前来祭奠。南岳忠烈祠累计已接待超过2000万人
次，常年举办各种形式纪念活动，每年清明前后都有海内外人士和当地民
众前来祭拜。

据悉，赴上海期间，马英九一行还将参访有关抗战纪念场所。
（参与采写：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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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界沙田火炭地铁站附近，有
两幢十多层高的灰色建筑，外墙写有

“沙田冷仓”四个大字，这里是香港
重要的民生仓库。

“沙田冷仓是香港运营规模最大
的鲜活冷冻食品存放仓之一，全港大
约 20%的冷冻类食品储藏在我们这
里。”在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内，华
润物流总经理吴桉告诉记者，沙田冷
仓肩负着为全港市民不间断地提供肉
类、海产、速冻食品、米面和水果等
各类民生物资的责任，每天大约 500
多吨物资分别通过超市、街市和快餐
店等流向市民的餐桌。

作为大型驻港央企，在华润集团
的业务版图中，民生特点尤为突出。
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采购、加工、
分销到储存、零售，华润集团覆盖了
关系香港市民菜篮子的主要流通环
节，在疫情期间及疫后经济复苏中，
有力保障了香港民生供应稳定。

作为香港主要的鲜活冷冻食品进
出口代理商，华润五丰香港事业部副
总经理赵俊介绍，华润五丰组织供港
活猪占内地供港活猪数量的近 50%，
全球采购分销冻肉类产品接近香港市
场的 15%。“疫情期间，面对两地运
输困难、员工防疫压力大以及物价上

涨等困难，我们全力做好供港供应链
各环节的工作，保障香港鲜肉及综合
食品供应稳定。”赵俊说。

在零售端，华润集团旗下华润万
家已成为香港第三大零售连锁企业。
在香港疫情最严重时，供港物资成本
大幅上涨，华润万家旗下超市因率先
承诺不涨价而广受市民赞誉。

“虽然我们在香港的市占率并不
算最高，但相信当时对稳定物价、稳
定人心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华润
万家 （香港） 总经理徐良表示，随着
香港与内地全面恢复通关，物资供应
已完全恢复正常，公司下一步的主要
工作之一是开始组织买手到内地，为
香港消费者挑选更多的优质农产品。

“全球农产品汇聚香港市场，当
中内地产品占二至三成，我们公司旗
下香港门店有九成蔬菜和一半的水果
来自内地。”徐良认为，内地农产品不
仅价格便宜，而且品质越来越好，开始
得到更多香港消费者的认可。他举例，
拿红酒来说，以前香港市场上几乎看
不到内地产的红酒，去年，公司尝试
与宁夏的酒庄在港合作销售红酒，竟
受到不少消费者追捧，市场表现超出
预期。

徐良相信，随着更多内地优质食

品进入香港，会有更多的本地及海外
消费者爱上中国食品、中国味道。

内地与香港恢复全面通关以来，
香港迈向全面复常。客流兴旺，带动
社会零售额增长，一线餐饮从业者陈
丽瑛感受最直接。

作为华润集团旗下太平洋咖啡的
分区经理，陈丽瑛负责 16 家门店的
经营管理。每天早上9点开始，她要
亲自到两三家门店了解经营情况，确
保一周之内把 16 家门店全部走一
遍。“过去几个月，16家门店业绩都
有明显改善。”陈丽瑛介绍，以香港
国际机场的店铺为例，该店关闭了2
年，去年 8 月才重新开业，到今年 1
月营业额已超百万。

“前些年受疫情影响，不少餐饮
从业者转行了，现在大家看到一切恢
复正常，很多人正考虑重新回到这个
行业来。”陈丽瑛说，看到来香港的
旅客越来越多，她对未来非常乐观。

经济复苏之路，信心比黄金更可
贵。在香港尚未完全走出疫情困境
时，作为华润集团旗下以商业地产投
资和运营为主业的子公司，华创建投
已经开始用真金白银表达对香港经济
发展前景的信心。2022年7月，华创
建投首次在香港投资收购社区商场。

“社区商场与民生联系紧密，我
们对社区商场设施的投资改造，不是
看短期经济利益，更多着眼民生需
求，比如增加运动体验区及加设商场
无障碍设施等。”华创建投助理总经
理李卓表示，在公司的定位中，社区
商场不仅是便利居民日常生活的枢
纽，还要通过商业反哺社区，增强社
区凝聚力，带给社区居民美好生活的
体验。

“目前华创建投约 80%业务均位
于繁华的核心商业区，未来我们希望
逐步加大对社区商场的投资，如一些
较为老旧的公共屋邨的商场，相信会
是很好的投资机遇。”李卓介绍，全
港共有超过200多个公共屋邨，绝大
部分屋邨均配有社区商场，但不少社
区商场已年久失修。在政府公共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华创建投主动参与投
资，助力改善民生福祉，既是出于央
企社会责任，也是因为看好香港的发
展前景。

“过去 30 余年香港经济稳定增
长，仅出现过3次负增长，每次都快
速恢复，特别是随着香港国安法的落
地和特区选举制度的完善，我们对香
港中长期发展更加有信心。”李卓说。

（本报香港4月4日电）

专访驻港央企华润集团——

守护香港民生 助力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冯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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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 4日电 （记者
吴雨）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
4 日表示，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
联互通是未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
展的重点工作之一。香港将继续发
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进一步优
化和扩展互联互通机制，助力内地
金融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

余伟文在当日于北京举行的
2023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
金融论坛年会上作上述表示。在他看
来，近年来，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
联互通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这不仅是
香港金融市场发展的动力来源，还为
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更多便利。

据介绍，目前国际投资者的 A
股资产有近七成是通过“股票通”
持有，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有
六成是通过“债券通”进行的。

“内地金融对外开放仍有巨大的
空间。”余伟文认为，目前“债券通”投
资者仍缺乏有效的利率风险管理手
段，投资者普遍希望进入在岸利率互
换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对冲效
率。香港与内地金融监管机构将密
切合作，尽快开通“互换通”北向
交易。同时，希望扩大债券“北向
通”的投资目标，为国际投资者提
供更全面的资产配置选择。

余伟文认为，互联互通大大提
高了国际投资者对内地金融市场的
认受度和参与度，也能够提升人民
币资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从而增
强内地金融市场的活力与国际竞争
力。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
通世界的优势，与内地金融监管部
门和业界加强交流合作，深化内地
金融改革开放，促进金融业在实体
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好作用。

本报珠海4月 4日电 （记者贺
林平） 4 日一早，港珠澳大桥珠海
公路口岸入境大厅人如潮涌，来自
台湾的陈先生携全家 7 人入境珠
海，到广东潮州老家祭拜祖先、走
亲会友。“我们中华儿女不管在哪
里，乡情是分不开、割不断的。”他
难掩激动地说。

连日来，珠海各对港、对澳口
岸迎来众多返乡扫墓祭祖的港澳台
居民和海外华侨华人。据珠海边检
总站统计，清明节前一周，从拱
北、港珠澳大桥、横琴、中山、青

茂、湾仔、九洲等口岸出入境旅客
近 280 万人次，其中，入境港澳台
居民超60万人次。

在连接珠澳的拱北口岸，大多
数旅客均选择了快捷查验通道过
关，很多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用时
不到10秒钟就办完了入境手续。为
确保通关畅通，珠海边检总站提前
加强与港澳出入境管理部门沟通协
作，加开边检查验通道，尽可能缩
短旅客候检时间；同时加强旅客引
导，为老人、儿童以及需要帮助的
人员提供帮助。

珠海各口岸迎港澳台居民返乡祭祖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