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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特区政府带领香港走出疫情阴
霾，在艰难的经历中，努力培植信心和希望……
现在，我们已经走在复常的快车道上，全速前
进。”7月1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的庆祝香港特
区成立 26周年酒会上，行政长官李家超的致辞赢
得全场掌声。此时，在会展中心外，街面车水马
龙，景点与商场人头攒动，一片欣欣向荣。

香港新一届特区政府成立一年来，全力推动
经济复苏，凝心聚力谋发展，取得可喜成效。

全力推动经济复苏

日前，香港某信贷资料服务机构发布的二季
度香港消费者脉搏调查报告显示，46%的受访者表
示家庭财政状况比预期好，较今年第一季度上升
20个百分点；62%的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家庭财政
状况感到乐观，较上季度 （34%） 显著提高。另
外，有一半受访者预期未来一年的家庭收入将会
增加，较上季度升16个百分点。

“政府的一系列逆周期措施已发挥了稳住经济
的作用，今年第一季度香港 GDP 同比上升 2.7%，
终止了连续 4个季度的跌势。”香港特区政府财政
司司长陈茂波近日表示，为应对疫情及外围通胀
对香港经济的冲击，新一届特区政府采取了包括
发放消费券、企业税费减免以及延续中小企业百
分百担保贷款计划等措施，有效巩固了经济复苏
的势头。他介绍，零售业大约恢复到 2018 年的
88%，餐饮业大约恢复到2018年的90%，全面通关
后，固定资产投资也有明显回升。

同时，为给香港经济引入更多活水，香港特
区政府主要官员过去一年频繁出访，讲好香港故
事、推介香港机遇，下大力气“抢人才”“抢企
业”。据了解，“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等“抢人
才”系列政策推出 5 个月后，已有近 5 万宗申请
获批，远超特区政府订立的希望每年引进 3.5 万
人的目标；2022 年底成立的“引进重点企业办公
室”已与超过 150 家企业会面，目标是在 2023 年
至2025年间吸引至少1130家企业在港开设或扩展
业务。

“我们已经看见了一部分人才陆陆续续来香
港，后续还会一批一批地来。我们很希望他们把
家眷带过来，在这边和我们共同打拼，发展香港
经济。”陈茂波指出，预计香港经济在2023年能出
现明显反弹，全年实质增长介于3.5%至5.5%，“对
今年香港经济取得较高增长有信心”。

增强发展新动能

产业结构单一，是香港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
患。据统计，2022 年，香港服务业产值占本地生
产总值的93.4%。如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
发展新动能，是近几届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

新一届特区政府成立后，李家超在任内首份
施政报告中提出多项推动创科发展、吸引重点企

业及人才的具体措施；2022年 12月，特区政府发
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为香港未来创科发
展制定清晰路径和系统规划。

“在中央及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过去一年
香港创科发展提速提效，香港科学园的创科氛围
亦十分高昂，创科势头令人振奋。”香港科技园公
司主席查毅超表示，过去一年，有320间新企业进
驻科学园，增长达三成，新落户的企业中约八成
为本地创办的公司，其余两成则来自内地及海
外。目前，已有超过1.9万人在科学园工作，当中
1.3万人为科研人员。

曾在知名科技企业担任高管的香港立法会议
员尚海龙赞许道，新一届特区政府强调以结果为
导向，摒弃了过去单纯依靠市场发展创科的思
路，而是将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
加强顶层设计，“我觉得方向走对了”。

今年2月，新一届特区政府发布任内首份财政
预算案，提出从5个方向发力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
发展，除数字经济、第三代互联网、引进企业、
汇聚人才，还提出将香港加速发展成为国际绿色
科技及金融中心。

“自新冠疫情过后，全球正朝向绿色经济及绿
色社会转型。”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
长许正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作为国际
金融中心，可利用金融创新、调配资本的能力，
为气候变化等全球共同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他举
例道，今年3月底，世界银行首次在香港以巨灾债
券形式发行3.5亿美元 （约27.5亿港元） 的保险相
连证券，将有助于吸引更多发行机构和专业人才
来港。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月19日，随着一声锣响，香港证券交易所正
式在香港证券市场推出“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

式”及“双柜台庄家机制”。香港经济学家、丝路
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评论道，此举既可为港股
市场提供更多元化的资金，又可进一步提升人民
币的国际地位，巩固和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
心的地位。

“疫后香港各项离岸人民币业务指标持续反
弹，更多互联互通政策相继推出，并取得理想效
果。”中银香港人民币业务执行总监杨杰文告诉记
者，作为香港唯一的人民币业务清算行、离岸市
场最主要的人民币业务参与行，中银香港一直站
在市场第一线，见证了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

“最开始我们和境外客户谈人民币业务，对
方只有财务会计部门的人与我们对接，现在他们
前台中台后台各部门都动起来了。”杨杰文说，人
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有序推进的发展过程，相信量
变会逐渐产生质变。香港充分利用加快推进人民
币国际化的有利时机，积极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
业务枢纽，可以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更大
贡献。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的最大优势。
为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2022 年底，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
李家超亲自担任组长。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粤港之间设立了 13个合作专班，深港之间设
立了19个合作专班。

今年以来，粤港澳三地共同发布110项湾区标
准，涵盖食品、粤菜、交通、养老、物流等 25个
领域。“积极制定和推广‘湾区标准’，为港企进
入内地提供了更多便利。”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
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表示，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
不断深化，为港企开拓内地市场，也助力内地企
业从香港走向世界。特区政府将继续推动香港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本报香港7月17日电）

凝心聚力拼经济谋发展

香港在“复常快车道”上全速前进
本报记者 冯学知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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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忍不住眼泪
流出来，分别这四十几年来以为不能再
有你的消息，没想到能在这晚景之年收
到你的来信。”这是一封催人泪下的家
书，来自台湾的一位老父亲，1988 年时
写给身在福建龙岩的儿子赵阿和。这
封家书如今保存在福建省档案馆。

这封家书的捐赠者是赵阿和的养
子兰有文。他介绍说，由于历史原因，
赵阿和在 1949 年后辗转来到福建龙岩
武平县谋生，与在台湾的父亲分开几十
年。1987 年后，两岸恢复民间往来，赵
阿和将浓浓的思念装进信中，循着台湾
家中原址寄去，终于取得联系。

兰有文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赵阿
和在生命垂危之际哽咽地说：“我这一
生最大的缺憾就是不能与台湾家人团
圆。多么希望台湾能够早日回归，两
岸能够早日统一，不要让我的悲剧在
下一代重演。”

纸短情长，一封封家书在两岸历
史 中 记 录 下 骨 肉 亲 情 、 无 尽 思 念 。
2022 年 3 月起，福建省相关部门发布
征集公告，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

“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在这过程中，
一段段饱含深情的两岸故事被更多人
知晓。

得到征集消息的“台湾女婿”林

振华，把珍藏的73封两岸家书捐给福建
省档案馆。这些家书是林振华、陈慧贞
夫妇与台湾亲人十多年的通信记录。

“家中这些信件，每个字都在说
‘两岸一家亲’。”林振华说。陈慧贞的
祖父曾是台湾板桥林家的管家，其祖
辈从福建安溪迁往台湾，到陈慧贞这
一辈已是迁台第六代，又回到了福建。

“了却平生愿，随妻宝岛还。会亲
情脉聚，祭祖血缘绵。阿里名山翠，双
潭秀水妍。遥观云散处，海峡彩虹连。”
林振华 2012 年曾写下这首诗送给台湾
的亲人们。那年他和妻子首次回台湾
探亲，与亲人们欢聚一堂，圆了重逢梦。

福建省档案馆编研开发处副处长吴
永宁说，截至目前，福建省档案馆已征集
到相关档案文献 1588 件，包括书信 301
封、照片768张，以及其他纸质、实物、录
音录像档案等。征集的重点偏向民间交
流往来，内容是否公开尊重个人意愿。

“在这些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到两
岸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往来的历
史。”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秘书长蔡丽
华说，两岸家书承载着两岸同胞血脉
相连的深厚亲情和共同历史记忆。

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江尔
雄说，两岸家书最能勾起同胞间的情
感共鸣。此前，在漳州市南靖县山城
镇雁塔村徐氏村民家中，发现保存有
20 多封百年前与台湾亲人往来书信。
后来，台湾徐氏族亲循信回到雁塔村
认亲，续写了两岸血脉情缘。此类亲
情故事仍在不断上演。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邓倩倩、
郭圻）

明月何曾是两乡——

两岸家书述说血脉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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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迎亚运·携
手向未来”港澳青
年浙江行活动日前
启动，活动由浙江
省委统战部、香港
浙江省同乡会联合
会、澳门苏浙沪同
乡 会 等 共 同 举 办 。
图为在浙江省瑞安
市委统战部的安排
下，港澳青少年走
进 瑞 安 国 旗 教 育
馆，聆听国旗诞生
历程的讲解。

芮 萱摄

“丝路风采 如意甘肃”海峡两岸
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兰州启动

本报兰州7月17日电（记者张盼）“丝路风采 如意甘肃”海
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16日在甘肃兰州启动。

两岸及香港23家媒体的43名记者将赴兰州、武威、金昌、张
掖、酒泉等地展开为期约一周的采访，览陇上壮美河山，赏西部
人文风情，实地感受文化、科技、生态、农业等领域取得的发展
成就。

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致辞时表示，两岸同胞血
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甘肃虽地处西北内陆，与台湾在
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但人缘相亲、文脉相通，保持密切的文化
和经贸交流。希望记者朋友们能将一路所见所闻所感，传递给更
多台湾同胞，让他们能更充分更全面了解和认识甘肃。

采访团团长、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陈斌华表示，此次联合采
访十分难得，可以帮助大家深入了解大陆内陆地区，感受不同于
沿海地区的具体生动的社会经济脉动。甘肃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有许多值得挖掘的故事。希望媒体朋友用心观察，捕
捉甘肃大地新变化，讲好新时代“甘肃故事”。

此次活动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
会组织。参与采访的大陆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中新社、中国日报、中国台湾网、东南卫视等，台湾
媒体包括中国时报、联合报、TVBS、东森新媒体 ETtoday、中国
电视公司、东森电视台等，以及部分台湾青年自媒体人代表。

据介绍，采访团此行将前往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古浪黄花
滩、富民新村、张掖山丹军马场、巴尔斯雪山、丹霞地质公园等
地进行采访，还将走访扎根甘肃发展的台湾青年。活动将持续至7
月24日。

图为两岸记者在兰州牛肉面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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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澳台学生文化交流研学专列从深圳出发
据新华社深圳电（记者王丰） 7月 15日上午 10点，深圳火车

站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来自深圳、香港、澳门、台湾的700多名
学生整齐列队，准备登乘Y16次专列，开启为期12天的研学之旅。

这次行程涉及河南、陕西、四川、贵州等地，沿途将探访当地著
名江山胜景和历史人文景观，并开展国宝研学任务、仪礼中华行汉
服体验、川菜制作、民族大团结联欢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非常期待能把自己学过的文化地理知识在现实中体验一
下。”来自深圳市翠竹外国语实验学校的陈乐瑶说，“这次旅行我
能亲身感受祖国江山之奇、国学之美、人文之富，对我来说将是
一次别开生面的学习之旅和成长之旅！”

“龙腾中华”深港澳台青少年文化交流专列活动在中华全国青
年联合会、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央人
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至今已成功
举办了十一届，共有6000多名深港澳台的青少年直接参与。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是第十二届，活动旨在
增进深港澳台青少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
帮助他们了解国家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中华
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香港特区立法会代表团展开福建考察行程
本报香港7月17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

彦近日率领 33 名立法会议员前往福建，展开为期 5 天的考察行
程，实地考察当地高质量产业发展。

梁君彦在行前会见传媒表示，这是继今年4月全体立法会议员
大湾区之行后，立法会代表团再次到内地考察，充分显示立法会
对推动与内地各个省市交流协作的重视。

梁君彦说，此次考察选择福建意义深远。福建和香港渊源深
厚，香港有超过120万名居民原籍为福建，他们在香港落地生根，
对香港各行各业有重要贡献；另一方面，香港有不少企业家积极
参与福建发展，两地经贸关系密切，香港更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
源地，是福建主要的出口市场，正好反映香港在“一国两制”下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代表团将到访福州和厦门两个城市，参观当地历史文化地
标、金融贸易项目、航运物流及创新科技项目、世界遗产、文化
保育及旅游重点设施，了解当地高质量产业的最新发展，探讨如
何深化港闽在不同领域的合作。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近日举办“夜到海曙”——中国电信王
者荣耀动漫节。70名两岸青年同场竞技，并通过数字大屏进行现
场直播。选手们在切磋技艺的同时也增进了友谊。

图为比赛现场。 忻之承、孙勇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