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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两岸血脉亲情

近年来，两岸体育界协同配合，创新开展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内容涵盖竞技体
育、体育产业、运动科学、青少年体育等诸多
领域，推动两岸体育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刚刚结束的成都大运会上，中国台北队共
派出 210 名选手，参加田径、竞技体操、羽毛
球、柔道、跆拳道等16种运动竞赛项目。在暖
场环节和比赛结束后，赛场上经常会响起 《阿
里山的姑娘》《我的未来不是梦》《相亲相爱一
家人》等两岸同胞耳熟能详的歌曲。

武术运动员孙家闳为中国台北队摘得本届
大运会首枚金牌。在太极拳比赛时，他选择的
配乐为《我爱你，中国》。孙家闳小时候因迷上
武打明星李连杰，三四岁便开始习武，中学毕
业后前往大陆拜师学艺，一直到返台读大学
前，几乎跑遍大陆各省学习武术技巧。两岸网
友纷纷称赞，孙家闳的习武经历和赛场表现，
充分彰显了“两岸一家亲”。

现场观众为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一起喝
彩，有人用四川方言高呼“雄起”，令中国台北
队队员感受到“超燃主场”的氛围。“观众的鼓
励让我们很振奋，谢谢你们为我们加油！”中国
台北女篮队员徐玉莲在谈到观众的热情支持
时，感动地流下眼泪。

今年 7 月，应马英九文教基金会邀请，大
陆高校师生团一行37人走进台湾参访交流。在
台湾政治大学体育馆，大陆学生团团长、乒乓
球奥运冠军丁宁与政大乒乓球校队选手切磋球
技，悉心指点接发球技巧。台湾球迷闻讯而
至，一睹奥运冠军风采，还带来球拍请丁宁签
名留念。政大选手张奂奇说，有机会和奥运冠
军切磋，还获得指点，非常荣幸。“体育交流无
关水平而在于参与，欢迎台湾选手到大陆交流
磨砺球技。”丁宁也向台湾球友发出邀请。

共同提高竞技水平

台湾《旺报》社评指出，体育在两岸交流中扮
演重要角色。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男子 60 公斤
级举重颁奖典礼上，两岸举重选手在领奖台上互
相握手祝贺，一时间传为美谈。1990年北京亚运
会开幕式上，中华台北队一入场就赢得了全场欢
呼，从此两岸体育交流之门越开越大。从相互隔
绝到开始接触、逐步了解，再从日趋热络的互访
比赛、双向交流到向规范化、机制化发展，数十年
来两岸体育交流，见证了两岸关系不断前行。

应中国台北奥委会邀请，大陆金牌教练访
问团日前赴台参加两岸精英教练研讨会，并前
往台湾运动队、基层训练单位交流指导。这是
3 年多来中国奥委会首个赴台交流团组，也是
两岸奥委会本年度重要交流活动。

访问团教练来自羽毛球、乒乓球、体操、
举重、击剑等大陆优势项目。团长夏煊泽说，
希望通过本次交流活动，两岸体育界能够相互
启发借鉴，深化了解，增进友谊，为推动两岸
共同提高竞技水平，深化两岸体育交流合作，
巩固维护两岸体育交流良好局面发挥积极作用。

“1989 年台湾开始正式派体育队赴大陆访
问 ， 30 多 年 来 两 岸 体 育 交 流 往 来 不 断 。”
中国台北奥委会副主席蔡赐爵说，感谢此次大
陆派出金牌教练来台交流并倾囊相授，希望以
此为契机，助力两岸体育事业发展。

今年 4 月，应中国奥委会邀请，中国台北
奥委会主席林鸿道率参访团一行13人来北京参
加第 24 届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座谈会。林鸿道
说，体育是两岸交流合作的先行领域之一，得
到两岸广大民众关心支持。参访团此次来大陆
与同行交流，反映了大家对两岸体育交流尽快
恢复正常化的期待。两岸体育界均坚持“奥运
模式”，应携手共进，让体育继续为增进两岸人
民福祉、助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携手合作传递薪火

多年来，两岸体育界精诚合作，人才培育
薪火不息。大陆在一些传统优势项目上，为台
湾选手提供训练场地和设施。在台湾普及度较
高的棒垒球运动，不少教练员也选择前往大陆
执教。2019 年，大陆出台惠台“26 条措施”，
其中提到：欢迎台湾运动员来大陆参加全国性
体育比赛和职业联赛，积极为台湾运动员、教
练员、专业人员来大陆考察、训练、参赛、工
作、交流等提供便利条件。

国家体育总局也会同有关部门为台湾体育
界人士在大陆工作、学习和交流逐步提供同等
待遇和便利条件。2021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
有关通知，正式将优秀台湾运动员纳入运动员
发展和保障体系。李宣泽等 5 名台湾运动员获
颁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涵盖棒球、篮球、游
泳、水球等项目。陈盈骏等台湾篮球运动员在
CBA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赛场表现优
异，成为鼓励台湾青年投身大陆体育事业、推
动两岸体育融合发展的良好示范。

“希望未来能充分发挥自身体育运动专业优
势，举办更多两岸青年活动，邀请更多台湾青
年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像我一样在福州追
梦筑梦。”近日举办的“两岸同心 筑梦高新”
两岸青年手球交流赛上，活动发起人、福建师
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台籍教师张钊瑞说。

“能够与来自宝岛台湾的传统篮球强校切磋
交流，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暑期举办的“跃动
京台 青出于篮”京台青年篮球友谊赛上，北控
青 年 篮 球 队 队 长 詹 理 为 说 ， 台 湾 篮 球 队 员

“小、快、灵”的打法，在传切配合以及快攻等
方面的优势，都很值得自己学习。“非常欢迎想
要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希望以后能够有更
多的机会参与这样的交流比赛，以球会友，互
相沟通，促进彼此成长与进步。”

同心同行，两岸体育交流步履不停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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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球、接球、击球……两岸青年在绿茵场
上挥舞球棒，台湾棒球教练邵振宏在一旁细心
指导。“两岸同心迎亚运 携手奋进向未来”两
岸青年联谊活动近日在浙江绍兴棒（垒）球体
育文化中心举行，来自绍兴和台湾的80名青
年以球会友、畅快交流。

这里是9月将在杭州开幕的第19届亚运
会棒垒球项目赛场。正是应台湾体育界所请，
大陆有关方面成功协调将棒球纳入本届亚运会
正式比赛项目。两岸青年以棒球为媒介开展互
动，培养团结协作的运动精神，可谓两岸体育
交流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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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深圳电（记者王丰） 夜
间经济火热升级、多元消费不断衍
生、购物节日频频登场……自今年 2
月内地与香港全面恢复通关以来，

“双向奔赴”人流持续高涨，粤港澳
大湾区“跨城消费”火热，整体消费
在持续扩容的同时，不断提质升级。

夜幕降临，伴随着熟悉的粤语歌
曲，深圳盐田沙头角的“小港夜”夜
市人流涌入。成排的小摊冒着热气，
各式美食诱惑着人们的味蕾。

今年4月，一群香港95后创业青
年来到沙头角，打造了这个双创夜市
街区，引进近 40 家港风商户。“自 7
月初开业以来，消费者累计已超过
15 万人次，过来消费的香港人很
多。”“小港夜”投资运营方总经理王
妍说。

“小港夜”只是深圳夜间经济的

一角。随着北上消费人群的涌入，从
盐田的“小港夜”，到罗湖的东门、
人民南，福田的皇庭广场，南山的欢
乐谷、世界之窗……夏夜的深圳街头
人头攒动，街角食肆灯火通明。

“我下午 5 点下班从金钟站坐地
铁，6点多到罗湖口岸，地铁直达东
门老街，做完美甲再吃一顿烧烤，当
晚 住 在 深 圳 或 者 返 回 香 港 都 很 方
便。”香港市民曾女士说，她基本上
每个月都会来深圳消费。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数据显示，
今年1至7月深圳商圈夜间（19时至22
时）用电量 1.2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35%。香港入境处最新统计，仅今年
7月有超过468万人次香港居民北上，
估算消费金额可达到40亿港元。

当前，“港车北上”、“澳车北
上”、深港公交地铁扫码互通、Ali-

payHK （支付宝香港） 落地等各种软
硬件的联通，为内地与港澳居民“双
向奔赴”提供了便利，也推动着跨城
消费多元化、高端化发展。

以往港人北上消费，大多以餐饮、
美容美甲等项目为主，今年以来则向
修车、看牙医等更多生活领域拓展。

在福田口岸附近的一家口腔医
院，周末预约已经全部排满，香港客
人人均消费超过 3000 港元。8 月 11
日发布的 《2023 中国精致餐饮行业
洞察·深港区域版》 显示，今年上半
年，线上浏览深圳黑珍珠餐厅的香港
用户数同比激增636%。

内地游客到香港过去更多侧重于
购物、饮食等传统领域，现在选择深
度游的游客越来越多。

比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
港书展等与香港历史文化元素相结合

的场所和活动，吸引了不少内地游
客。“深圳市民到香港消费的热度高
居不下。香港书展有将近100万人次
入场，不少是深圳的朋友。”香港贸
易发展局深圳代表曾沂靖说。

消费的火热，离不开政府的积极
促推。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各级政府
多次发布促消费政策、惠民补贴，并联
合打造消费季活动、“一程多站”跨境
旅游计划等，在推动本地消费提质升
级的同时，也互相为对方“引流”。

8 月 10 日晚，为期 3 个月的“2023
深圳购物季”开幕，聚焦电子消费、文
体消费、深港消费、夜间经济、电商直
播、汽车消费等 12 大消费热点，线上
线下举办超 680 场活动，为消费者打
造丰富多彩的消费嘉年华。

在开幕式现场，香港贸易发展局
发布了“香港美食博览会活动”，欢
迎深圳市民前往香港，一站吃遍亚洲
及欧美的美食佳肴。“粤港澳大湾区
是连在一起的，相信我们联手努力，
会 把 消 费 市 场 的 蛋 糕 做 得 更 大 更
强。”曾沂靖说。

（参与采写：舒希媛）

“双向奔赴”带动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提质升级

连日来，位于广
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的
南中高速项目建设现
场一派繁忙。南中高
速项目是粤港澳大湾
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主线起点接南
沙港快速路，终点接
中江高速，项目支线
与深中通道相接，建
成后将进一步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互联互
通。图为南中高速建
设现场。

陈志强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8月20日电（记者任
成琦） 中央台办负责人19日发表谈
话，就赖清德“过境”窜美表明严
正立场。全文如下：

近日，赖清德以参加巴拉圭总统
就职仪式为由“过境”窜访美国。赖接
受美国彭博社专访，公然散布“台独”
言论，在巴拉圭期间与美国高官公开
见面。赖恬不知耻“倚美谋独”。这是
民进党当局加紧与美勾连的又一挑
衅行径，我们予以强烈谴责。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
立场，始终“倚美谋独”挑衅，甘
当美西方反华势力遏华棋子，出卖
民族利益。赖清德向来顽固坚持

“台独”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
发展、要交流、要合作主流民意，
频频抛出“台独”分裂谬论，制造

两岸对立对抗，鼓噪加紧备战。此
次更是打着“过境”的幌子，窜美
卖台，骗取选票。其所作所为充分证
明，其人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工作
者”、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只会
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给广大
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
空间，但决不为各种形式的“台
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余地，将采
取坚决措施惩戒“台独”分裂势力
及其行径，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我们正告美方，切实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中
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中央台办负责人发表谈话
就赖清德“过境”窜美表明严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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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0日电（记者金
晨） 新党8月19日举行30周年党庆
活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19 日答
记者问表示，祝贺新党30周年党庆。
新党成立 30 年来，旗帜鲜明主张两
岸和平统一，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为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

朱凤莲说，当前台海形势复杂
严峻，台湾正面临和平与战争、繁
荣与衰退两条道路、两种前景的关
键抉择。希望新党继续秉持民族大
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
两岸交流合作，团结广大台湾同
胞，共促祖国和平统一，共创民族
绵长福祉，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国台办：

祝 贺 新 党 30 周 年 党 庆

本报杭州8月20日电（记者张
盼）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浙江省
作家协会、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承办的“2023 年两岸文学交流
会”20日在浙江杭州开幕。台湾作
家 24 人、大陆作家 22 人共同参会，
围绕“面向未来的两岸文学交流与
创作”主题展开交流。

中国作协港澳台办主任张洪斌
说，参会嘉宾是两岸文学创作、出
版、研究、评论领域的中坚力量，希望
他们在久别重逢、畅叙友谊的同时，
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和充满召唤的
新时代，能分享各自对两岸文学交流
与合作的宝贵建议和思考。期待两岸
文学界不断深入交流，共同传承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携手让文学在新时
代焕发崭新光彩。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叶彤说，浙
江是文学富饶之地，悠久深厚、意
蕴丰富的浙江文化孕育了独具魅

力、群星璀璨的浙江文学地图。两
岸文学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两岸
文学的发展始终得益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滋养哺育，我们的文学创
作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家
园。期待各位作家朋友以本次交流
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岸文化文学
分享与交流合作。

台湾知名作家杨渡说，我们这
一次的聚会，不仅是疫情 3 年后的
首度重聚，更难得有这么多重要的
作家，来这里聚首。相信通过两岸
作家的文字，一定可以让两岸的人
心更好地互相理解。

“我对台湾文学的了解从陈映
真、余光中、白先勇、林清玄、蒋
勋等老一代作家开始。”茅盾文学奖
得主、大陆知名作家王旭烽说，这
次活动中的台湾作家让她有新的触
动。期待更多地读到台湾作家的作
品，与他们更深入地交流。

两岸文学交流会杭州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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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8月20日电（记者吴
亚明） 台湾的“主计总处”18日发布
最新经济增长率预测，将今年台湾经
济增长率预测大幅下修至 1.61%，较
5月预测数减少 0.43个百分点，不仅

“保 2”落空，也创下民进党上台近 8
年以来新低。

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台湾经
济增速为-0.98%，其中第一季度同

比下降 3.31%，第二季度同比增长
1.36%；预计第三和第四季度台湾经
济增长率分别为2.54%和5.59%。

台“主计总处”称，由于全球需求
持续疲弱，拖累岛内出口和民间投
资，因而大幅下修全年经济增长率至
1.61%；明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贸易
量扩增，将拉抬台湾出口及投资动
能，预估2024年经济增长率为3.32%。

台下修全年经济增长率预测至1.61%
创近8年来新低

近日，由河北省台办等主办的冀台传统武术交流系列活动暨第五届冀
台太极拳交流会在石家庄市冀台联文化产业园启幕。冀台两地共200余名武
术爱好者参加展示展演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张晓峰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