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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动热络

布丁丝滑软糯、小丸子可口入味，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这些美食的原料竟然是大米。

“大米除了可以蒸成香喷喷的大米饭，还可以
成为各种类型的休闲食品。”在津台会系列活
动之一——台企新品采购洽谈会现场，台青刘
元仕介绍，制作布丁和小丸子的大米产自天津
市宝坻区黄庄镇的小辛码头村，经过加工转化
成了多种休闲产品。活动期间，他的展台引来
众多客商咨询。

本次台企新品采购洽谈会现场设立了美食
盛荟、潮流饮品、预制佳肴、运动康养、台青
逐梦、生态农品六大展区，汇聚南侨集团、大
成集团、旺旺集团、康师傅等台资企业，集中
展示 200 多款各类产品，其中特色新产品近八
成，吸引了超千名京津冀地区大型采购企业代
表前来洽询。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了解洽购会的相关产
品，主办方特地开设了云展厅，让不能到现场
的采购商和消费者也有机会了解相关产品和企
业，方便大家购买心仪的产品。

天津·台博会“嗨购节”、津台青年市集、台
企门店让利活动……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热
络的场面，展现了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活力。
共有 70 余个台资品牌、400 多家台资企业实体
门店参与了本次津台会的各类活动。

自 2008 年以来，津台会已成功举办 13 届，

成为两岸有重要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经贸交流合
作平台。多年来，津台会累计邀请台湾政商界
人士约2600余人次，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合作成果丰硕

不少与会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大陆经济总
体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彰显巨大
发展韧性和潜力。津台会为台湾企业来大陆发
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遇，为促进两岸融合发
展和助推天津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敏实集团北方地区行政总监王凤琴说，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集团很看好天津的营
商环境，现场签约了新能源电池盒项目，计划
在津追加投资10亿元人民币。

前来参会的上海杏一医疗用品贸易有限公
司门市营业经理蔡奇恩表示，公司正积极拓展
京津冀市场。他们将结合大健康主题，期待未
来在大陆达成更多商业合作，向大众推广更多
更轻巧方便的医疗用具。

在台企新品采购洽谈会上，屏荣食品带来
了中秋月饼、冰心糯糍、脆皮泡芙等各类新式
产品，受到客商们的广泛关注。“企业在天津建
厂多年，销售业绩可以说是蒸蒸日上。现在企
业在津已经完成了 3 期建设，产品类型从速冻
米面食品拓展到月饼甜品等。”

“天津是一座多元文化共生、充满生机活力
的现代化城市，吸引了台湾很多大企业、好企业

扎根发展。”中国国民党前代理主席林政则表示，
期待津台会更好发挥平台功能，推动津台交流合
作取得更多成果。希望未来两岸在深化交流中
厚植情谊、交流交心，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对未来充满期待

台企大成集团1993年便来津投资建厂。本
届津台会上，韩家宸表示，数十年来，中国大
陆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天津的发
展更是日新月异。“天津有着众多的优势资源，
特别是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增强了不
少人来津投资的信心。”

天津是台企在中国大陆北方地区投资兴业
的重要聚集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天津累
计设立台资企业2600多家，台商在津投资总额
超过181亿美元。

“天津是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更是青年人
筑梦、逐梦、圆梦的家园。”天津台商协会青年工
委会主委杨爵骏说，青年工委会成立 7 年来，千
余名台湾青年来津就业、创业，他们也成为两
岸融合发展的践行者。本届津台会上，许多台
湾青年积极参与活动，展示了自己的风采。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
示，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倾听两岸
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
民意，用心用情用力为台胞台企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台胞台企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和参与民族复兴的自豪感。

在深化两岸交流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台商台企积极参与第十四届津台会

本报记者 柴逸扉

第十四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
会（以下简称“津台会”）近日在天
津开幕，开幕当天即有 19 个项
目签约，涉及投资额49亿元人民
币。“我对大陆市场非常有信心，
未来将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刚刚
签约新项目的大成集团副董事长
韩家宸说。

本届津台会以“新理念、新格
局、新动力”为主题，设置七大类
共11项活动，吸引了台湾各界人
士约300人相聚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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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港风音乐、标志性的霓虹灯
牌、味道纯正的港式美食……夜幕降临，
人流涌入，深圳盐田沙头角的“小港夜”夜
市“苏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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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
月初开业以来，“小港夜”已引入近40家港风
商户及200多款特色美食、文创商品，累计
吸引消费者超过15万人次。

“我们希望结合深港消费融合发展的主
题，利用沙头角与香港水陆相连优势，打
造消费新场景和创业孵化平台。”“小港夜”
项目创始人之一、香港青年廖家婷说。

“小港夜”只是沙头角深港国际消费合
作区的一角。作为唯一与香港水陆相连的

深圳城区，盐田区 2022 年发布相关实施方
案，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加快打造沙头角深港国际消费合作区。

合作区包含“一核”——沙头角跨境免税
消费核，“四区”——盐田港国际航运枢纽区、
盐田海鲜街渔港风情体验区、东部华侨城生
态休闲度假区和梅沙黄金海岸旅游区。

作为合作区的核心建设区域，“一边是
深圳，一边是香港”的中英街7月中迎来今年
第100万名办证游客。“暑期报团的游客增加
了不少，一天多的话能带四五趟。”港易旅行
社导游孙女士说。

当前，盐田区正促进中英街向高端
化、国际化转型，中英街改造提升工程于
去年9月正式动工，将聚集地道港味、本土
风俗、国际精品，构建中高端免税购物、
港式美食体验、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结
构。改造后，中英街将保留现有“区内购
物、海关监管、自提出关”模式，争取“区内
购物、前置监管，批量验放”模式落地，并全
面升级运营模式。

潮流生活节、促销费购物季、草莓音
乐节……除了美食街市，今年以来，盐田
区不断打造经济新业态、生活消费场景，
推动“跨城消费”多元化、高端化发展。

8月初，2023盐田区跨境美食节在盐港
夜市开启，汇集来自东南亚、欧美等地的

各色美食。今年刚刚毕业的香港青年陈家
聪，带着朋友专程从香港过来体验。“深港
两地交通很便利，在这边创业，还能享受
到店铺装饰、启动资金、品牌推广等方面
的扶持，对我来说吸引力很大，所以我打
算来这里卖特调鸡尾酒。”

深圳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盐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9.59 亿
元，同比增长13.4%。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
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沙头角深港国际
消费合作区用电量同比增长43%，其核心区
域中英街用电量同比增长46%。

盐田区是当前深港旅游消费融合发展
的缩影。今年以来，随着内地与香港“双向
奔赴”人流高涨，“跨城消费”火热，深港旅
游消费融合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深港两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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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推动本地消费提
质升级的同时，也互相为对方“引流”。

今年 5 月，“港·潮流”购物节在深圳举
行，近 80 家香港参展商、超过 130 个香港
品牌参展；7月，汇集 30多项活动的“罗湖
深港文化月”登场；8 月，为期 3 个月的

“2023 深圳购物季”开幕，香港贸易发展局
现场发布“香港美食博览会活动”……

深港旅游消费融合发展在加速，也在
变化。以往港人北上消费，大多以餐饮、
美容美甲等项目为主，今年以来则向更多
生活领域拓展，消费的品类不断增多，消
费场景更为丰富。内地游客赴港购物观光
依然兴趣浓厚，文化属性更集中的体验类
游览成为赴港消费新风向，特别是香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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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内
地游客。

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
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菲认为，深港
两地居民跨境往来恢复至常态，在对方
城市购物消费的需求旺盛，将持续带动
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的融通转化，进
一步拓展深港双向投资和刺激新的消费
热点。

（据新华社深圳8月31日电 记者王丰）

深港旅游消费融合发展提速——

从“小港夜”到中英街

新华社太原8月 30日电 （记者
解园）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
任宋涛 30 日在山西运城会见中国国
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

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两岸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
道路。当前，“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
部势力谋“独”挑衅，损害台湾同胞利
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台湾面临着
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两条道路、
两种前景的抉择。我们将在坚持“九

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上，同中国国民党等岛内各有关政
党、团体、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推动
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共
创民族复兴的绵长福祉。

夏立言表示，当前两岸关系形势
严峻，中国国民党愿在坚持“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既有政治基础上，持
续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会见前，宋涛与夏立言一同参访
了运城关帝庙。

宋涛会见夏立言一行宋涛会见夏立言一行

8月31日，中铁十局承建的莞（东莞）番（番禺）高速上
跨广深铁路主桥完成逆时针 81.1 转体，填补了国内双层
公路钢砼结合桥转体施工跨越运营铁路的空白。

莞番高速公路三期优化设计，大量采用共线双层桥结
构，上层是莞番高速，中层是环莞快速，地面为镇街公

路，全线比单层桥方案减少占地800亩。莞番高速公路全
线建成通车后，将为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条东西向大
通道。

图为莞番高速上跨广深铁路主桥转体完成。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本报澳门8月 31日电 （记者富
子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驻军法》 和中央军委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31
日清晨顺利完成进驻澳门以来第二十

四次建制单位轮换。此次轮换出澳的
官兵圆满完成了驻防澳门的各项任
务，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维护了澳门繁荣稳定，展示
了人民军队威武文明的良好形象。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完成第二十四次建制单位轮换

本报北京8月 31日电 （记者汪
灵犀） 以“携手共建美好乡村”为主题
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旅游观光研讨会
31日在北京举办，来自大陆和台湾的
各界专家学者 200 余人参会。与会嘉
宾围绕“美好乡村建设与旅游可持续
发展”“文化传承赋能与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旅游者新行为与数字文旅创
新”“多样化旅游市场主体的创新发
展”等议题展开探讨，希望共同探索两
岸旅游产业合作、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

高雄餐旅大学校长陈敦基表示，
本次台湾地区共邀集24所大学、5个
团体组织代表参会。乡村文化是台湾
旅游市场的新兴趋势，乡村旅游、农
事体验活动、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都

是值得讨论的议题，期望能与大陆同
行在互相交流中激荡出可持续发展的
乡村经营模式。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计金标
表示，研讨会为两岸学术界和社团界
搭建起交流沟通平台，两岸嘉宾在此
共同探讨两岸旅游观光产业发展的前
沿议题，分享两岸旅游观光业发展的
经验成果，有利于推进两岸旅游观光
产业协同发展。

本届研讨会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北京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厦
门大学、吉首大学和台湾高雄餐旅大
学、中华观光管理学会、暨南国际大学
主办。会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数据
研究院与嘉义大学联合发布了《中国大
陆与台湾民宿业大数据报告（2023）》。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旅游观光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澳门8月 31日电 （记者富
子梅） 广东省人民政府8月31日在澳
门市场成功发行 20 亿元人民币地方
政府债券，这是继 2021 年及 2022 年
后，广东省政府连续第三年在澳门发
行境外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也是首
次在澳门发行绿色地方政府债券。

本次债券包括 2 年期和 3 年期

两个品种，发行金额均为 10 亿元，
发 行 票 面 利 率 分 别 是 2.40% 和
2.55%。投资者类型多元、区域分布
广泛，吸引了包括澳门、香港、内
地以及新加坡等地区的货币当局、
银行、资管、基金等投资者的高度
关注和踊跃认购，全场认购倍数达
2.3 倍。

广东在澳门发行首支地方政府绿色债券

跨铁路双层公路桥完成“转体”

本报香港8月31日电（记者陈然） 香
港艺术发展局30日表示，首届香港演艺博
览将于2024年10月在港举办，旨在搭建演
艺界旗舰平台，鼓励参与者探索、体验、
展示及交流崭新的表演概念和制作理念。

首届香港演艺博览启动记者会当日在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主办方介绍，博

览的两个主要节目——国际精品演出及项
目推介，将自即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底接受
报名，邀请全球艺术人员及团体提交申请。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杨润雄致辞表示，特区政府考虑了当前香
港的表演艺术发展及优势，认为香港已具
备条件举办一个属于香港的演艺博览，目

标是打造一个具有独特优势及吸引力的大
型国际表演艺术博览，并力争发展为一个
成功的品牌。

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霍启刚表示，演
艺博览届时将成为香港各区的盛事，希望
可促进海内外艺术家的交流合作，为这座
城市营造更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氛。

香港演艺博览将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
至 18 日举行，节目及活动包括演博节目、
国际精品演出、项目推介、讲座、展览、
文化体验和交流活动等，鼓励中外艺术家
相识和彼此深入交流。

搭建演艺界旗舰平台

首届香港演艺博览将于明年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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