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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话合作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
示，今年以来，大陆经济总体回升向好。随着
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台胞台商发展机遇
更加广阔。大家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新发
展格局，必将大有可为，前景可期。

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表示，湖南和台湾两
地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商缘相连。近年来，
以湘台会为桥梁纽带，两地交流越来越频繁、
合作越来越密切、成果越来越丰硕。“希望湘台
两地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向而行、携手并
进，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共同促进高质量发
展，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康庄大道越走越宽广。”

“湖南与台湾历史渊源深厚，随着湖南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台商来湖南奋斗兴业。”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表示，湖南与台湾在
传统制造业、食品业、高新科技产业等诸多领
域都存在共同合作发展空间。他期待以湘台会
为契机，促进两岸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真心
合作，共创繁荣。

此次湘台会期间，两岸嘉宾在不少专业领
域分享心得和感悟。在配套举行的2023海峡两
岸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科技交流会上，两岸
1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节能减碳、绿色环保、可
持续发展等进行了专题研讨，同场还举办了海
峡两岸绿色低碳产业技术联盟筹备委员会启动
仪式；在旅游康养、现代农业和生物医药产业

对接会上，两岸嘉宾就相关主题探索新模式和新
路径，介绍各自的经验和成果，寻找合作契机。

投资热土

“31 年前，旺旺集团在湖南动土兴建在大
陆的第一个工厂。可以说，这里是我们的‘发家
宝地’。”活动现场，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旺
旺集团驻北京首席代表林天良感慨，几十年
来，依托大陆有关部门及湖南省出台的各项惠
台政策，旺旺集团持续发展壮大，“未来还会在
这块宝地继续投资”。

台湾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说，东森集团重
视湖南，不仅因为这里巨大的市场潜力，还因
为这里是他的祖籍地。“未来几年，我们的医美
产业将在湖南开设 5000 家门店，创造 2万个工
作岗位。同时我们也将和更多湖南大专院校
合作，让两岸青年能更好地在这里逐梦、追梦、
圆梦。”

“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台办、国家发改
委、工信部、商务部正式批复同意在湖南设立
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活动中，湖南省台办主
任曾智夫向两岸嘉宾介绍了该合作区的发展情
况。截至 2023 年 8月，湖南海峡两岸产业合作
区共落户台资企业45家；2021年7月至2023年
5月，合作区共计实现生产总值227.4亿元。

长期以来，台资企业成为推动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湖南也成为台资企业在大陆展
业兴业的重要依托。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在

湘台资项目累计3077个、遍布全省14个市州，涵盖
汽车零配件、电子信息、食品医药等30多个领域。

前景可期

“台湾经济科技实力雄厚，高端人力资源丰
富，创新能力突出、管理经验先进，与湖南契
合度高、对接点多。在产业发展上，两地合作
范围广、领域多，尤其在装备制造、信息技
术、文旅、绿色环保等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
在介绍湖南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时，湖南省委
财经办副主任、省发改委党组成员蒋俊表示，
希望广大台胞台企认同湖南、选择湖南、扎根
湖南，在这里共享机遇、共创精彩。

“一直以来，湖南不断打造亲商、富商、安
商环境，大力落实促进湘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的惠台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优秀台资台企关
注湖南、投资湖南，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全
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说，台企联作为全国性台
商组织，将进一步加强与湖南交流合作，引领
更多台商、台企积极参与到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中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作为湖南大型对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活
动，湘台会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举办15届，成
为湖南对台交流的闪亮名片和中部地区独具特
色的两岸交流品牌。本届湘台会共签约项目39
个，总投资额达 145 亿元，覆盖先进装备制
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
业领域。

“在这里共享机遇、共创精彩”
——两岸同胞聚首湘台会共谋新发展

本报记者 柴逸扉

“3、2、1，启动！”在近日于湖南长沙举办的2023湘台经贸交流合作会（以下简称“湘台
会”）上，两岸嘉宾代表用来自宝岛台湾淡水河的希望之水和湖南湘江的期盼之水，共同
浇注象征“两岸一家亲”的融合之花，祝福两岸同胞相向而行、携手并进。

本届湘台会以“把握新机遇 融入新格局”为主题，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湖南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相关活动邀请50多家台湾经贸团体、近400名台湾嘉宾出席。

本报澳门9月25日电（记者富
子梅） 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
门人员培训课程近日在澳门举办。来
自国务院港澳办、广东省司法厅及各
市司法局、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澳
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辖下部门的
41位法律人员参与了培训课程。

为更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规
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广东省司法
厅、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及澳门特
区政府行政法务司于去年举行的粤
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第四次联席会
议上通过了由澳门提出的举办粤港
澳大湾区法律部门人员培训课程的
方案。三方就此达成共识，由澳门

特区政府举办第一届培训课程，广
东省司法厅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律政
司派员来澳参与。

培训课程内容包括澳门基本法
律体制、民商事、刑事、行政、诉讼制
度以及登记和公证法律制度的专题
讲座，诉讼外争议解决机制的法律制
度及实务经验分享。此外，学员实地
参访了澳门特区检察院和登记公证
机关，增进对实务工作的了解。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联
席会议的共识，粤港澳大湾区法律
部门人员培训课程将持续举办，第
二届培训课程由广东省司法厅于明
年主办。

第一届大湾区法律部门人员培训课程举办

新华社香港9月24日电（记者
褚萌萌） 香港机场管理局（机管局）
24日公布，香港国际机场近日于第
30 届世界旅游奖中获选“2023 亚洲
最佳机场”及“2023中国最佳机场”。
这是该机场连续第二年获选“中国
最佳机场”和第三次获选“亚洲最佳
机场”。

机管局同时表示，8 月香港国
际机场航空交通表现持续增长。当
月，客运量约为 400 万人次，按月
上升 5%，较去年同期的低基数高
7.3 倍；日均客运量增至约 13 万人

次，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约66%。
此外，8月香港国际机场的飞机

起 降 量 为 25055 架 次 ，按 月 增 加
4.3% ，按 年 上 升 1.2 倍 ；货 运 量 为
367000吨，按月增加 1.7%，按年上升
8.5%，其中出口货运量较去年同期上
升20.5%。

今年前 8 个月，香港国际机场
客运量为 2440 万人次，较去年同
期的低基数高出 13 倍多；飞机起
降量为167895架次，按年上升97.4%；
货运量逾 270 万吨，按年轻微减
少 2.6%。

香港国际机场获选“2023 亚洲最佳机场”

来甘肃之前，台商钱建华未
曾想到，自己在这里一待就是 20
多年。

1999 年，钱建华随多名台湾企
业家朋友赴甘肃考察，因缘际会来
到武威市古浪县，当时这里还是国
家级贫困县，土地荒漠化问题令人
头疼。钱建华没有“随大流”在繁华
的东南沿海城市发展，而选择相信
沙漠必能变绿洲，在西北种出自己
的“事业之花”。“恰逢国家实施西部
大开发，我想把自己的事业和国家
战略结合起来。”

“跟着国家政策走”，多年来，从
投入乡村振兴到发展循环经济、科
技农业，钱建华将这几个字视作“成
功秘诀”。如今，他是甘肃正文菌业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开展菌
包、食用菌及有机肥的产销业务，公
司在当地投资约 1500 万元，拥有
126个食用菌种植大棚和4座冷库，
每座冷库占地均超过2000平方米。

“我们种菌菇走反季节路线。”
钱建华说，在大陆南方夏天菌菇盛
产旺季、价格较低之际，他就让工
厂休息，等到南方菌菇生产进入尾
声，他再开足马力生产。在种植策

略上，钱建华选择秀珍菇、姬菇、
黄金耳等畅销品种。公司通过协议
供货方式，主要将产品销往香港、
深圳等南方城市。“得益于网络技术
发展，我们也正与电商平台开展合
作，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不断拓
宽销路，在创造效益的同时，也能
带动就业。”他说。

“西北地区昼夜温差大，能为
蔬菜水果种植提供良好条件，适合
发展现代农业。”钱建华介绍，工
厂每年生产食用菌包400万袋，去
年公司全年销售额800万元，有效
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平均每天
50人，最多时超过100人，为他们
带来每月不低于3000元的收入。

回顾公司发展之路，钱建华感
慨：“真心感谢国家的惠台政策，让
我们台商能参与、共享改革开放的
繁荣与发展。”温室大棚由当地政府
出资建设，公司只须定期支付租
金，冬季天寒需要取暖时，公司也
会享受电费补助。在冷库补贴、资
金和劳动力保障等方面，公司也获
得政府有力支持。2021 年出台的

“农林22条措施”，更为台商扎根大
陆带来利好。

古浪，系藏语“古尔浪哇”的简
称，意为“黄羊出没的地方”。此前因
土地荒漠化严重，这里的人已久未
见到黄羊。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的
改善，黄羊的身影重新回到这片土
地。“现在整个古浪的养羊数量在

全省数一数二。”钱建华说，他计划
把羊群粪便处理成有机肥，再次投
入农业生产，发展循环经济。

“古浪县现有台商独资企业 3
家，台商合资企业5家，加上我们以
商招商，今年下半年还将陆续成立
3 家台资企业。”钱建华说，这么一
算，古浪即将成为甘肃继省会兰州
之后台资企业最多的地方。

“来甘肃后，我对这里的感情越
来越深。”钱建华不但自己扎根于
此，还把妻子从台湾接来，去年他们
荣获“五好家庭”，可谓家庭事业双
丰收。“我觉得这就是情怀，机缘巧
合来到这里，逐渐喜欢上甘肃，也在
这里发现商机，人留在这里，心也留
在了这里。”

“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尤其台湾
年轻人多多关注甘肃，关注西北。”
钱建华说，这里天很蓝，地很广，过
来走走看看，或许就能找到适合自
身发展的项目，成就一番事业。

台商钱建华在甘肃从事菌菇业20余年——

“人留在这里，心也留在了这里”
本报记者 张 盼

甘肃台商钱建华在菌菇大棚旁。
受访者供图

连日来，中
国（广东）自由贸
易试验区广州南
沙新区片区庆盛
枢纽区块一派热
火朝天的建设景
象，一幢幢建筑
正拔地而起。该
区块定位为“粤
港枢纽·创新城
区”，将打造为大
湾区重要的科创
枢纽新城、南沙
科学城北组团产
业中心。

吕华当摄
（人民视觉）

近日，第十九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来自两岸的387
家出版机构共展出各类图书 11.5 万册。展会期间除了举办两岸图书看样采
购、两岸新书首发、传统文化体验、图书版权洽谈外，还首次举办了出版人研
学营、荐书达人直播、两岸作家书画联展等4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图为读
者在第十九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上阅读书籍。 曾德猛摄 （新华社发）

④④

本报台北9月25日电（记者吴
亚明）“1993年我32岁，首次来台湾
演出，今年我62岁，有机会再来演出，
让我深感珍惜和荣幸。30年来，国家
京剧院几代人在两岸推广传承京剧，
每一次在台演出都让我刻骨铭心。”
暌违4年再度来台，大陆京剧名家于
魁智25日在台北记者会上动情地说。

今年恰逢国家京剧院来台演出
30周年。由当红老生于魁智和梅派
青衣李胜素领衔，国家京剧院一行
80 人组成的“钻石阵容”近日抵台，
将于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 日在台北上
演“京剧嘉年华”。

此次演出团名家汇集，除两位
领衔名角外，还有文武老生杜喆、
裘派花脸王越、李派老旦郭瑶瑶、
袁派花脸刘魁魁和胡滨、杨派老生马
翔飞、萧派文丑王珏与武旦潘月娇
等。本次共将演出 6 场，流派纷呈，
戏码包括《杨门女将》《六月雪·探监》

《打金砖》《霸王别姬》《锁麟囊》等，其
中《杨门女将》等 4 出戏，30 年前就

曾在台演出。
1993 年，国家京剧院代表团首

次来台演出，由京剧大师袁世海率
领 100 多人连演 16 场。此后 25 年
间，国家京剧院几乎年年都来台演
出。本次演出是疫情后首个来台的
大陆剧团，备受台湾戏迷期待。

在记者会现场，于魁智演唱《上
天台》选段、李胜素献上《霸王别姬》
选段，吕耀瑶、郭瑶瑶、王越等也当
场献唱。

据介绍，此次演出格外注重薪
火相传。《杨门女将》的穆桂英、《打金
砖》的刘秀等重要角色，特别安排“双
演”，让更多青年演员登台亮相。“我
们尽力把青年一辈推到舞台中央，
发挥‘传帮带’作用，就像老一辈当
年对我们一样。”李胜素说。

“30 年来，国家京剧院与台湾
观众朋友的互动交流未曾间断。”于
魁智表示，我们有信心将京剧这项
深受两岸同胞喜爱的文化推广活动
持续下去。

国家京剧院携精彩剧目再赴台北演出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郑欣）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中投
论坛2023暨跨境投资与国际产业合
作大会”近日在港举行。这是“中投
论坛”近3年来首次全面在线下举行，
也是首次在内地以外的城市举办。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活
动现场致辞时说，今年论坛的主题
是“跨境投资引领国际产业合作与可
持续发展”，与香港作为全球投资者
资产配置中心的优势完美契合。香
港拥有开放且高度国际化的市场，
提供全系列的金融产品和符合全球
标准的监管制度，拥有法治、丰富
的人才、先进的基础设施以及信息
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中投公司董事长彭纯在致辞中
表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
中心和贸易中心，正在积极打造国
际创新科技中心，有着优越的营商

环境、成熟的金融市场、健全的服
务体系、丰富的人才资源。这次论
坛选择在香港举办，就是希望大家
在这个中国双向开放的“窗口”，感受
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强劲脉搏，感
受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
步伐。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
说，在贸易与投资市场越来越分
割、壁垒增多的情况下，南方国
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投
融资市场和合作会更具吸引力，值
得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给予更大关
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在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可持续
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投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主权财
富基金之一，“中投论坛”是中国对外
投资与产业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此前已成功举办4届。

“中投论坛”聚焦跨境投资产业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