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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是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我们要坚
定 做 两 岸 关 系 和 平 发 展 的 实 践 者 和 促 进
派”……在近日于北京举办的第六届台胞社团
论坛上，广大台商台青踊跃发言，表达为两岸
融合发展贡献力量、为祖国统一事业添砖加瓦
的心声。

本届论坛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
办，以“服务乡亲，沟通两岸——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共促民族复兴伟业”为主题，数
百位海内外台胞及部分大陆专家学者应邀与会。

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与
中华民族经济的壮大发展息息相关。”定居德国
的世界台商联合总会名誉总会长郑东平表示，
多年来，台资企业在大陆蓬勃发展的情形有目
共睹。台商台企深耕大陆，推动实现了两岸经
济互利共赢。只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经
济紧密合作、优势互补，台商台企才有更广阔
发展前景。

作为大陆台商代表，全国台企联会长李
政宏表示，近年来，大陆出台了一系列惠台
利 民 政 策 措 施 ， 充 分 体 现 “ 以 融 为 先 ” 和

“以民为本”的理念。这份真心实意，台企联
会员和广大台胞点滴在心头。“台商事业在大
陆、家在台湾，心系两岸。我们要坚定做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和促进派！”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不少嘉宾认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很多是新
兴经济体，前景广阔，若台湾把握机遇，台商可享
受更多在当地投资的机会和便利条件，还将收获
更多贸易机遇。许多在海外生活、创业的台胞
在当地积累了丰富资源，能够发挥在地优势，
为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搭建桥梁。

针对前不久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祖籍福建的香港台
商、亚太总裁协会亚洲副会长苏永安表示，示
范区建设对加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期待未来闽台间的区域要素流动更优化更
高效，大家携手扩展市场，形成规模经济。

共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
与会嘉宾围绕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话
题作了交流和探讨。

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戴小华指出，中
华文化不仅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
也是维系海外华侨华人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
台湾同胞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海峡虽在
地理上分隔了两岸同胞，却永远割不断中华文
化基因的传承和血脉。

“两岸文化本就同根同源，两岸文化艺术
工作者们更应携手传承好非遗技艺。”来自台
湾云林的国家一级皮具设计师、亚太体育总会
服饰专委会非遗推广部部长林俊亿在论坛中表
示，他已经连续两年带超过 30 多名台湾青
年，到广东广州永庆坊等地参与非遗体验研学
课程，让台湾青年有机会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并通过年轻人喜欢的社交媒体平台，将他们的
体验感受进行传播，进一步扩大中华非遗文化
的影响力。

“台湾和大陆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元素，如
妈祖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台湾顶级工艺协
会副会长陈金旺说，这些特色文化元素都可以
成为两岸艺术创作赖以立足的基础。在他看
来，大陆拥有一流的美术工艺技术，而观念方
面，两岸可以进行融合和互补。

作为定居大陆的第三代台胞，武汉理工大
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童彦婷对如何从高校

方面助力培养非遗传承特色人才有着自己的思
考。近年来，学校通过与企业、社会机构的协
同，结合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的调
整，为相关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相应的发展路径
和平台。她希望未来继续做好两岸非遗传承人
和非遗爱好者的服务工作，共同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播。

共同参与两岸融合发展

本届论坛是历届台胞社团论坛中台湾青年
占比最高的一届。会议期间，百余名台湾青年
代表就年轻人关心关注的议题分享自身经验，
碰撞智慧火花。

皇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天山说，
青年是民族的最强音，是国家的中坚力量。两
岸青年应当携手同行、融合发展，共同创造新
时代的新愿景，完成新时代的新使命。2016
年，王天山在大陆开始创业，从事中药材种植
和研发生产。2019年，他和几名台青成立孵化
空间，提供一站式创业辅导，帮助更多台青找
到人生的目标。

从事现代渔业的洪小贺来自台湾屏东，于
2012年随父亲到海南创业。他指出，大陆各项
惠台政策措施为台商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海南自贸港也成为他开拓新市场可借助的更大
平台。作为台商二代，他看到了充满机遇的未
来，希望继续为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贡献
自己的力量。

“大陆是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有无限的可
能性。希望更多台青来亲身感受。”在祖籍地江
苏苏州定居的台青陈晓文在沙龙分享中谈到，
自己在苏州找到了适合的职业平台，享受到了同
等待遇，取得了高级技师职称，还和苏州小伙走
进了婚姻的殿堂。她感慨道，每个两岸婚姻家
庭，都在真正地阐述“两岸一家亲”理念。

“大陆是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
——台商台青在第六届台胞社团论坛上踊跃发声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大陆是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
——台商台青在第六届台胞社团论坛上踊跃发声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了从理念
到成就的转变，很多项目开始‘通车’。由此带
来的机遇，让香港未来充满希望。”香港特区政
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办公室专员
何力治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
年。十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共建“一
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成为深
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为协助香港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
来的机遇，特区政府 2016 年设立“一带一路”
办公室，以便有效持续地推进有关工作。过去
十年，虽然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特区政府始
终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相关部门在不同
领域寻求政策、经济、人才、文化等方面的对
接和突破。

在香港开启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深度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成为香港经济腾飞的新
引擎。

何力治认为，在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中，香港在绿色发展方面优势明显。香港有
非常成熟的绿色发展生态圈，有成熟的绿色金

融平台，有国际标准的绿色专业服务，这三方
面的互相联系打造了新的绿色经济，可以在

“一带一路”开展很多项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共建“一带一

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
中提到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合作蓬勃发展。
绿色发展正是香港的优势之一，这里有很大空
间可以发挥香港的作用。”何力治说。

在专业服务方面，香港的金融、法律、会
计、设计、监理等方面优势，最能展现香港所
长。何力治在考察中东和东盟时感到，香港拥
有多元化和全方位的专业服务，深受“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政商界人士的肯定。

“这些认可就是香港的机遇。高质量发展需
要有足够专业的人才和经验，香港的专业服务
标准很高，可以帮助一些项目对接国际标准，
从而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何力治说。

对于香港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拓展
机遇，何力治很有信心。他认为，“一带一路”
建设已进入收获期，在这个阶段香港既要发挥
当地企业“走出去”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
作用，也要深入挖掘“引进来”的潜力。

他解释说，“走出去”指带着香港的金融优
势、技术优势、专业服务优势去全世界寻找商
机；“引进来”则是带着商机、企业回到香港，
促成双向合作。

何力治发现，9 月香港举办第八届“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后，东盟国家的企业代表又
去了深圳、广州等地，考察新能源、生物科
技产业。通过实地体验，他们充分感受到粤
港澳大湾区的魅力，纷纷表示看好粤港澳大
湾区的未来。

“香港就是要用好国际融资平台和专业服务
平台，吸引‘一带一路’的企业或公司将总部
或基地设在香港，将香港作为开拓内地市场的
窗口。这是香港未来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方向。”何力治说。

展望未来，何力治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
用好“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深度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国
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我相信，深度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会为香港带来无限商机，让香港未
来充满希望。”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王茜）

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让香港未来充满希望
——访特区政府“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治

本报成都电（记者汪灵犀） 以
“安逸四川 金秋天府”为主题的
“台湾自媒体人天府游记暨两岸传媒
人航拍创作交流活动”近日在四川
成都启动。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
来自海峡两岸的30多名媒体人及高
校传媒学生走进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多角
度呈现美丽、丰饶、生态川西，展
现川西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建设等
成果。

四川省台办主任罗治平表示，
四川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缤纷万
千的美食、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希
望借助两岸媒体的创作传播，向海
峡两岸同胞传递四川的自然之美、

人文之美，增进大家对四川的认识
和了解，助推四川与台湾经济、文
化、旅游等方面交流合作。

就读于四川大学的台湾学生吴
家文告诉记者，这次活动行程安排
得很丰富，她很期待在这次活动中
创作出好的作品，并与每一位老师
和同学一起度过难忘的时光，建立
深厚的友谊。

本次活动中两岸媒体人沿川西
旅游大环线走进九寨沟、黄河九曲
第一湾、牧民定居点、丹巴美人谷
藏寨、泸定桥、大渡河等参观拍
摄，并开展泸定特色特产网络直播
活动、两岸传媒人航拍创作交流活
动等。

两 岸 传 媒 人 天 府 游 记 走 进 川 西两 岸 传 媒 人 天 府 游 记 走 进 川 西

本报台北10月 16日电 （记者
吴亚明）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敦
煌研究院和沈春池文教基金会联合
举办的“妙音莫高—敦煌乐舞”线
上展览近日启动。

本次展览共规划“诸天伎乐”“无
量乐器”“缤纷俗乐”“卷出雅音”等单
元。以新媒体形式展出丰富的乐舞
图像及文献，并以VR虚拟现实技术
提供莫高窟 220 窟、285 窟以及 321
窟的 360 度观看视野，为台湾民众
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细腻呈现敦煌艺
术之美。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港澳台事务
部副部长于昕说，“敦煌文化艺术展”
自 2016 年在台湾各校巡回展出，得
到青年朋友关注和喜爱。2021年展
览首次以在线形式呈现，打破时空限
制，更便于全景展示敦煌壁画的唯美

精妙。今年，“妙音莫高”继续将高科
技展示应用到传统文物展陈中，同时
在线下举办丰富的活动，希望有助台
湾青少年朋友认识、传承敦煌文化。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介绍
说，这次展览既有佛国净土梵声妙音，
又有世俗散乐奔腾飞舞，还有古代敦
煌地区乐舞流行、传播等各类记载，从
中可以了解中国古代乐舞文化的丰富
性和丝绸之路乐舞交流的历史，加深
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

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秘书长石静
文表示，去年，以建筑为主题的敦
煌展在台湾观众之中大受欢迎。今
年展览重点围绕乐舞，借由图像数
据和文字记载透视当年的音乐舞
蹈，可让观众看到不同面向的敦煌。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2024 年 1 月
15日。

香港特区啬色园黄大仙祠近日举行2023年儿童启蒙开笔礼仪式，约150
名儿童通过敬拜、开笔、点朱砂等仪式学习中国传统读书做人的道理。图
为小朋友展示自己写的“人”字。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1000多名台胞近日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点亮心灯”活动，1000架无
人机在拈花湾小镇夜空中呈现“两岸和合 共生吉祥”和“台海和平 两岸
一家亲”字样，抒发两岸同胞共同心声。

图为两岸嘉宾代表参加点亮心灯仪式。 中新社记者 泱 波摄

本报澳门10月 16日电 （记者
富子梅） 按照沧浪亭的形态和规制
设计建造的苏澳亭15日在澳门大学
举行捐赠揭幕仪式。江苏省副省长
方伟、澳门中联办协调部部长仇
昱、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
局局长龚志明、澳门大学副校长莫
启明共同为苏澳亭揭幕。

苏澳亭以千年古迹、中华名亭
沧浪亭为原型建造。苏澳亭勾檐斗
角的墨色顶盖和方条形灰白石柱，
正好与澳门大学学院建筑群的墨色
屋顶和浅灰墙体相吻合，恰如其分
体现了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大湾
区文化的协调融合，是江苏与澳门
之间深厚情谊的见证，也是苏澳两
地新的情感联结和桥梁纽带。

方伟表示，苏澳亭的落成一定

能让澳门学子和居民更好了解、体
验江苏文化，不断增进两地人文交
流，深化两地互学互鉴。希望两地
以亭为媒，心手相连，叠加优势，
融合发展。在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扩大对外开放中，共同推动苏
澳交流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苏澳亭建造的最初动议，来自
澳门大学的书院活动。”莫启明指
出，在2018年澳门大学举办的系列
书院活动中，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的沧浪亭模型吸引了众多师生
的眼球，启发了澳门大学和苏州相
关部门建造苏澳亭的想法。经过双
方共同努力，苏澳亭终于落成并由
江苏省海外联谊会、苏州海外联谊
会捐赠给澳门大学。

苏 澳 亭 在 澳 门 大 学 揭 幕

两岸联合举办“妙音莫高—敦煌乐舞”线上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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