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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

“今年重庆的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2023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30145.79 亿 元 ，比 2022 年 增 长
6.1%，这让在渝台商对 2024年有了
更大的期许和展望。”列席重庆市两
会的重庆市台协会长黄光志说，重
庆市2024年将重点抓好的工作中，
包括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接续推进
城市更新项目等。在从事厨卫电器
行业的他看来，这里有不少机遇。

“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各界
人士的共同努力下，2023 年广西
迎难而上，取得令人振奋的成绩。”
参加广西两会的台商黄薇彤说，广
西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 2024 年
要扩大开放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
场经营便利地，这对从事对外贸易
和跨境贸易的她来说无比期待。“我
努力将台湾优质农业技术和食品加
工技术引入广西，并利用自身对东
盟国家产业熟悉的优势，为促进广
西的跨境贸易发展尽一份力。”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在受邀
列席上海两会时表示：“大陆的很

多产业与台湾的相关产业互补性
强，两岸有着天然的合作契合性，
我们要一起努力，积极搭建平台，
帮助广大台商精准对接、把握商
机，在积极参与大陆经济高质量发
展中互利共赢。”

体验全过程人民民主

与往年受邀列席各地两会的台
胞相比，记者发现，今年受邀参会的
台胞中年轻面孔更多。相比他们的
前辈，列席会议的台青们职业更加多
元，有教师、医生，也有不少从事文
创、艺术培训、科技等领域的创业
者。他们受访时表示，参与两会让他
们亲身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大陆
的政治生活中更有参与感。

郑琬铃是浙江湖州师范学院的
一名台籍教师，今年受邀列席浙
江省湖州市的市两会。她告诉记
者，去年秋天，她就参与了当地
组织的台胞走访基层人大代表联
络站、与人大代表面对面交谈等
活动，初步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基层的运行方式。今年列席两
会会议，她能够更近距离、更细

致全面地了解代表委员们如何收
集意见诉求、形成议案提案、参
与议事协商，收获很多。

列席江苏省两会的东吴大学大
陆地区校友会会长林元达表示，作为
列席人员的他在政协会议上能够表
达心声诉求，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
民主实践中发出声音，很有参与感和
主体感。“我发现，政协是一个大团结
大联合的组织，作为政协委员不仅可
以畅所欲言地建言献策，而且党委、
政府对委员在履职过程中提出的意
见建议相当重视，有关部门的办理结
果还要在规定时限内反馈。”林元达
说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感受。

携手促两岸深度融合

“我们台胞列席两会会议，不
应只是自己学习观摩、表达诉求，还
要让更多岛内台湾青年知道现在大
陆的实际发展状况。比如今年四川
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关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点，包括电子信息产业、康
养产业等，对台胞台企来大陆发展
都有指导、参考意义。”列席四川两
会的亚台青（成都）海峡青年创业园

总经理郭弘扬说，未来将继续当好
“引路人”，通过海峡两岸青年就业
创业基地，协助更多有意到大陆发
展的台湾青年，帮助他们扎根四川
就业创业。

“我已经在广西任教多年，看
到同等待遇政策措施在这里一步
步落实落细。希望未来有更多的
台湾教师来到广西发展。”列席广
西两会的广西师范大学台籍教师
王孟筠说，希望桂台今年能多开
展民俗节庆、研学、旅游、体育
赛事等方面的交流，让自己也能
参与其中，将这里的发展情况介
绍给更多的台湾青年。“我希望让
大家知道，广西有桂林山水甲天
下，还是一个有发展潜力、可以
筑梦圆梦的地方。”

在湖北省武汉市的市两会上，
武汉市台协会长萧永瑞说，她建议
未来应大力推动汉台文化交流，让
两岸同胞以各种方式继承和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武汉方面
应多措并举大力吸引台湾年轻人来
汉交流、考察，进一步促进他们在
汉安心求学、就业、创业，推动两
岸融合发展。

台胞台青关注参与大陆地方两会——

“我们对在这里打拼更有信心”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列席政协会议、聆听工作报告、表达
心声诉求……近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从事
文旅、文创工作的90后台湾青年陈筱婷忙
得不亦乐乎。作为列席人员，她深度参与
了日前召开的福建省两会，体验了大陆的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不只是陈筱婷，在近期召开的大陆省
级、市级地方两会上，许多在当地就业创
业的台胞台青受邀参与会议。他们纷纷表
示，大陆各地的发展成果有目共睹，期待
新的一年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携手促进
两岸深度融合，“我们对在这里打拼更有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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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香港年味渐浓。位于
九龙的知名夜市庙街装扮一新，道路
上方是国旗区旗组成的旗海和一排排
红灯笼，路两边的摊档纷纷挂起了红
彤彤的中国结。

2月 4日，正是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的立春时节。午时刚过，庙街已经开
始热闹起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新春庙会
正在举行。为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增强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的文化

认同感与文化自信，营造温馨和谐的节
日氛围，由紫荆文化集团主办、紫荆杂
志社承办的“龙腾香江 缤纷香港”新春
文化活动在庙街中心街区举行，吸引众
多市民和各地游客前来体验。

狮魂抖擞承祥瑞，世代相传舞不
停，以“龙腾香江 缤纷香港”为主题
的艺术文化展演最吸引眼球。香港中
国国术龙狮总会气势磅礴的龙狮表
演，融武术、舞蹈、音乐为一体，展
现出雄健、勇敢和力量，赢得在场观
众阵阵喝彩；现场嘉宾为雄狮点睛，
为新年接财纳福，传递美好祝福。

另一边，多位书法家摆起摊位，
挥毫泼墨，摊位前围满了前来求取福
字和春联的市民和游客。还有爱好书
法的小朋友现场和书法家交流起来，
童言童语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香港市
民赵女士为女儿现场求取了一幅横批
为“学业进步”的春联，她拿到后反复
欣赏，啧啧称赞，并让女儿拿着春联拍
照留念。“好难得在香港遇到有人现场
写春联，有种很特别的仪式感，对女儿
也是很好的激励。”赵女士说。

在民俗品制作和投壶等摊位，参
与者们亲手体验传统游艺，了解中国

古代民间生活的趣味。一枚枚香囊、
一个个泥人及贺年挂饰，年味十足，更
有“财神爷”人偶派发定制“红包袋”及
新春小福袋，大受欢迎。展示飞机榄、
糯米糍、叮叮糖、龙须糖等传统零食的
摊位也吸引了不少人围观，游客们一
边品尝一边称赞制作手艺。现场还有
汉服体验活动，让游客和市民们体验
中国传统服饰的华美与优雅，来一场
文化“穿越”之旅。外国游客纷纷与现
场摆放的“祥龙”和穿汉服的少年们打
卡合影，兴致勃勃地体验各个项目，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着迷。

“今天体验到了香港的春节文化，
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来自内地的游
客陈女士开心地说，当天在庙街品尝
到了传统美食，还亲手制作了专属于
自己的香囊，这次香港之行太值了！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香港特区政
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紫荆文化集团负
责人及区议员、文化团体、商会等各界
代表出席了活动。活动当天，主办方与
一众嘉宾还携带新春福袋，看望附近的
小商贩以及油尖旺区的基层家庭和孤
寡老人，为他们送上诚挚的新年问候与
祝福。 （本报香港2月5日电）

庙 街 迎 新 春 ，香 港 年 味 浓
——“龙腾香江 缤纷香港”紫荆新春文化活动在港举行

本报记者 冯学知 文/图

庙 街 迎 新 春 ，香 港 年 味 浓
——“龙腾香江 缤纷香港”紫荆新春文化活动在港举行

本报记者 冯学知 文/图

本报北京2月 5日电 （记者任
成琦） 1月30日至2月4日，台湾区
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诗
钦率团到北京参访交流。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
任宋涛 2 月 1 日上午会见该团时表
示，大陆经济长期向好趋势稳固，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结构进一步
优化，质量进一步提升，将为台商
台企扎根大陆发展提供更广阔舞
台。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台工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继续采取措施帮助台商台企融
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他强调，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
不要衰退、要团聚不要分离、要合
作不要对抗是岛内主流民意。无论
台海形势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两
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阻
止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共同愿
望，更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
势。只要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台湾任何政党、任何团体同我们交
流协商都不存在问题。希望广大台
胞台商为反对“台独”、维护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更大贡献。

李诗钦表示，台湾业界对继续
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有深切期盼，支
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台商台企在大陆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能缺席，
理应通过加强两岸重点产业企业对
接，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落实更多
融合发展成果，造福两岸民生福祉。

在京期间，电电公会交流团拜
访了有关部委，与两岸企业家峰会
大 陆 方 面 有 关 产 业 合 作 推 进 小
组、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等围绕
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深化新能源
汽车领域两岸合作等议题举行座
谈；参访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就
推进两岸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化
京台产业合作与相关产业园区和企
业探讨交流；参观了北京城市副
中 心 三 大 文 化 建 筑 ， 实 地 感 受

“书香京城”“博物馆之城”“演艺
之都”的魅力。

电电公会是台湾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工商团体之一，长期积极参与
两岸产业交流合作。其会员企业涵
盖计算机、通信器材、半导体等领
域，在台湾工业总产值及出口总值
构成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 施行半
年之后，《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 也于
2024年1月1日开始施行，标志着广州佛山首个协
同立法项目正式完成，开启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
通协同立法之先河。

区域协同立法是适应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而产生的一种新立法形式，由相邻相近的两个以
上平行立法主体共同确定立法项目，构建相对统
一的制度规范与法治环境，助推区域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2023 年 3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表决通过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明确赋予“区
域协同立法”的法律地位和效力。广州市与佛山
市地理相邻、往来密切，同城化发展趋势明显，
协同立法条件比较成熟。

2009 年，广州与佛山签订同城化建设合作协
议。2021 年 4 月，广州和佛山两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在广东省率先签订 《关于加强两市协同立法
的合作协议》，内容包括立法协同项目的立项、调
研、修改、审议、实施、解释、清理等全过程。
双方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参与对方立法活动、信
息通报、走访学习等方式，密切沟通，破解难
题，信息共享，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共同打
造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高地。

相连相通的轨道交通成为广佛同城化发展的
先导，也奠定了广佛轨道交通协同立法的现实基
础。自 2010 年 11 月全国第一条跨市域地铁——
广佛地铁开通至今，广佛已有 3 条地铁相连相
通，基本覆盖两市交界地带，日均交通出行量近
200 万人次，其中每天往返广佛之间通勤达 75 万
人次，带动跨市地铁沿线商圈崛起。轨道交通成
为广佛率先开展协同立法的重点。为此，两市建
立协同立法工作机制，研究轨道交通管理模式、
行政处罚、管护标准、应急机制等协同一致。经
过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佛山市城市轨
道交通管理条例》 与 《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
条例》相继于2023年7月1日与2024年1月1日起
施行。

“广佛轨道交通协同立法，突出强调轨道交通
建设规范化、管控执行力与运营安全性，打破了地域、行政、法律、市场
等壁垒，让跨市轨道交通从‘分段而治’变为‘有机整合’，为两市轨道交
通事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也为广佛在其他领域协同立法探路。”佛山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胡钛说，佛山地铁2号线一期与广州地铁7号线西延顺德段近
日陆续开通，广佛地铁衔接从单线联系变为多线互通，朝着“一张网、一
票通、一座城”目标迈进，不断满足市民对美好出行的需求，为广佛全域
同城化纵深推进“赋能”。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枢纽和节点城市，广佛两市地铁总运营里程已超
过700公里，两市协同立法对建设“轨道上的大湾区”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202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 提
出，优化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轨道
上的大湾区”。广佛两市正以轨道交通协同立法为新起点，对标全球先进城
市，全面规划18条地铁衔接通道，“互联成网、全面融合”，增强区域一体
化创新合力与竞争实力，当好大湾区轨道交通协同立法的先锋。

“大湾区迫切需要创新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法律衔接，确保发
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建设
宜居宜业宜发展的优质生活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余建红说，广东正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密集开展协同立法
专题调研，统筹利用各层级立法资源，继续推动重点领域协同立法，发挥
立法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共建共享、合作共赢，推动大湾区“软硬联通”、高质量协调发展。多位书法家为香港市民和各地游客现场题写福字和春联。

台湾电电公会组团来京参访
表达对加强两岸合作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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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中 通 道 是 国
家高速公路网G2518
跨珠江口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在建中开
高速对接，建成后将
有力促进粤港澳大
湾区互联互通。图
为近日拍摄的深中
通道建设现场。

陈志强摄
（人民视觉）

闽台年货节近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榕台融合社区举办，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来采购台湾商品。近年来，仓山区积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精准
施策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台商台企在榕健康发展。图为市民在年货节现场
洽询台湾商品。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