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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体验自动驾驶

遇到超车情况自动减速绕行，智能避让行人和
阻碍物，上路行驶平稳……在北京经开区的高级别
自动驾驶示范区，两岸媒体记者一同坐上无人驾驶
车辆，感受智能技术在交通场景的运用。聪明的
车、智慧的路、实时的云、可靠的网、精确的图，
五大体系的建设，让自动驾驶变得更有保障。有台
湾媒体记者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体验无人驾驶的
智能车，感觉车况很稳定，希望未来这样的应用场
景可以越来越多。

“悟空悟空！”“您好，请问有什么吩咐？”“可以
做个俯卧撑吗？”“好的，没问题！”……在优必选人
形机器人总部，机器人“悟空”和媒体记者对话
后，给大家展示标准的俯卧撑动作。流畅的沟通和
表演，让两岸媒体记者纷纷鼓掌。随后，记者们还
了解了人形机器人的迭代升级之路，领略智能服务
机器人解决方案的研发、设计、生产和商业化应用
场景。

在京东健康体检中心，京智康智能初筛机器人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2分钟”预检将中医诊疗与 AI
科技完美融合，打造了智慧医疗新场景。同时，京
东健康体检中心体检与就诊一站式便捷服务也赢得
了大家一致赞赏。

了解京台创新合作

在全国首家两岸科技创新中心，两岸媒体记者一
同参观了“科技创新 融合发展”主题展览。展览以

“桥”为链，通过 4个篇章深入阐述了两岸产业合作优
势、基础条件、支持政策，共吸引京台30余家科技企业
参展，产业领域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大
健康、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机器人和装备制
造四大板块，集中展示了两岸科技产业发展动态和企
业创新成果。

两岸科技创新中心于 2023 年 9 月在第 26 届京台
科技论坛开幕式上正式揭牌，落地在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该中心由北京市相关部门和两岸有关协会、企
业共同发起建立，旨在打造面向两岸科技企业的创新
融合发展综合服务平台。目前，中心设有科研协同、成
果展示、技术交流、项目合作、人才交往、企业服务六

大功能平台，突出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科技服务为
核心，推动京台科技合作和两岸优势产业对接。

北京经开区营商合作局负责人表示：“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是‘三城’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高精尖制
造业主阵地，具有完善的配套政策和优质的发展环
境。我们将依托两岸科技创新中心，进一步发挥两岸
科技、人才和产业资源优势，加强政策宣传贯彻，支持
台商台企落区发展。”

感受两岸融合发展

活动中，两岸记者还一同参访了台资企业，并与
部分台商代表交流互动。在台企宝健（中国）有限公司
的展示大厅，记者们看到了琳琅满目的生物科技类产
品，包括保健品、美容护肤用品等。2008年，集产品研
发、生产、配送、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宝健亚太营运总部
在北京经开区落成，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

“一直以来，京台两地在科技创新和人才交流方
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也有着重
要意义。”宝健 （中国） 有限公司董事长、台商李道
认为，大陆市场广阔，产业门类齐全，人才众多，
不少领域的研发技术已处于领先地位。台商台企只
有将自身优势融入大陆的新发展格局，强强联合，
才能实现更大提升。

台湾电电公会大陆副首席代表、英业达北京公
司总经理邱全成对记者说，北京是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北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全国的创新研发水平
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建议台资企业在北京成立研发
中心、建立共同创新实验室，推动相关项目合作，
推动科研发展。”

北京瑞爱鑫生医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台商陈建
勋表示，两岸在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更多的交流，对
台商、对两岸都是好事，非常感谢两岸科技创新中心
为台资企业扎根北京、向上向优发展拓展更多可能。

两岸记者感受京台科创合作成果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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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5月22日电 （曹霜） 为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音乐综艺

《季风音乐会》 5月 18日起播出，旨在
通过音乐的力量，擦亮澳门国际大都
市“金名片”。在节目先导片中，澳门
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说：“澳门
有风，来自这个城市源源不断的年轻
人，是顺应时代的青春之风。”

节目立足澳门的独特地位，弘扬
爱国爱澳核心价值，通过音乐分享和
青年交流的方式，展现了澳门经济社
会的高质量发展。15 名高人气歌手不
仅唱响青春热爱之歌，更与澳门当地
青年代表一起，走进澳门的高楼大厦
和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文
化韵味和国际视野。

通过打造“音乐+青年+文旅”的

多元交互模式，节目邀请来自澳门斜
杠青年合唱团、混龄街舞团、中学合
唱团、女子龙舟队、警察乐队、武术
团等众多不同领域的青年代表，在澳
门黑沙海滩用音乐团建拉开序章，并
共同在南湾湖感受龙舟魅力，在街头
体验涂鸦文化。从澳门美食到人文风
景，众歌手携手澳门各界青年，通过
亲身体验，充分感受这座城市的十足
活力。

节目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澳
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澳门青年发展
服务中心指导，首席合作伙伴新濠
风尚支持，芒果超媒和天娱传媒联
合出品，每周六晚 8 点半在湖南国际
频道播出，每周日中午 12 点在芒果
TV 上线。

音 乐 综 艺《季 风 音 乐 会》播 出
展现澳门都市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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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我们真诚可靠的合作伙伴。”肯尼亚国民议会议长韦坦
古拉日前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肯中
传统友谊深厚，务实合作成果丰硕，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韦坦古拉表示，从历史经纬
和国际法理角度来看，一个中国原则毫无争议。1971年，第2758号
决议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肯尼亚投下赞成票。“这是
一个里程碑。”韦坦古拉说，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强调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肯方的立场始终如一。”

韦坦古拉曾担任肯尼亚外长，其间他深度参与2006年肯中联合
公报的起草工作。在这份公报中，肯方重申，肯尼亚政府反对任何
形式的“台湾独立”，支持中方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2016年
以来已有11个国家同中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没有一个国家可以
阻挡这一趋势。”韦坦古拉说。

“肯方不会忘记，在我们反抗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
中，中国向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韦坦古拉表示，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肯中相互理解和支持。

“在中国需要时，肯尼亚与中国站在一起。在肯尼亚需要时，中国
也坚定支持肯尼亚。”

“中国参与了肯尼亚众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肯尼亚人民对
中国充满敬意。”韦坦古拉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肯尼亚“2030
愿景”深度对接，契合肯尼亚需求，不仅促进了肯尼亚经济社会发展，
也造福了肯尼亚人民。“在肯尼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企业修
建的重要基础设施。从高速公路到乡村公路，从水坝到学校……肯
中合作项目众多，正改变肯尼亚人民的生活。我们将继续加强肯中
合作。”

“中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肯中虽远隔万里，但两国之间的
贸易持续增长。”韦坦古拉告诉记者，中国人口众多，市场空间巨
大，期待未来能有更多鲜花、茶叶、咖啡、水果等肯尼亚农产品出
口中国，也欢迎更多中国游客来肯旅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肯方
期待中方投资能促进制造业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当地民众
福祉。

“中国拥有先进的技术，肯中在清洁能源开发、能源绿色转型等
领域合作潜力巨大。”韦坦古拉说，肯尼亚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中
国企业正助力当地开发地热、光伏、水电等绿色能源，加快绿色转
型进程。

韦坦古拉说，近年来肯中两国人文交流密切，推动两国关系和
友谊不断向前发展。韦坦古拉曾多次访问中国，他表示，非常期待
未来再次访华，今后愿与中方立法机构加强交往，推动肯中关系进
一步发展。

今年，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会议将在中国举办。“这是非洲和
中国之间非常重要的论坛。”韦坦古拉表示，非中可以此为契机向
世界展示非中坚定相互支持、非中关系长足发展和友好合作，同时
对接双方需求与合作重点。 （本报内罗毕5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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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 22日电 （记者张
盼）“爱在这一村”2024 《宝岛一
村》巡演发布会近日在北京天桥艺术
中心举办。“从2008年台北首演到现
在，一转眼就 16 年了。2010 年起，
这部作品在大陆各处巡演，而眷村也
渐渐走入了历史。”台湾著名舞台剧
导演、上剧场艺术总监赖声川说，希
望用戏剧来讲述眷村过往，让更多人
了解这段乡愁故事。

《宝岛一村》 由赖声川和台湾知
名节目制作人王伟忠联合编导。2000
年后，台湾大量的眷村被拆除，为了
保存这段历史，两人决定创作一部关
于眷村、关于父辈后半生和自己前半
生的作品，来记录这段难忘的往事。

眷村指为安置上百万大陆赴台军

人和家眷所建立的聚落。随着时代变
迁，台湾各地数百处眷村逐渐消失，
仅有个别眷村得到保存。赖声川和王
伟忠收集了 20 多个家庭的上百个故
事，最终将剧本浓缩成 3家人的 40多
场戏，成了《宝岛一村》。

在《宝岛一村》中担纲主演的台
湾演员，许多都是“眷村的孩子”。
有台湾主演表示，每次演出就好像

“回家”，舞台上的3小时，对他们而
言如同“时空穿越”，回到与亲人相
伴的旧日时光。本轮演出中，多名
来自上剧场的大陆演员也会参与其
中。《宝岛一村》 巡演将于 7 月从位
于 上 海 的 上 剧 场 出 发 ， 依 次 与 北
京、厦门、佛山等地观众见面，历
时1个多月。

两岸携手讲述乡愁故事

话剧《宝岛一村》将在北京、厦门等地巡演

体验无人驾驶、与智能机器人互动交流、了解生物医药产业最新发展成果……近
日，由国台办新闻局、北京市台办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共同举办的“感受科技
创新 助力融合发展”联合采访活动在京启动。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记者一同走进两岸科
技创新中心、北京经开区科技企业等参观采访，实地感受两岸科技创新合作成果和北京
科技发展动能。

本报台北5月22日电 （记者孙天霖） 5 月 20
日之前，台湾各界曾多次呼吁即将上任的台湾地
区领导人赖清德改弦易辙，放弃“台独”立场，
回应多数台湾民众期待，承认“九二共识”，推动
两岸恢复交流，营造和平氛围。但赖清德当天却
罔顾滔滔民意抛出一篇“台独自白”。对此，岛内
各界和舆论纷纷表达失望和不满，普遍对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前景感到忧虑。

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梓翔表示，赖清德不聆
听民意，摆明要继续走“倚外谋独”的路线，没
有把台湾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放在眼
里，这根本是继续对抗、恶化现状，只会让台海
越来越不安宁。

马英九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直言，赖清
德直接搬出“两国论”，完全不提“两岸人民关系
条例”，是赤裸裸的挑衅，等于往“台独”方向靠
拢，使台海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张麟征受访时表
示，原本赖清德可以利用这次讲话调整其路线，
为当前紧张的台海形势“踩剎车”，但他却“连装
都懒得装”，毫不掩饰自己的“台独”立场，完全
站在两岸和平的对立面，言论更直白、更冲撞。

“大家为什么会关注‘5·20’讲话？就是因为
最近兵凶战危，台湾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
方，大家都会希望这次的讲话能够趋吉避凶。”淡
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在广播节
目中表示，赖清德没有把握如此好的机会，就职
讲话实在令人失望。

台湾工商协进会指出，两岸关系对于台湾稳
定发展至关重要，期盼当局一定要谨慎妥当处理
两岸关系。台湾工业总会表示，“5·20”讲话是贩
卖“两国论”，预期未来两岸关系只会更加紧张。

赖清德在讲话中宣称两岸可重启观光交流、
学位生来台就学，但台湾股市观光产业股却应声
大跌，台湾高校招生负责人也摇头叹息表示，赖
清德“不讲话还比较好”。

“讲得非常不好，非常糟糕，让人失望透
顶！”台湾某高校招生负责人表示，“赖清德讲话
明显背离‘九二共识’，两岸没有对话的基础，又
何谈陆客和陆生来台？听到‘互不隶属’时，就
知道近段时间很难实现陆生来台了。”

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乡林建设集团董
事长赖正镒表示，不少台湾观光业者原本期待赖
清德上任后，台湾观光旅游市场有突破，但听到
其新的两岸论述后，令人担心这种氛围之下，“最
终继续推延，让人期望落空”。

台湾中信金融管理学院两岸学术交流中心主
任徐珮菱受访时表示，两岸同出一源，在经济、
文化、社会与教育之间的和平交流，有助于消弭
歧见与误解。原先期盼赖清德能创造两岸对谈新
契机，却期望破灭。在紧张的氛围下，让两岸青
年交流学习的渠道也大幅缩减，实属可惜。

台湾青年音乐家文教基金会秘书长孙闻诗说，赖清德在“5·20”
讲话中公然违背两岸同属一中，还罔顾大陆方面不断推出惠台政策
的事实，实际上是违背了台湾民众对两岸和平发展的追求，让岛内
各界包括文艺界都对台湾前景相当忧虑。赖清德的一席言论让所有
致力于创造美好的艺术家们，无法在和平稳定的土壤中恣意挥洒创
意，令我们相当遗憾。

台湾 《经济日报》 发表评论指出，赖清德的两岸论述“去中华
民族”“去中华文化”，缓解两岸敌意的契机尽失。两岸关系已谷底
盘旋了 8 年，先前大陆方面接连释出善意，既然赖清德选择擦身而
过，那么台湾人民也必须系好“安全带”，迎接未来4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