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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船出海

为期5天的活动中，桂港、桂澳
分别签约了一批协议和项目，取得
一系列丰硕成果。其中，桂港共签
署 38 个协议和项目，涉及金融、城
市建设、文化旅游、交通运输、贸易
等领域，合同总投资额约 484 亿
元。桂澳签署合作协议 7 个，涉及
经贸、教育、卫生、环保、文化旅游等
领域。

港澳与广西地缘相近、人文相
亲、文化相融，港澳各界纷纷看好桂
港澳合作前景，希望与广西共同拓
展东盟、RCEP 和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市场，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重要战略腹地建设，更好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

“香港是广西最大的外资来
源地。香港企业家及专业人士一
直善用香港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
和海内外网络，在广西投资兴业，
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香港特区
行 政 长 官 李 家 超 在 推 介 会 上 表
示，期待香港善用物流、港口管理
经验、高端服务业以及法律、融资
等高增值配套服务，为西部陆海
新通道沿线企业提供全面支持，

“有信心桂港两地并船出海，进一
步深化合作，共同创造更多经济
发展机遇。”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表
示，近年来澳门与广西合作不断深
化扩展，成效显著。此次签署 7 个
合作协议，为两地合作持续发展注
入新动力。澳门积极配合广西全面

对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
持广西建设成为连接港澳和东盟产
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资金链的粤
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

优势互补

广西具有“背靠大西南，毗邻
粤港澳，通衢东南亚”的独特区位
优势，近年来与东盟各领域合作
不断深化，而这也为港澳企业开
拓东盟市场提供了对接平台和难
得机遇。

香港广西社团总会会长文颖怡
认为，香港的资金、技术、人才、市
场、管理等优势，与广西的区位、资
源、生态、环境等优势结合，有助于
推动两地在不同领域开展深层次
合作，携手开拓东盟等国际市场。

“香港企业可利用 RCEP 区域原产
地累积规则和广西连接东盟最短、
最便利产业配套距离的优势，在广
西设厂建基地，就近拓展东盟市
场，充分享受 RCEP 释放的红利。”
文颖怡说。

本次活动中，香港理文造纸有
限公司与贵港市政府签订了100亿
元浆纸全产业链投资项目。“广西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林业资源丰富，对
接东盟市场优势明显，我们对投资
广西很有信心。”该公司董事局主席
李文俊表示，项目预计 2 年左右可
投产，产能达100万吨。

广西是中国重要的中药材生
产基地，而澳门特区政府正大力发
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两地在中医
药领域合作潜力巨大。此次活动

中，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
与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广西中医
药大学与澳门大学等签署了中医
药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桂澳两地
互补优势明显，合作前景广阔。我
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促进双方
中医药人才联合培养、医疗机构相
互学习以及科研项目交流合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局
长黎甲文说。

人文互通

广西素有港澳“水源地”“菜篮
子”“后花园”之称，桂港澳情谊深
厚。“我是广西风景的粉丝，广西正
成为香港人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我
们同饮一江水，澳门居民饮水思源，
感谢广西”……此次活动中，常听到
港澳同胞这样的深情话语。期间，
桂港澳拓展了生态环保、生活服务、
青少年、文旅、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促进彼此交心交融。

在文旅领域，广西与港澳交流
由来已久，日益密切。桂港、桂澳互

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
地，今年一季度广西接待香港入境
过夜游客 6.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871.27%。广西还连续 3年主办“广
西三月三”走进港澳系列活动，向港
澳同胞介绍广西的秀美山水和民俗
风情。“系列活动让澳门师生感受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加
深对国情的认识。”澳门教育及青年
发展局副局长黄嘉祺表示，将持续
加强与广西的交流合作，共同探索
通过文旅交流来创造更多两地的游
学机会，增进青年间的相互了解，实
现互利共赢。

活动中，桂港签署旅游合作协
议书，双方将从推动旅游产品合作、
加强旅游宣传促销、优化信息互通
机制、加强旅游监管合作、联合推动
人才培训等方面开展合作。香港中
国旅游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林心
廉表示，希望能够整合协会 430 多
家旅行社资源，增进桂港两地旅游
企业了解和共识，实现资源共享、旅
游优势互补，实现市场开拓的双赢
格局。

跨越山海，桂港澳合作更上层楼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邓倩倩）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期间，首届两岸中
小企业暨两岸征信论坛 6 月 15 日至
17日在泉州台商投资区举办。来自
海峡两岸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征
信机构代表等200余人汇聚一堂，帮
助彼此了解两岸市场的发展趋势和
变化，增进互信、共谋发展。

“我们有着共同的美好愿景，两
岸经济合作符合市场规律，利在两
岸，福泽同胞。”台湾中华民族发展基
金会董事长、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林
中森认为，两岸经济发展互补性强、
融合度高，中小企业合作市场广阔、
前景光明。

启动仪式上，“台胞台企登陆第
一数据港”线上服务平台正式推广，
借助“互联网+信用信息授权”方面
的独特优势，以数据赋能台胞台企在
大陆的投资创业和工作生活。其中，
首创的“台湾地区手机号码签约手机
银行功能”，进一步提升台胞往来大

陆支付的便利性。目前该平台注册
台胞14533人、台企590家，访问量达
267655人次。

同时，跨境征信服务平台“海丝
征信链”正式发布，引入境外征信数
据。台湾中华征信所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郭晓薇表示，通过两岸在
征信领域的合作，有助于更好地评估
和管理跨境发展的信用风险，不仅能
够促进两岸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还
能为两岸企业家提供更多的商机，助
力金融机构发展境外业务。

现场，两岸中小企业、社会团体
组织共同签署《海峡两岸中小企业共
同参与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备忘录》，将围绕共同投身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共同参与海峡两岸中小
企业合作区创建、共同深化两岸产业
合作、共同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
四个方面，建立沟通交流机制，定期
开展联络，商讨两岸中小企业交流合
作事宜。

两岸中小企业共同推动征信领域合作

“共襄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共享战略腹地建设机遇——2024广西澳门
行”推介会上，工作人员向与会嘉宾介绍广西特色文创产品。

中新社记者 陈子彦摄

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邓倩倩、付敏、尚
昊）“在我之前有很多台青在两岸交流领域发光发
热，如今这个接力棒交到了我的手中。”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法学院的台湾教师赖彦君近日在第二十二
届海峡青年论坛上动情地说，这场接力跑，两岸青
年从未停下脚步。

海峡青年论坛是海峡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台
湾青年们如约来赴这一年一度的盛会，畅叙各自的
奋斗感怀，在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集”里留下动人
篇章。

赖彦君是个台北女孩，从求学武汉大学，取得
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到通过湖北“千岗迎台
青”专场招聘会入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武汉生
活 15年的她“越来越明晰肩头的责任”。她选择投
身公益，为在大陆台胞提供法律咨询、公益普法等
服务。

论坛上，赖彦君以“过来人”身份，分享自己的
求学、就业经验。“多向台湾青年分享自己在大陆的
经历和感悟，让更多台湾青年了解大陆，这正是我
要求自己做到的。”她说。

来自台湾新竹的台青吴若瑀，目前在平潭综合
实验区担任科技特派员。她在日常工作中，既协助
台湾企业了解大陆的法律法规以及产业政策，也向
大陆分享交流台湾的产业经验。

“也许有些台青对于来大陆创业还是有一些顾
虑，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像我这样深耕大陆的台
青还是很多，我们可以协助大家，不用担心，尽管过
来就好了。”吴若瑀在论坛上向岛内台青喊话。

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英语专业的陈于萱入职
厦门航空 7 年，她向论坛现场嘉宾分享喜讯：厦门
航空台乘队伍中有 19 人已在大陆成家立业，就在
今年初，面向台湾同胞的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开

放选购。“未来，我们将继续在万
米高空搭建两岸融合发展的桥
梁，帮助更多的同胞畅行两岸，
让爱回家。”

论坛上，一支特殊的团队登
上舞台，他们是由海峡两岸棒球
青年组建的福建省棒球队。前不

久，他们参加了中国棒球联赛，以“两岸联合组队”
形式参加国家级赛事，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该棒球队的主教练曾华伟来自台湾，他说：“之
前常来大陆比赛，没想到会获得在省队执教的机
会，这是我全新的开始，没有犹豫就来了。也希望
以我的经历告诉台湾球员，大陆有很多好政策，可
以提供一个很广阔的舞台。”

“再难走的路、再坎坷的路，只要桥建起来，就
有希望。”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室主任张华
说，希望论坛上台青的分享就像饱满的种子，伴着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春风散播两岸，生根发芽。

本届论坛还为首批全国青联两岸青少年研学
交流站、台港澳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站、闽台青年
服务站授牌，为2023年福建台湾青年“创业之星”颁
奖。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精英、专家学者以及各界
人士约550人参加论坛。

台青与大陆的“双向奔赴”
——来自第二十二届海峡青年论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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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6月17日电（记者陈
然）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
港会员总会主办的《中华颂》音乐
会 16 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举行。多首令人心驰神往的曲目上
演，其中有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的传
统音乐，也有以二胡、竹笛等中国乐
器重新演绎的西洋乐曲，更有耳熟
能详的经典歌曲《东方之珠》《狮子
山下》等，为观众呈献了一场独特而
新颖的视听盛宴。

在音乐会下半场，香港男高音歌
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
主席莫华伦带来独唱《万里长城永不
倒》，赢得台下掌声不断。

莫华伦表示，香港儿童合唱团、
香港教联会少儿合唱团、香港理工大
学合唱团及香港歌剧院合唱团等四

大合唱团同台演出，正是中国音乐家
协会香港会员分会着眼于加强香港
青年人才培养、储备香港文化艺术人
才的需要。此次音乐会内容丰富、形
式多元，旨在促进文化艺术交流。

随着一众表演艺术家集体登台，
音乐会在全场深情合唱《歌唱祖国》
中落下帷幕。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音
乐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独特魅力，传
递中华文化精粹，并向伟大的祖国表
达崇敬与热爱之情。

据介绍，此次音乐会是香港首届
“中华文化节”系列文艺活动之一。
本届“中华文化节”由香港特区政府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献、香港特区政
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弘扬中华文化
办公室策划，将于 6月至 9月间举办
逾百场精彩活动。

香 港 举 办《中 华 颂》音 乐 会
以乐曲抒发爱国情怀

香 港 举 办《中 华 颂》音 乐 会
以乐曲抒发爱国情怀

本报广州6月17日电（记者贺
林平） 伶仃洋上，海天一色，港珠澳
大桥如巨龙般横卧于碧波之上。6
月 14 日，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蓝海
豚岛上，游客欢笑声此起彼伏。自去
年12月15日正式向广大公众开放以
来，“港珠澳大桥游”持续火热。开通
仅半年时间，已吸引游客 14.9 万人
次，平均每日接待游客 800 多人次，
高峰期日均1200人次。

目前，“港珠澳大桥游”采用预约
组团、团进团出的管理模式。在“港
珠澳大桥游”公众号完成预约的游
客，可根据珠海公路口岸人工岛道路
指引前往港珠澳大桥旅游检查厅，使
用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完成身份认证；
随身行李经海关、安检“一机双屏，一

次过检”联合检查后，即可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乘坐扶梯下楼登上港珠
澳大桥穿梭巴士，并由专业讲解员陪
同，经过九洲、青州等3座航道桥，西
人工岛白海豚岛，海底隧道，最终登
上蓝海豚岛下车参观，欣赏辽阔伶仃
洋和大桥的壮美风光。

由于“港珠澳大桥游”线路连接
粤港澳三地，桥面主体工程及蓝海豚
岛都属于海关监管区和口岸限定区，
在该区域开展旅游是一项重要的创
新举措。“为了保障旅客通行舒适顺
畅，海关全面优化升级智慧旅检监管
设备，同时也参照国际先进做法，全
面营造‘无感通行’氛围，提升旅客通
行体验。”港珠澳大桥海关四级高级
主办胡震宇介绍。

“港珠澳大桥游”开通半年游客已达14.9万人次

港珠澳大桥海关关员保障旅客通行畅顺。 林昌锋摄港珠澳大桥海关关员保障旅客通行畅顺。 林昌锋摄

举办经贸推介会、签署合作协议、开展考察调
研……近日，“共襄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共享战略腹地建
设机遇——2024广西港澳行”活动分别在香港、澳门举
行。“广西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与香港、澳门各领
域务实合作。诚邀各界朋友来广西投资兴业、休闲旅
游，实现互利共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说。

金门乡亲服务站近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码头二楼
揭牌。图为金门游客蔡先生（右）在服务站咨询。 中新社记者 吕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