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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交流

经贸活动历来是浙江·台湾
合作周的重头戏。今年合作周的
开幕式现场，12 个台资项目进行
签 约 ，涵 盖 信 息 产 业 、新 能 源 汽
车、生命健康等多个行业。本届
合作周期间，不少城市也举行了
产业合作洽谈对接活动，预计浙
江全省共签约台资项目 47 个，总
金额 43.42 亿美元。除了项目签
约，两岸嘉宾也通过对话交流等
方式，探讨行业发展趋势、分享企
业转型升级之路。

作为“电商之都”，杭州拥有
浓厚的直播电商创业氛围。开幕
式上，“中华好主播”项目正式启
动。数十名台湾青年会在杭州进
行为期一周的培训交流，感受浙
江火热的电商直播创业氛围。采
访中，两岸青年主播培训营的营
员们纷纷表示，在浙江学习电商
直播是很宝贵的经验，希望未来
能够学以致用。

参与两岸青年双创大赛、探访
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文润阁、体
验汉服文化……类型多样的活动，

给两岸嘉宾在合作周期间带来丰富
多元的体验，进而更深入地交流。

浙江·台湾合作周是专门面向
两岸同胞举办的综合性经贸交流活
动，自 2013 年以来，两岸工商界代
表1.3万余人次出席，已成为两岸经
贸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品牌。

畅谈机遇

“当前大陆正大力发展新质生
产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开幕式上，两岸企业家峰会大
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表示，以人工
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新技术为代
表的新型产业成为大陆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两岸产业的互补性和大陆
广阔的发展空间将为两岸企业合作
提供巨大机遇。

两岸嘉宾纷纷表示，大陆特别
是浙江的发展机遇无限，值得关注
和把握。

作为浙江·台湾合作周的老朋
友，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认为，
浙江一直以来都是台商心中的诗
画江南、鱼米之乡，也是城市繁荣、
乡村兴旺的高质量发展之地。“从
改革开放之初起，台商台企便络绎

不绝来浙江投资，在‘浙’里发现机
遇、创造机遇、拥抱机遇，与浙江经
济一起腾飞。”

“杭州是数字经济产业的聚集
地，从目前如火如荼的网红经济到
阿里巴巴的大数据云端，杭州在数
字经济产业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在杭州扎根 20 余年的台商
黄鼎传对杭州数字经济的发展赞
叹不已。

来自台中的詹介文 10 多年前
追随父辈的脚步来到大陆，他所投
资的两岸文创园项目已落地绍兴，
园区计划引入台湾的一些知名文创
品牌，吸引更多台湾年轻人来浙江
就业、创业。“我想对台湾青年说，你
没来过大陆，就不知道这个市场有
多大！”

拓宽赛道

“这次是我第二次来丽水，丽水
的热情好客和周到服务一如既往。”
在参加本届合作周的丽水专场活动
时，台湾泰江投资公司董事长何庆
纹感慨道，近年来丽水全面优化提
升营商环境，出台的一揽子政策持
续发力。目前丽水有丽水台商投资

区、庆元台商投资区，1个台湾农民
创业园。2022 年全国台企联与丽
水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持续
推进在生态农业、健康养老、民宿文
创等产业方面的交流合作。

不只是丽水，如今海峡两岸（温
州）大健康产业园、海峡两岸（绍兴）
数字产业合作区等拔地而起，一批
批台湾信息电子、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等产业落户浙江，越来越多的台
湾企业家和各类人才来浙发展。

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浩说，
浙江正通过搭建产业合作新平台，
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支持政策，支
持台湾信息电子、集成电路、生物技
术、医疗健康等产业落户浙江，鼓励
台湾企业家和各类人才来浙投资兴
业、创新创业，不断拓宽两岸产业合
作新赛道、新领域。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
主任潘贤掌表示：“我们将保持惠及
台胞台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
持续性，采取更有力措施帮助台商
台企转型升级、拓宽融入新发展格
局的通道和途径，推出更有力举措
帮助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
梦，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成
功创造更好条件。”

两岸嘉宾共话浙台合作——

“没来过大陆，就不知道这个市场有多大”
本报记者 柴逸扉

黄昭仁来自台湾台南，在浙江宁波已工作
16年，目前主要从事半导体行业。“创业、就业
需要优质的土壤，浙江的营商环境、配套政策、
人才素质等在大陆都是位居前列的。”在近日
举办的 2024 浙江·台湾合作周上，黄昭仁表
示，自己在浙江既能看到火红的机遇，又能感
受家的温暖。

本届合作周以“新质生产力与浙台融合发
展”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的知名工商团体、行
业协会、企业代表齐聚浙江，共商发展新质生
产力大计，共探浙台融合发展路径。合作周在
杭州开幕，并在宁波、绍兴、金华、丽水、温州等
城市举办各类专题经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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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电（记者尚昊、吴剑锋） 看“00
后”中医药文化传承人蒙眼识药，体验“AI中医”望
闻问切，回溯中医药文化根脉，共话中医药传承创
新……以“中国医药，匠心传承”为主题的海峡两岸
青年新媒体中医药论坛近日在厦门举行，全国台联
会长郑建闽等嘉宾与两岸青年、中医药领域人士数
百人参加。

作为第十六届海峡论坛青年交流板块的一项
重要活动，该论坛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
办，厦门广播电视集团承办。论坛设置嘉宾访谈、
节目表演、台青路演等环节，突出两岸中医药文化
一脉相承的元素，传递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理念。

论坛以一曲舞蹈《本草纲目》开场，诠释了中医
药文化亘古传承的魅力；由台湾舞蹈教师带领的团
队带来表演《医圣传人》，蕴中医采药、中医药书籍
等元素于剑舞和扇舞中；在厦门工作的台湾青年中
医师也献上一曲《神奇中医》，用歌声表达赓续中医
药文化的决心。

全国台联副会长郑平致辞表示，中医药学是中
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
匙。近年来，两岸在中医药教学、医疗、科研等领域

的交流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越来越多对中医药文
化感兴趣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共同把中医药
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
用好是两岸青年共同的责任。期待两岸青年通过
此次论坛分享故事、追寻答案，探索路径，从“后浪”
成为“巨浪”。

近年来，大陆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为两岸青
年创造了实现梦想的舞台。论坛上，多名两岸青年
从各自视角分享了与中医药的不解之缘和在这一
领域的思考。

来自台湾云林的青年郭子嘉因家中长辈从医，
从小对中医药文化耳濡目染。在北京中医药大学
取得硕士学位后，她决定留在大陆工作，不断精进
医术。如今，除了在厦门长庚医院的日常就诊外，
她还经常参加各类社区义诊和医疗科普活动。

“要想真正学习和掌握中医药文化，还是要来
发源地求知探索。大陆有很广阔的平台，我可以
深入探究中医药文化，积累诊疗经验，让我能不断
沉淀，也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推动两岸交流。”
她说。

来自山东的“00 后”中医药文化传承人黄琪惠

展示了闻香识药的技法。出
身中医世家的她从小就接触
中药材、药方、针灸等中医药
知识。

在社交媒体上，黄琪惠
分享有关中医药文化的视频，收获了近 70 万“粉
丝”。在她看来，“火”的不是自己，而是中医药文
化。“这门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历几千年传承，无数先
贤大家著书立说，民间中医更是卧虎藏龙，值得我
们传承。”黄琪惠说。

来自台湾桃园的青年康宸凯是北京市一家中
医诊所的医师。2022年，两岸中医药传承交流发展
运营中心在北京揭牌成立，他受邀入驻并担任执行
主任。

“在大陆工作，我实实在在开阔了眼界，也深切
感受到祖国大陆对中医药的重视。我希望可以更
多参与两岸中医药交流发展，帮助有志于中医事业
的台胞走进大陆的广阔天地。”康宸凯说。

在康宸凯看来，台湾中医师多以个人诊所的形
式为民众提供服务，且以诊治常见病为主，大陆设
有各级中医院，专业化程度高，在疑难杂症方面诊
治经验丰富。两岸医师在病情研讨、医疗服务、医
院管理等领域交流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作为全国台联的品牌活动，海峡两岸青年新媒
体论坛近年来聚焦音乐、舞蹈、武术等议题，展现两
岸文化一脉相承，推动两岸青年沟通交流。

两岸青年厦门共话中医药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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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古田县积极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出台工业稳增长、企业稳岗稳工、
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并协助台商台企同等享受税惠政策，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图为近日位于古田县的台企福建铁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内，机
器人在生产车间赶制金属制品。 王旺旺摄（人民视觉）

本报香港6月18日电（记者冯
学知） 香港特区政府 18 日表示，在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
布的《2024 年世界竞争力年报》（简
称“年报”）中，香港排名上升两位至
全球第五。

在年报的4个竞争力因素中，香
港“营商效率”和“基础建设”排名明
显上升，跻身全球前十名；“政府效
率”排名高居全球前三名之列；“经济
表现”的排名也大幅改善，反映 2023
年的经济复苏。子因素方面，香港

“国际贸易”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

第一，“税务政策”“国际投资”“基本
基础设施”“金融”以及“教育”也位列
全球前五名。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年报在
综合客观数据以及商界意见等因
素后，继续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
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展望未来，香
港将会继续发挥好“超级联系人”和

“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积极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持续扩大经济容
量、培育新增长点和提升竞争力，让
经济发展登上更高的台阶，为市民和
企业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6月 18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中国美术家协
会香港会员分会协办的《香港水墨新时代》展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地下展览
馆举行，荟萃60名画家的约120幅作品。图为市民在观看展览。

中新社记者 陈永诺摄

《2024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升至第五位

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取得四连胜之际，一
个关于她们的展览6月17日在香港揭幕。

走进香港教育大学大埔校园图书馆，“国家荣誉——中国
女排精神展”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展厅内有丰富的图片和
文字说明，有1981年、2003年和2019年中国女排赢得的世界杯
冠军奖杯，有1984年洛杉矶、2004年雅典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
金牌，还有运动员们穿过的球衣和球鞋……展厅内的屏幕上，
反复播放着从 1981年到 2019年，女排姑娘们赢得 10个世界冠
军时的画面。

这些珍贵的展品，原本珍藏在中国排球学院里，学院是在
2017 年 11 月由中国排球协会和天津体育学院合作共建的，就
设在天津体院内。

香港教育大学校长李子建说，他今年3月去天津体育学院
访问期间参观中国女排精神展，深受感动，因此决定将展览搬
到香港展出。“我感觉这个展览非常好。香港教育大学是以师
范教育为本的公立大学，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特
别重视体育。”

李子建的想法得到了天津体院和中国排球学院的支持，多
方配合下，展览终于来到香港。李子建表示：“中国女排是我们
国家的骄傲，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欣赏女排表
现的背后，也等于认同了我们国家的成就。通过展览，可以让
香港市民认识中国女排，了解她们的拼搏精神。”

前中国女排自由人张娜现在担任中国排球学院常务副院
长，她曾是中国队赢得 2003 年世界杯冠军和 2004 年雅典奥运
会冠军时的主力队员。张娜参加完揭幕仪式后，还志愿当了一
次现场解说员。

“我今天特意穿上了雅典奥运会领奖时的衣服。”张娜指着
展台上女排队员在雅典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合影说。

前女排队长魏秋月也参加了展览揭幕仪式。曾随中国女
排赢得里约奥运会金牌的魏秋月说，希望香港的运动员和学生
看了展览后，能把女排精神运用到平时的生活中，“在挫折中不
断成长，让自己成熟，在挫折中让自己达到新的顶峰”。

这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1日，李子建说，已经有超过100个香港大中小学
团体表示要来参观展览。他相信青少年看了之后肯定会受到触动。

“通过这次体育和文化的交流，我希望教大学生和香港年轻人，不论在运
动场还是其他领域，都能以坚毅的精神和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向个人目标
进发，并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李子建说。

（据新华社香港6月17日电 记者王子江）

新华社澳门6月18日电（记者
刘刚、郭雨祺） 澳门中银18日在国
际市场成功发行共建“一带一路”可
持续发展债券，这是澳门中银全力服
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又
一创新实践。

据澳门中银介绍，本笔可持续发
展债券发行规模10亿元人民币，为3
年期人民币固息品种，吸引了多个国
家和地区投资者的踊跃认购，最终定
价大幅优于初始指导价。

债券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支持
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基本服务需
求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格绿
色和社会责任项目，广泛覆盖东南
亚、中亚、拉美等地区。

澳门中银表示，本笔债券发行是
继“蓝色债”“生物多样性主题绿债”

“玉兰债”等债券之后的又一创新，进
一步丰富了澳门地区可持续金融和
债务融资产品体系，助力推进澳门经
济适度多元和现代金融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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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中银成功发行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