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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24日电（记者汪灵犀） 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 24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我们将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把全会精神转
化为推进对台工作的强大力量，完善对台工作机制，
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

有记者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举行，请问在
对台工作中如何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朱凤莲在答问时作
上述表示。

朱凤莲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推进两岸关系发展和祖
国统一大业的目标任务，也为对台工作高质量发展带来
难得机遇，开辟广阔空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将深入
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
作决策部署，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牢
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决粉碎“台独”分
裂行径和外来干涉图谋，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在回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将为两岸融合
发展、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哪些新的机遇
时，朱凤莲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对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这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
力和制度保障，也将为台胞台企扎根大陆发展创造更好
条件、开辟更广空间。

朱凤莲表示，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推进对台工作的强大
力量，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
发展，让台湾同胞率先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
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坚持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两
岸经济及各领域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全过程，始终尊重、关
爱、造福台湾同胞，持续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
政策，扩大两岸民众的受益面和获得感。拓宽两岸交流合
作领域和渠道，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生
活、就业创业等提供更多便利，推动在交流交往交融中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朱凤莲答问时还表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与台
湾同胞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一如既往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她
说，连日来，在大陆的台胞台商高度关注并热烈讨论三
中全会有关决定，表示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对大陆未
来发展有了更清晰、积极的预期，对扎根大陆发展充满
信心与期待，期盼共享大陆的重大机遇，与大陆企业携
手合作，参与两岸融合发展。我们坚信，随着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随着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参与进来，广大
台胞台企的发展空间会更广、舞台会更大、机遇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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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红山文化

“在台湾我们从小就会唱歌曲 《龙的传
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赤峰就是‘中
华玉龙之乡’。”来自台湾的王胜民在活动中表
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我们都是龙的传
人；大家来到这里了解有着“中华第一龙”美
誉的“C”形碧玉龙，真是大开眼界，同时也
意义非凡。

红山文化因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
得名，是中国最著名的新石器文化类型之
一，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
占据重要地位。1971 年，赤峰市出土了红山
文化“C”形碧玉龙，这里被誉为“中华玉龙
之乡”。在红山文化遗址、赤峰博物馆等处，
两岸师生仔细聆听讲解，认真观察遗址出土
的文物和各类复原场景，感慨中华文明的博
大精深。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
天长啸，壮怀激烈……”在夏令营的节目表演环
节，“小岳飞”们一同朗诵《满江红》。随后，大家
一同唱起《外婆的澎湖湾》《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等富有内蒙古与台湾特色的歌曲，在歌声中体
会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重庆市岳飞文化交流协会执行会长岳邦彦
表示，此次活动以岳飞文化为契合点，致力于
学习、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璀璨优秀的文化传
统。希望两岸青年读万卷书的同时也能行万里
路，积极拓宽视野。他介绍，为进一步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岳飞精神，该协会2025
年将联合其他社团在海峡两岸开展“岳家拳进
校园”活动。

见证绿色发展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盛夏的赤峰乌兰布统草原天朗气清，绿草如
茵，两岸青年骑上骏马，在旷野上一边驰骋，
一边欢唱。“真是太惬意了！”来自台湾义守大
学的林同学告诉记者，以前学古诗词时经常背
诵“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没
想到现在能够身临其境感受这句话的意境。

“我仿佛走进了课本里！”
在游览草原的过程中，两岸师生了解到，

内蒙古草原过去曾因过度放牧、违法开矿等遭
到破坏，近年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指导下，内蒙古多措并举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打造全域
生态安全格局。对比今夕变化，看到当下草原
的美景，两岸师生尤其是台湾青年伸出大拇
指，点赞大陆的生态建设成果。

生态环境变好的同时，以自然风光特色为
基础的文旅产业也在内蒙古得到充分发展。一
路上，两岸师生在沙漠骑骆驼、在蒙古包边吃
烤全羊边听蒙古族同胞高歌、在阿斯哈图石林
了解独特的冰川地貌，体验丰富，收获满满。
来自台湾的师生对玉龙沙湖景区尤其印象深
刻，他们表示，景区不仅有壮丽的沙漠风光和
清澈的湖水，配套也完善，露营基地、度假酒

店、餐厅、亲子设施、游乐项目等一应俱全，
大陆的文旅产业发展迅速。

感受同胞情谊

“这是我第一次来大陆，这里不但风景优
美，人也热情和善。”来自台湾苗栗的吴同学
是“首来族”，他说，来之前心里比较忐忑，
因为岛内的绿色媒体都在渲染大陆的“落后”
和大陆同胞的“敌意”。没想到来了之后发
现，大陆同胞热情好客、充满善意。尤其是两
岸年轻人之间，更是很快打成一片。他和不少
台湾同学在社交平台发表感想，表示百闻不如
一见，大陆的现代化发展、多姿多彩的风土人
情、同胞的热情好客都让大家深受感动。

来自重庆复旦中学的陈同学告诉记者，
在一起吃饭、一起游玩的过程中，两岸的同
学们会互相交流各自的方言、习俗，分享在
学校的学习考试、社团活动等。“我和台湾的
同学们说，希望他们能到重庆参观交流，看
看这座山城‘立体魔幻’的特色，到防空洞
吃一吃有重庆风味的火锅，相信一定会让大
家很难忘。”

“希望参加本次夏令营活动的大朋友、小
朋友们以后能常来草原走一走，看一看。”闭
幕式上，赤峰岳飞文化研究会会长岳国军表
示，活动中两岸师生能够相聚草原、同转敖
包，这是一种缘分，更是“两岸一家亲”的体
现。愿大家的亲情和友谊像赤峰的西拉沐沦河
水那样奔流澎湃、地久天长。

两岸“小岳飞”相聚内蒙古大草原——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探访历史悠久的红山文化遗址，
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唱响荡气回肠
的《满江红》，感受岳飞的家国情怀和
忠孝精神；走进辽阔无边的内蒙古大
草原，感受优美风景与生态发展……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八届海峡两岸岳飞
文化夏令营上，两岸“小岳飞”们一
起参与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

本届夏令营以“我们都是龙的传
人，岳飞文化共传承”为主题，由内
蒙古自治区台办、重庆市台办指导，
重庆市岳飞文化交流协会、赤峰岳飞
文化研究会主办。来自海峡两岸 37
所学校130余名师生相聚内蒙古自治
区赤峰市，在交流中深化友谊、增长
见识。 图为两岸青年在大草原合影。

上午9时，一辆辆装载玻璃幕
墙的重型卡车，从广东省珠海市
金湾区的工厂出发，有序驶向港
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这批玻
璃幕墙将接受智慧海关高效监管
和通关服务，迅速通过口岸，1个
小时内即能分别抵达香港和澳门
的建筑工地。这是港珠澳大桥口
岸贸易充满活力的一个缩影。

据拱北海关统计，2024年1—6
月，经港珠澳大桥进出口总值
1044.1亿元，同比增长 16.4%。其
中，进出口建筑材料总值34.71亿

元，同比增长23%。
位于珠海金湾区的远东幕墙

（珠海）有限公司，原本将生产基地
设在广东省其他城市。随着港珠
澳大桥的通车，企业果断迁址，借
力大桥打造的快速经贸新通道，专
注于向港澳市场供应高品质玻璃
幕墙。公司物资采购部负责人彭
程介绍，港珠澳大桥的24小时通关
服务和一系列惠企政策，极大地便
利了企业的物流运输。

货物从金湾区的工厂装车出
发，不到 3个小时即可抵达港澳市

场。如今，工厂每日出货量达40车
次。“港珠澳大桥的高效通关大幅
缩短了交货周期，增强了我们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目前，我们的产品
在香港和澳门的市场占有率已超
过50%。”彭程说。

随着功能的不断拓展和优化，
以及与港澳机场、周边港口、粤港
澳物流园的联动，如今的港珠澳大
桥不仅是高精尖货物、供港澳生鲜
产品、跨境电商包裹等的快速进出
口通道，更让珠海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的综合性物流枢纽。

为满足企业需求，拱北海关不
断升级优化客、货车“一站式”车辆
验放系统，借助“非侵入式查验+智
能审图系统”，实现了监管效率与
质量的双重提升；推广转关货物采
用“跨境一锁”“跨境快速通关”便
捷模式，大力推动“提前申报”、“两
步申报”、汇总征税的广泛运用；发
挥大桥对粤西地区辐射带动作用，
打造区域性货物集散配送中心及
多式联运新支点，实现大桥物流

“快进快出”“大进大出”“优进优
出”“智进智出”。

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刘彦
君介绍：“海关将持续推进智慧海
关建设和‘智关强国’行动，用好

‘一桥连三地’的优势，积极助力港
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建设，为粤港
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
加强劲的动力。”

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进出口总值超千亿元
本报记者 贺林平

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进出口总值超千亿元
本报记者 贺林平

正值暑期，位于
广东深圳欢乐港湾的
钟书阁迎来众多读
者。店内独具设计感
的装潢吸引不少市民
和游客专程前来打
卡，在炎炎夏日里品
味书香。

王美燕摄
（人民视觉）

本报天津7月 24日电 （记者柴
逸扉） 7 月 24 日，由全国台联指导，
北京市台联、天津市台联共同举办的
2024 年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

（京津冀专题） 在天津开营。本届研
习营活动将在京津冀三地开展，营员
们将沿着台湾进士丘逢甲、许南英乘
船在天津塘沽登陆后进京赶考的路线
进行参访，近距离感受京津冀地区丰
富的历史文化底蕴，领略区域协同发
展带来的巨大变革和无限机遇，感受
先辈们为了追求理想不畏艰险、不懈
努力的精神力量，加深对两岸同宗同
源的文化认同。

开营式上，全国台联副会长郑平致
辞时表示，两岸同胞命运与共，有割不
断的血缘亲情。全国台联与各地方台
联致力于为两岸青年交流搭平台、为台
湾青年发展建舞台，帮助台湾同胞特别
是青年学生把握时代发展趋势，抓住大

陆发展机遇，享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红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伟大进程中共同发展进步。

北京市台联党组书记袁海鹏表
示，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
希望在研习过程中，学子们能够领略
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实践成果，看到祖国大
陆的发展成就，共享大陆发展机遇，
与大陆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
心同行，共同推动两岸关系融合发
展、和平发展。

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创办
于2018年，已成功举办3届，先后邀
请铭传大学、华梵大学、树德科技大
学、台南大学、逢甲大学等 10 所台
湾高校的师生和在京台生、台青等
70余人参与，60%的营员为首次来大
陆的学生，活动涉及福州、广州、梅
州、汕头等地。

台湾学子京津冀研习之旅启动

近日，在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的台资百果山火龙果种植基地，果农忙着
采摘分拣火龙果，供应市场。近年来，霞浦县发展特色农业，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落实涉农税惠政策，助力台商在闽安心发展。 王旺旺摄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刘英伦）
由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与香港绛州鼓
乐传承者共同演绎的绛州鼓乐演奏会

《鼓博群雄·地动山摇》近日在香港沙
田大会堂上演。

此次演出由香港文联主办、中国
文艺志愿者协会香港会员分会协办，
演奏曲目包括经典绛州鼓乐《秦王点
兵》《老鼠娶亲》 和 《牛斗虎》 等。
据了解，参与演出的赤炼鼓乐团、香
港鼓艺团和英华小学鼓乐英腾队等七
个香港本地鼓乐团体都曾赴山西省新
绛县学习鼓乐，以传承这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当日演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鼓
手们用娴熟的手法描绘丰收的喜悦，
歌颂黄河船夫一往无前的精神，诉说
黄土地的文明记忆。精妙的节目编排

和恢弘的气势引得观众连连喝彩，掌
声久久不停。

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常务副会
长余昭科表示，十余年来，包括中小
学生在内的香港本地鼓乐爱好者多次
赴新绛县学习鼓乐技艺与文化，并在
香港传承发扬。演奏会由山西绛州鼓
乐艺术团与香港传承者同台演出，意
义非凡。

绛州鼓乐是山西省新绛县土生土
长的民间艺术形式。从初唐发端至
今，已有上千年的演绎传承历史。演
奏起来浑厚博大，气势磅礴，声韵铿
锵。2006年，绛州鼓乐被国务院列为
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据介绍，《鼓博群雄·地动山摇》
是香港文联参与“中华文化节”主办
的8项文艺活动之一。

《鼓博群雄·地动山摇》山西绛州鼓乐在港奏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