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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畅通的融
资渠道和整合粤港澳大湾区资源的便利条件，
加上特区政府对创新创业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
的政策支持，相信企业会有很大的成长机会。”
从海外留学归国的潘武宾说。他通过特区政府

“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打算今年下半年在
港注册新公司。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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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
高地。香港各界人士表示，中央的支持为香港“抢
人才”政策注入了新动能，香港定能发挥优势，把
握机遇，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人才沃土”迎新机

“香港国际化程度高，税收低，文化包容性
强，是很多高端人才归国选择的第一站。”香港华
创联主席马启元说。该联盟去年在港成立，旨在
为全球华侨华人创业者搭建合作平台，吸引海外
科技人才和企业回国，特别是到香港落户。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 《2023
年世界人才报告》 中，香港的人才竞争力水平
在亚洲地区高居第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与世
界接轨的经济体，能孕育全球人才茁壮成长。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多方面制度优
势，包括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
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市场，同时香港也是亚洲
区内最宜居城市之一。这些都是吸引人才来港
寻求工作机会和美好生活的因素。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屠海鸣表
示，香港吸引人才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
件。从“天时”看，香港进入由治及兴新阶
段，为全球人才赴港干事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社
会环境。从“地利”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亚太乃至全球的重要
交通枢纽。从“人和”看，中央全力支持香港
建设人才高地，这将赋予香港更优厚的条件。

“筑巢引凤”广纳才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
竞争力的源动力。”今年 5 月举行的“香港·全
球人才高峰会”上，李家超明确提出本届特区
政府的施政重点。

2022 年 7 月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以来，出
台了一揽子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人才引进计
划。根据特区政府最新数据，截至今年 6 月
底，各项已优化的人才入境计划共收到超过32
万宗申请，已批出近20万宗，当中超过13万名
人才已到港。

“抢人才”成效显著，“留人才”多措并
举。特区政府于去年成立人才服务办公室 （人
才办），为各类人才“迁港”“知港”“留港”提
供全方位制度安排和政策保障。

人才办总监刘镇汉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
该办公室已联系超过50家合作伙伴提供网上支
援配对服务，在求职、住房、教育、银行及保
险等方面为人才提供建议和服务，协助他们尽
快适应及融入香港生活。此外，今年还将举办
数十场研讨会和工作坊，内容涵盖生活百科及
广东话学习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引才的过程中，香港不
是“单打独斗”，而是更加注重与大湾区其他城
市联动。今年5月，大湾区“9+2”城市签署合
作备忘录，将共同开展海外招才引智活动，吸
引国际高端人才。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与
大湾区其他城市会继续完善区内人才引进、培
养、流动等方面的战略布局，加快建设大湾区
人才高地，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久久为功谋发展

分析人士认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
地，不仅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也关乎香
港的未来。香港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下
降的挑战，更需主动求变，锐意改革，完善引
才机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勇担国家赋予

香港的新使命。
屠海鸣表示，中央对香港的新定位突出

“两高”：国际高端人才和集聚高地。这不是一
般人才，也不是普通的聚集地，可见中央对香
港寄予厚望。香港特区政府“抢人才”计划成
效显著，但人才来源地较为单一，香港还需以
改革思维，打开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的“闸门”。

刘镇汉表示，香港需要建立更多元、更庞
大的人才库，既满足香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所
需，也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高
质量发展作出贡献。今年下半年，人才办会优
先前往目标市场，包括拥有合资格大学的内地
主要城市以及东南亚、欧洲和北美国家。

香港全社会正在形成支持人才工作的强大
合力。跨国企业、科研机构、香港各大高校作
为吸纳人才的主力军，正发挥各自优势，为香
港引才留才。香港岭南大学校长秦泗钊表示，
高校是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重
要抓手，今年以来，学校积极前往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招揽优秀学生，并通过“岭大
60 全球学者招募”计划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
顶尖学者。

“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中，一定
要发挥国际化的独特优势，发挥新的担当，起
到新的作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是时
代赋予香港的重任，也将是香港发展的绝佳契
机。”他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陆芸、奚天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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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香港城市风光。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在 近 日 于 福 建 福 州 举 行 的
2024“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分
享活动中，台湾青年结合自身在闽
发展经历，发出这样的感慨：“政
协真的非常棒！”

此次活动吸引了台湾政党代
表、在闽台胞、台盟青年盟员、政
协青年委员、两岸问题研究专家等
相关人士，大家齐聚一堂，共话

“协商民主与两岸融合发展”的实
践成果。

活动一开始，在闽就读的台湾
学生赖淑慧就用一段视频，展现了
她和福州市政协常委、闽江学院教

授潘辉一起做调研的场景。赖淑慧
目睹潘辉教授通过写提案、提建
议、参加专题协商会等方式，将科
研成果变成有具体可行的建议带到
政协协商平台，由此对“政协”有
了不一样的认识。

在台北长大的“福州女婿”林杰
民，回顾了自己参与闽台乡建乡创
合作计划样板集镇——南平市黄坑
镇的设计之路。他说，福建省政协多
次召开专题协商会，为政府有关部
门出台政策建言献策，助力各地创
建高质量的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
县、样板集镇、样板村。未来他的团

队将继续深度参与闽台乡建乡创合
作，助力福建省的乡村振兴事业。

台青梁博翔来自台湾桃园，是
福州六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创业过程中，他发现令台胞受
益的不少政策是福州市政协走访调
研并参与和推动的。今年6月，梁
博翔获邀参与福州市政协的调研活
动，通过现场考察、交流以及座谈
等方式，亲身参与协商工作。梁博
翔表示，自己正通过打造视频 IP
的方式，向更多台青宣传这些政
策，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

动，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
问题总体方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建设的创新探索和主动作
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玮表
示，福建省各级政协组织要继续秉
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创新服
务闽台融合发展的渠道和载体，持
续开展“让政协走进台胞让台胞走
进政协”活动，以历史主动精神为
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
力量。

今年初，福建省政协在全省政
协系统启动“让政协走进台胞让台
胞走进政协”专项活动。截至目
前，全省解决影响两岸融合发展或
帮助台胞纾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 148 个；走进政协的台胞 1523
人，其中首次来大陆的占 63%以
上 ； 政 协 委 员 与 台 胞 结 对 交 友
1168对。

闽台同胞福州共话协商民主
本报记者 柴逸扉

连日来，广州
南沙全民文化体
育综合体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该项
目位于广东省广
州市南沙区二十
一涌海边，是集文
化、旅游、体育等
功能为一体的大
型城市综合体，建
成后可以满足国
内顶级综合型赛
事和国际单项赛
事的举办条件，兼
顾演出、展览等多
功能需求。图为南
沙全民文化体育
综合体项目施工
现场。

陈志强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黄茜恬）“今朝更好看——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名家作品展”近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
幕，展期6天。展览共展出120余幅作品，包括来自内地的100幅
典藏精品；另外20余幅作品为港澳地区当代知名艺术家所作。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本次展览题词“笔精墨妙，国
盛民强”。香港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官员、中央驻港机构有关负责
人及港澳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共300余人出席展览开幕典礼。

展览主办方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在开幕典礼致辞
表示，此次展览汇聚了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傅抱石、钱松
喦、关山月等一批现当代艺术大师的作品。这批经典之作，是经
国家文物局特别批准才得以首次来港展出，殊为难得。

此次展览分为“河山新貌”“万众一心”“百家争鸣”“艺
汇香江”四个单元，展现“建设新中国”的主题艺术创作、
祖国上下万众一心的建设热情、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文艺创作
景象以及港澳地区当代艺术成就，以“历史”和“当下”的
对话关系，凸显新中国成立75年来取得的非凡成就。

此次展出的名家名画众多，包括齐白石与徐悲鸿合作的
《梅竹》、吴冠中的 《江南水乡》、李可染的 《漓江雨》、傅抱
石等人合作的 《虎踞龙盘今胜昔》、潘天寿的 《雁荡山花》、
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饶宗颐的《山水》等。展出作品
中，钱松喦等人合作的《天堑变通途》、杨之光创作的《矿山
新兵》等曾被印成海报走进千家万户，广为流传。

香港美协主席林天行说，这次展览非常有意义，不仅汇
集了内地著名书画艺术家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有港澳艺术家
参展的艺术精品，将进一步促进内地与港澳之间的文化交流。

据介绍，这次展览是继 2022 年 7 月紫荆文化集团举办
“今朝更好看——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艺术名家作品展”
之后，再次举办的“今朝更好看”大型书画展览。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通过书画艺术的方式回顾历史，
更好地激励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创美好未来。

此次展览由港澳台美协共同主办，中国对外文化集团、
紫荆杂志社承办，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和
一新美术馆的鼎力支持。

本报北京8月 25日电 （记者汪
灵犀）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3
日答记者问表示，“台独”与台海和
平水火不容。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
最大威胁，是导致台海兵凶战危、岛
内社会撕裂对立、民众利益受损的祸
根乱源。两岸同胞要团结起来、行动
起来，坚决反对赖清德当局的“台
独”挑衅和冒险行径，还台海以和
平，还民众以安宁。

有记者问：赖清德23日在金门参
加相关活动讲话时，大肆渲染“中国威

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叫嚣展现所
谓“捍卫台湾决心”“向世界传递台湾
对自我防卫和维护主权的坚定信念”。
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作上述回应。

朱凤莲表示，赖清德当局极力渲
染所谓“中国威胁”，肆意挥霍台湾
老百姓血汗钱购买武器、穷兵黩武，
一步步将台湾绑上“台独”战车，裹
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却口口
声声说希望两岸和平发展，再次暴露
了赖清德当局打着和平的幌子大搞

“以武谋独”“倚外谋独”的虚伪嘴脸
和阴险本质。

本报台南8月 25日电 （记者金
晨） 由台湾郑成功文化协会等民间团
体主办的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活
动 24 日在台南延平郡王祠举办。郑
成功文化研究学者、郑氏宗亲代表、
台南市商业会代表等100余人相聚一
堂，共同追忆民族英雄郑成功。

上午 9 时 30 分，礼炮与钟鼓齐
鸣，祭祀典礼正式开始。司仪以古音
诵读祭文，并有郑成功在世期间喜爱
的“南管”音乐陪衬，全程依古礼进
行。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顶着
烈日参加活动，参观延平郡王祠内设
置的图文展览，了解郑成功收复台湾
的历史。

据介绍，郑成功在台湾被尊称为

“开台圣王”“成功祖”“开山祖”，台
南延平郡王祠每年都举行盛大的祭
典，岛内各地也会举办形式多样的纪
念活动，传颂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
者、收复台湾的伟大功绩。

台湾郑成功文化协会理事长郑昭
明表示，郑成功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民
族英雄，然而民进党当局近年来不断
降低郑成功纪念活动的规格，弱化甚
至扭曲郑成功收复、开发台湾的历史
事实，实在令人痛心。

“今年是郑成功诞辰400周年，希
望通过这次纪念活动的举办，让更多台
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正确认识郑成
功‘开山复台’的历史，铭记郑成功为台
湾发展建设做出的贡献。”郑昭明说。

本报上海8月 25日电 （记者姜
泓冰）“2024海峡两岸青年活力嘉年
华”（以下简称“嘉年华”） 23日在
上海世博黄浦体育园举办。本届嘉年
华共吸引约 5000 名两岸青年参与，
包括2000余位台湾来沪青年。

今年首次举办的该项嘉年华活动
由上海民间发起，两岸社会各界共同
支持，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
马英九基金会、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
企业协会、上海市台胞台属交流促进
中心主办。

开幕式由“传承、活力、融合”
3个篇章组成。充满活力的嘉年华巡
游后，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台青献演舞
台剧 《乐行申城》，服务两岸青年求
职创业发展的“两岸职通车”正式发
布。由上海音乐家协会与上海音乐学
院师生共同创作，展现青春活力、文
化融合的嘉年华活动主题曲《海上青
春梦》也精彩亮相。

聚焦两岸青年喜爱的各类主题和
元素，主办方还精心安排了丰富多彩
的嘉年华分活动。其中“体荟申城，融

汇两岸”板块包含两岸青少年乒乓球
夏令营、海峡两岸青年羽球联谊、第八
届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等5项体育
类活动；“多元魔都，同源华夏”板块包
含“汇海上·2024 两岸电竞文化节”、

“阿宝双城趴趴 Go”沪台青少年创意
短视频大赛等3项文化类活动；“韵律
浦江，共旅海上”板块包含“校园民谣
进校园”、“高校好声音总决赛”暨两岸
同唱一首歌演唱会等两项音乐类活
动；“沪帮沪助，筑梦圆梦”板块举办

“十二花神社交市集”为两岸青年打造
创新社交平台。

此外，参与嘉年华活动的两岸青
年将参访中华艺术宫、上海历史博物
馆、爱奇艺等上海知名文旅打卡点和
企业。作为本届嘉年华活动主办方之
一，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带领

“大九学堂”学生团一行22人参与嘉
年华开幕式和主体活动，并与上海青
年群体交流互动。萧旭岑表示，两岸
青年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兴趣，
希望台湾年轻朋友多来大陆走走，积
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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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两岸同胞要行动起来，坚决反对赖清德当局“台独”挑衅和冒险行径

纪 念 郑 成 功 诞 辰 400 周 年 活 动 在 台 南 举 办

上 海 首 度 举 办“ 海 峡 两 岸 青 年 活 力 嘉 年 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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