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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优势互补

贵州和台湾的许多产业有着天然优势互补
关系。本届黔台会安排农业产业、文旅产业、
森林康养产业、中药材产业、民宿产业 5 个专
场对接会，并组织嘉宾实地考察。

在贵阳举办的黔台农业产业发展对接会
上，两岸业界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贵州农
业特色优势产业，对辣椒、茶叶、富硒农业进
行推介，并就农业特色化发展的经验和成功模
式分享交流。现场还举办了黔台农业技术交流
项目合作意向书签约仪式。

贵州方面介绍，黔台农业合作已取得可观成
果，贵州已引进一批适合本地种植的台湾高品质
水果、蔬菜、花卉等新品种以及配套技术。目前有
多家台资企业在贵州从事农业产业，涉及种植业、
养殖业、渔业、茶业、精品水果、花卉、休闲观光农业
等，张安绮的“花漾河畔”便是其中代表之一。

“随着国内大循环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开
展，贵州势将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投资宝
地。”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向台湾企业家推介
贵州时说。

特色即是机遇

森林康养是贵州的特色产业之一，也是黔
台两地产业合作热点。黔台森林康养产业发展

对接会在贵阳市息烽县举办，两岸嘉宾 70 余
人汇聚一堂，围绕黔台两地森林康养产业发
展现状及成功经验开展交流，共话森林发展
机遇。

贵州发展森林康养的自然条件突出——贵
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最多的省份，森林
覆盖率达到 63%，夏季平均气温 23.6℃，广袤
林地提供了油茶、山桐子、竹笋、菌菇、天
麻、蜂蜜等绿色健康产品，全年 330 天以上可
进行户外运动……

2017 年以来，发展森林康养连续 6 年写入
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截至目前，贵州已建设
78 个森林康养试点基地，凤冈、黄果树、江
口、道真、息烽 5 个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单位。
2023年，贵州全省森林基地接待森林康养人员
1029.32万人次，森林康养综合收入156亿元。

“贵州气候宜人，文化多元丰富，在森林康
养、中医养生、康养文旅产业方面都有很好的
基础条件。”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李泓兰表
示，台湾具有丰富的康养项目开发经验，非常
期盼打造一个标杆性的康养企业，在贵州建造
一些充满喜悦、尊严与安宁的养生福地。

合作前景广阔

在“中国凉都”六盘水举办的黔台中药材
产业发展对接会上，两岸 9 名嘉宾围绕中药材
生产、开发、检测、应用、运营等各抒己见。

目前，黔台双方企业在中药开发服务平台合作
方面，已对16个经典名方进行深度研发，计划
在大陆进行落地实施推广；在优质药材供应链
合作方面，已对 14 种道地药材进行深入研究，
计划寻求道地药材产地进行合作实施；在产业
基金方面，台企馥都生物经济产业发展基金已
经在六盘水挂牌成立。

黔台在旅游、民宿产业方面同样有宽广合
作前景。“黔西南州人文荟萃、景色优美，拥有
众多喀斯特地形地貌的景区，还有各式各样的
美食与小吃，一直都是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同
时也具有发展民宿的先天优势。”台湾民宿协会
理事长彭成裕说，他到过贵州多处景区，考察
过当地优质民宿，黔西南州发展民宿的许多硬
件条件已经超越台湾。

“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贵州省竭诚
欢迎台商台胞前来投资生活。“今天我们用最
大的诚意，邀请各位台商朋友跨海峡、连山
海，我们承诺以‘周公吐哺’的精神，以‘店
小二’的作风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
流营商环境，尊重企业家，服务企业家。”贵
州省投资促进局局长谢强表示。

参会的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受访时表示，
在黔台会平台的帮助下，有贵州省委、省政
府 的 高 度 重 视 ， 以 及 台 商 台 企 愿 意 深 耕 发
展，黔台两地合作可谓相得益彰，“凝聚共
识、推进融合、共促发展”不仅是愿景，更是
现在进行时。

“ 与 君 远 相 知 ，不 道 云 海 深 ”
——黔台会吸引越来越多台商台胞深耕贵州

本报记者 王 平

9月11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暨
川 台 融 合 电 商 节 在 四 川 成 都 举
办。本届电商节以“情融两岸·共
享未来”为主题，吸引 80 余家川

台企业以线上直播带货促销、电
商直播技能双向培训、线下川台
特色集市、企业共享直播间体验
等形式参与。

四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
俊民在活动致辞时表示，近年来川
台经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四川相
继出台“川台70条”“支持台企12
条”“蓉台54条”等惠台措施，持
续为台胞共享四川发展机遇营造良
好环境。此次活动旨在发挥台联组
织亲情乡情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
打造两岸电商产业、产品和人才交
流合作平台，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全国台联党组成员、副会长王
慧表示，全国台联系统将一如既
往为台胞台企提供贴心、优质的
服务，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推动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走
深走实。

“这些年来，我相继在新能
源、文化旅游和新媒体等领域进行
了投资。”扎根四川的台湾青年竺
定颉希望今后能更深入地参与川台
两地产业链合作，“我切实感受到
四川对台胞台企的服务，相信会有

越来越多台商能够在四川扎根立
足，发展得更加稳健。”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川台特色集
市，线下展出四川火锅底料、台湾
方便面等特色川台电商产品。台湾
青年陈韵如在集市上设摊销售大熊
猫茶壶。“这种茶壶已通过电商卖
到了新疆喀什、黑龙江齐齐哈尔，
希望今后团队文创产品还能卖得更
远、更好。”她说。

本届电商节由中华全国台湾同
胞联谊会、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
省商务厅指导，四川省台湾同胞联
谊会主办。活动中，川台电商服务
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将为在川台
商、台企、台青提供针对性、持续
性的电商服务，助力川台电商共拓
两岸数字经济大市场。主办方还为
12 家“优秀电商企业”和 12 家

“电商成长之星”企业授牌，涵盖
电器、食品、饮料、服饰、鞋类、
美妆、文创等多个行业。

第二届海峡两岸暨川台融合电商节在成都举办——

打造两岸电商产业交流合作平台
雷 蕾

第二届海峡两岸暨川台融合电商节在成都举办——

打造两岸电商产业交流合作平台
雷 蕾

图为民众在川台特色集市上挑选商品。 黄欣欣摄

9月12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中秋彩灯会开幕，展示不同主题的璀璨
彩灯，并增设华服秀，吸引市民到场参观，欢度佳节。

上图：参观中秋彩灯会的香港市民合影。
右图：香港市民在中秋彩灯会拍照打卡。 中新社记者 陈永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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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形和台湾相似，贵州气候更凉爽，更适合发展有机农业，所以我们选择来到这
边。”在日前举办的2024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黔台会）开幕式上，台湾青年
张安绮这样介绍自己带领团队在贵州打造农旅融合花园农庄“花漾河畔”的缘由。

黔台会自2013年开始举办，今年已是第九届。通过这一平台，贵州与台湾的交流融合
日渐深入，越来越多台商台胞在贵州现代农业、大健康、文旅、中药材等领域开创出自己
的一片天地。

本报北京9月 12日电 （记者张
盼）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牡丹花开
二十年：青春版〈牡丹亭〉与昆曲复
兴》 简体版新书发布会 12 日在北京
举办。白先勇与现场及线上读者分享
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作过程
与感悟。

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在发布会
上表示，《牡丹花开二十年：青春版〈牡
丹亭〉与昆曲复兴》是白先勇 20 年昆
曲情缘、20年追求昆曲复兴之路的全
面展示，希望大家能通过这本书一窥
昆曲之美、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翻开这本书稿，展现在我面前
的是一位艺术工作者二十年如一日对
传统文化矢志不渝的追求，更是一位
中国文人对中国文化深沉热爱的赤子
之心。”作家出版社社长鲍坚说。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由白先勇

担任总制作人，创作团队汇集两岸文
化及戏曲界精英。该剧自2004年台北
首演至今 20 年，已演出超过 500 场。

《牡丹花开二十年：青春版〈牡丹亭〉与
昆曲复兴》全书 6 辑内容从白先勇与
昆曲结缘谈起，回顾制作青春版《牡丹
亭》的来龙去脉。除白先勇的个人讲述
外，还有主创团队回顾 20 年经历，导
演、艺术指导解析青春版《牡丹亭》的
舞台美学建构，演员分享拜师学艺之
路等内容。书末附有多篇论文及文献，
并有逾 200 帧全彩剧照及幕后工作
照，是研究青春版《牡丹亭》和昆曲艺
术的入门典藏书籍。

发布会上，白先勇将《牡丹花开
二十年：青春版〈牡丹亭〉与昆曲复
兴》 简体版新书以及研究 《红楼梦》

《牡丹亭》 的手稿原件捐赠给中国现
代文学馆。

第九届两岸和平发展法学论坛在京举行

图为白先勇 （前排左一） 将新书及手稿原件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图为白先勇 （前排左一） 将新书及手稿原件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本报北京9月 12日电 （记者柴
逸扉） 第九届两岸和平发展法学论坛
11 日在北京举行，两岸法学法律界
近百位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围绕“加
强法学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主题研讨交流。论坛由中国法
学会所属的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
会主办。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王洪祥会见
与会台湾嘉宾时表示，两岸同胞同属
中华民族，始终一脉相承、心手相
连、守望相助。中国法学会高度重视
两岸法学交流合作，举办了一系列交
流研讨活动，为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
心，在交往中增信，促进心灵契合作
出积极贡献。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需要两岸同胞同心共创、
接续奋斗。希望大家秉持“两岸一家

亲”理念，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加
强法学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续写中
华民族历史新辉煌。

中共中央台办法规局局长、海
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张万
明表示，热忱欢迎台湾法学法律界
人士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和
成果，在两岸融合发展沃土上施展
才华抱负、实现人生理想。让我们
以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己任，共解法治难题，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享民族
复兴伟大荣光。

开幕式后，与会者就“两岸融合
发展的法治保障”“两岸民间交流的
法治保障”“两岸法律服务合作”等
议题展开研讨交流。

白先勇《牡丹花开二十年》简体版新书发布

响应“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南方电网公司在珠海、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内积极规划建设公共充电站，覆盖休闲生活区域和港珠澳大桥
珠海公路口岸、新横琴口岸等重要交通枢纽，实现了横琴岛内充电网络覆
盖半径小于1公里。图为一名澳门新能源车主正在位于横琴的澳门新街坊社
区使用充电桩充电。 沈 甸摄

本报澳门9月 12日电 （记者富
子梅）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
司司长办公室获悉，2025 年“东亚
文化之都”授牌仪式 12 日在日本京
都举行，澳门当选 2025 年“东亚文
化之都”城市。

第 15 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 12
日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为中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浙江省湖州市、日本镰
仓市、韩国安城市颁授 2025 年“东
亚文化之都”纪念牌匾。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
阳瑜在授牌仪式上说，2025 年“东
亚文化之都”的殊荣，是对澳门在城
市文化建设工作的肯定。澳门曾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贸易枢纽，
在东亚文化交流上一直担当重要角
色。澳门将发挥中西文化荟萃、国际

交流广泛的优势，借着“东亚文化之
都”的城市创建，进一步助力和深化
中日韩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为开拓
亚洲文化对话作出贡献，发挥好作为
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
交流合作基地的作用。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作为 2025
年“东亚文化之都”，将发挥澳门作
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优势，加
强国际人文艺术交流，并以“东西汇
流 亚洲融和”为主题，开展一系列
涵盖大型文化博览、国际会议、非遗
展演，以及文化、体育和旅游盛事等
的活动年计划。

中 日 韩 文 化 部 长 会 议 创 办 于
2007年，是三国重要的政府间协商机
制，由三国轮值举办，是三国密切文化
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

澳门当选 2025 年“东亚文化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