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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台商论坛近日在江苏淮安举办，
约 180 名两岸嘉宾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 共建
台资集聚区”主题深入交流、洽谈合作。

“台商论坛是大陆唯一以‘台商’命名的论
坛，是两岸重要的经贸合作平台。”国台办经济
局局长张世宏在论坛上表示，大陆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活力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和稳定力量。“两岸融合发展势头不可逆转。我
们将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制度政
策，便利更多台商台胞来大陆参访交流、投资
兴业。”张世宏说。

共谋产业发展

张世宏介绍，今年上半年大陆新设台资企
业数量同比增长 9.2%，共批准设立台资企业
3715 家。“两岸经济合作已逾 30 年，但产业优
势互补的特点没有根本改变，台商投资大陆的
前景依然广阔。”他建议台商台企在集成电路、
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深化交流合作，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

与会台商纷纷表示，投资大陆的前景广阔。
“当前，大陆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广大台商要
抓住机遇，不要犹豫，赶快到大陆投资，积极开拓
内销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国台企联常务副
会长、运时通控股集团董事长陈燕木说。

在主论坛演讲环节，两岸嘉宾围绕台商如
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台企如何更好融入大陆市
场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随后，汽车零部件产
业研讨对接会、能源设备制造产业研讨对接会、
电子信息产业研讨对接会 3个分论坛同步举办。

在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的汽车零部
件产业研讨对接会上，现场签约 6 个产业项目，
8 家企业进行产业对接签约。“我们期望与广大
台商朋友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合作交流，
大力推进产业链深度融合，携手拓展汽车零部
件产业市场空间。”淮安市委常委、经济技术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徐子佳说。

点赞贴心服务

“我来过淮安许多次，也参加过很多届台商
论坛，这里的营商环境非常棒。”在论坛上，陈
燕木表达了对淮安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做好政
务服务的肯定。2023 年 5 月，运时通控股集团
在淮安开设工厂，目前项目正在快速推进。“这

得益于淮安周到的 101% 服务，让我们扎根大陆
发展的信心更足。”陈燕木认为，淮安亲商安商
富商的环境、对台商的贴心服务，给了台商在
淮投资很大的信心。

连续多年参加台商论坛的南宝树脂集团大
陆区董事长孙德聪同样对淮安优良的营商环境、
高效热情的服务印象深刻。“2020 年，我与淮安

‘云签约’，当年就实现项目竣工投产，让我对在
淮安发展充满信心。2023 年 11 月，我又签约了总
投资 1.5 亿美元的南宝碳纤维新材料生产项目。”
孙德聪说，希望广大台商朋友抢抓机遇、乘势
而上，多来淮安投资合作，共同拓展大陆市场。

近年来，淮安创新打造对台“101% 服务”
品牌和“一站即成”实体化台商台胞服务中心，
建立健全联动服务机制 10 余个，为来淮台商提
供投资兴业、子女教育、人文关怀等贴心服务，
截至目前累计解决台商台胞求助事项逾 2000
项。同时，出台 《“十四五”台资重点产业发
展行动方案》 等政策措施，支持台资企业在地
深耕发展。

合作成果丰硕

本届论坛现场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共签
约项目 31 个，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汽车及零部件、纤维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
产业。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淮安累计设立台资
项目近 1500 个，总投资超 240 亿美元，实际利
用台资 70 多亿美元，形成“千家台企落户、千
亿产值贡献、千名台商汇聚”的良好局面。

2004 年，旺旺集团正式在淮安投资设立
食品生产基地，此后多次追加投资。旺旺集
团总经理蔡旺庭认为，旺旺在淮安的快速发
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优良的营
商环境。面对新形势，集团积极响应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号召，加大研发投入，推出了更
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希望有更多台
商台企和我们一起在淮安投资兴业、携手共
进。”蔡旺庭说。

“台商论坛特色鲜明、影响力强，已经成为
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必将助力企业更好
更快发展。”江苏昆山篙陵兴金属有限公司总经
理萧世杰说。

当前，淮安正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精密
机械、绿色食品、现代农业等产业，不断加大
对台经贸合作力度。“我们将进一步支持淮安
台资集聚示范区建设和淮昆台资经济协同发
展，吸引更多台商朋友走进江苏、投资江苏、
扎根江苏。”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张乐夫在论坛
上说。

两岸嘉宾台商论坛共话合作——

“扎根大陆发展信心更足”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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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岛东部海滨，香港抗战及海防
博物馆依山而立，俯瞰着宁静的维
港。从山顶到山脚，军事设施遗迹密
集分布。这片始建于 1887 年的海防
要塞，在褪去军事功能多年后，被赋
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新的使命。

日前，由香港海防博物馆改设而
来的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正式揭
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
说，该馆将成为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
重要基地之一，让包括香港青少年在
内的广大市民认识体会艰苦的抗战岁
月和抗日英烈的贡献。

观众深受震撼

新博物馆开放后的某个周末，雨
过天晴，位于山顶堡垒的主展馆已聚
集了不少观众。下午 2 点 15 分，义务
导赏员周小姐准时来到展馆大厅，为
现场观众提供免费导赏。

“英国为什么要发动对清政府的

战争？就因为它，鸦片！”在一台摆
放有鸦片烟具的展柜前，周小姐将

《南京条约》 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
从“不平等条约与香港割占”到“中
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在十多个
常设展厅内，她总能将展品、图片与
背后的故事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尤
其是在介绍抗战相关内容时，她讲述
的外婆亲身经历令闻者深受震撼。

1941 年 12 月初，日军进攻香港。
港英政府抵抗 18 天后举白旗投降，香
港随后陷入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黑
暗岁月”。“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香
港人口从战前的 160 万减少到不足 60
万。”周小姐说，想起幼年时听外婆描
述的日军暴行，至今仍觉心惊。

此次改设后，博物馆增加了大量
抗日战争相关内容，设有“声影说抗
战”“日军侵华”“日军侵港”和“抗日游
击队与敌后活动”4 个抗战主题展厅，
特别推出了专题展览“携手抗敌：东江

纵队在深港地区的抗战活动”。

真实还原历史

玻璃展柜中，简朴的条纹布包、
破旧的灰色毛毯和斑驳的手枪等港九
大队当年使用的物品格外引人注目。
作为博物馆首个专题展览，“携手抗
敌：东江纵队在深港地区的抗战活
动”通过众多珍贵展品及历史图片影
像，真实还原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
队在香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形象。

“香港沦陷期间，港九大队是香
港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终坚持抗
战的武装力量。”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
馆顾问、香港地方志中心总编辑刘智
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场展出的
文献及纪念展品包括：东江纵队出版
的机关报《前进报》（复制品）、1938 年
11 月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期《大地画
报》，以及由漫画家丁聪创作的《东江
百日杂忆》漫画图片和港九大队老战

士林珍借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纪念章，还有老战士们亲
述当年战事的珍贵口述历史记录。其
中，不少展品是由内地来港展出。

为筹备改设后的抗战专题展览，
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正进行为期一
年的“抗战文物征集行动”，鼓励市民
捐赠游击队队员用品、文件等抗战相
关文物。

加强爱国教育

当日导赏结束后，周小姐又独自
一人来到了“携手抗敌：东江纵队在深
港地区的抗战活动”专题展厅，细细阅
读展板上的内容。“有些新的资料没有
那么熟，要多温习几遍才能讲好。”周
小姐表示，他们这一代人读书时，香港
和国家近代史学得很少，她是做了导
赏员后才开始恶补相关知识。

近些年，香港不断加强历史教育
和国民教育——将中国历史与中华文
化相关内容纳入小学常识科课程；中
国历史科设置为初中独立必修科目；
高中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紧扣国
家发展……

“现在提问的时候，年轻人反而
能够回答得更快更准确，说明学校在
历史教育方面有了很大改善。”周小
姐感慨道。

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

普及抗战历史 弘扬爱国精神
本报记者  冯学知

近日，位于广
东广州的广州国际
文化中心大楼主体
结构全面封顶。广
州国际文化中心以
文化交流为主体，
集商业配套、商务
办公、艺术展览、
文化交流、教育科
普、文化娱乐等多
功能于一体，力争
成为国际文化企业
总部新集群、粤港
澳大湾区文化创意
新高地、广州城市
文化新标杆。

吕华当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
9 日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国际贸
易谈判副代表李詠箑当天与香港特
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香港共
同签署 《关于修订〈《内地与香港关
于 建 立 更 紧 密 经 贸 关 系 的 安 排》

（CEPA） 服 务 贸 易 协 议〉的 协 议
二》。该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
将于 2025 年 3月 1日起正式实施。

此次修订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
挥作用机制的重要举措。这也是继
2019 年首次修订后，对 《CEPA 服
务贸易协议》 的再次修订，将进一

步深化两地经贸交流合作，为香港
拼经济、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支
持香港由治及兴发展，更好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

此次修订结合了香港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和业界的诉求，在金融、
电信、建筑、旅游等领域，进一步
降低或取消对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准
入门槛，便利其在内地就业执业；
部分开放措施将在大湾区率先实
施，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机制
对接、规则衔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
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尹宗华等
见证了签署仪式。

本报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柴
逸扉） 针对蔡英文将于近日窜访捷
克等欧洲国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 9 日答记者问表示，民进党当
局打着各种幌子进行“台独”分裂活
动，欺骗国际社会。无论他们说什么、
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

分的事实，改变不了“台独”是绝路的
命运，无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
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我们敦促有关国
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处理台湾
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
信号，不为其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
供任何平台。

本报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任
成琦） 针对赖清德日前抛出“祖国
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8 日
答记者问表示，赖清德的说法偷换
概念、混淆是非，通过突出两岸政
治分歧、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联结，
继续兜售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
钳制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民族认
同。赖清德新瓶装旧酒的“台独”谬
论，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立
场和升高敌意对抗的险恶用心。

有记者问：赖清德日前在台北
参加某活动时声称，“就年纪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中
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中华民
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5 岁以上
民众的祖国”，“如果有人要祝贺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切勿用祖
国两字”。这番“祖国论”在岛内引
发争议，遭到各界批评。对此有何
评论？朱凤莲作上述回应。

朱凤莲指出，台湾是中国的神
圣领土，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

清楚。1945 年 10 月 25 日，中国政
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华
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
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
替，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没
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
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
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朱凤莲指出，尽管海峡两岸尚
未完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
未分割、也不容分割，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
不容改变。无论赖清德抛出什么样
的“历史悖论”“台独怪谈”，都改
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
实，扼杀不了台湾同胞的祖国意
识。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充分认清赖
清德当局的谋“独”伎俩，坚决反
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
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切实维护
台海和平稳定及自身安全福祉。

本报湖州电 （孙蒙）“两岸一家
亲 2024人大代表与在湖台胞携手同
行活动”近日在浙江湖州举行。活动
中，台湾青年走进湖州市南浔区善琏
镇人大代表联络站，聚焦“一起同行”
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监督服务活
动，聆听人大代表的履职情况介绍，近
距离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和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湖州的生动实践。

在人大代表与在湖台青“一对
一”结对仪式上，10 名台湾青年与
同行业类别、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
人大代表结对签名。挂满结对名单

的“同心树”如同家庭树，象征着
两岸同胞的深厚情谊。

湖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孙贤龙表示，此次活动既是推
动湖台融合发展的创新之举，也是
深化两岸同胞情谊的有效载体。台
青工作、生活在湖州，就是湖州的
一分子，人大代表理应给予关心与
帮助，为台青在湖发展提供更多机
遇、创造更好条件、开辟更广空
间。希望更多台青与湖州双向奔赴、
互相成就，讲好“两岸一家亲”的
生动故事，做好融合发展的大文章。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聚焦三坊七巷、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活化
利用，积极推广非遗展演、沉浸式体验、元宇宙科技展等新形式新业态，促进
文旅经济发展。图为近日在鼓楼区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小朋友正在体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茉莉花茶制作技艺。 谢贵明摄（人民视觉）  

内地与香港签署《关于修订〈CEPA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二》

国台办：

敦 促 有 关 国 家 恪 守 一 个 中 国 原 则 ，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国台办：

赖清德“祖国论”系新瓶装旧酒的“台独”谬论

浙江湖州举办人大代表与台胞携手同行活动

据新华社香港 10 月 9 日电  香
港特区政府 9 日宣布，正式命名香
港首间中医医院为“香港中医医
院”，并公布该院院徽。香港特区政
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设
立香港中医医院是香港决心推动中
医药发展的里程碑，政府正全速推
展各项开院筹备工作，以期该院从
明年年底起分阶段投入服务。

位于将军澳百胜角路一号的香
港中医医院采用公私营协作模式，
由特区政府全资兴建。特区政府在
2021 年通过招标程序委托香港浸会
大学作为承办机构，香港浸会大学
按服务契约的要求，于同年成立一
所担保有限公司 （即浸大中医医院
有限公司） 作为营运机构，负责该
院的管理、营运及保养。

香港首间中医医院正式命名为“香港中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