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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
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年我已经
3次到访广西。”台湾中华两岸企
业发展联合总会总会长、诺萨克
集团主席赵世聪在第二十届桂台
经贸文化合作论坛期间表示，广
西沿边沿海临港，将为台企台商
带来更多的投资机遇和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第二十届桂台经贸文化合作
论坛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举行。两岸嘉宾就支持推动桂
台产业合作以及科技、文旅等领
域 不 断 融 合 发 展 等 展 开 深 入
探讨。

抢抓融合发展机遇

广西是大陆与台湾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先
行省份之一。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已经成功
举办 20 届，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
发展的重要平台。

“电子、汽配、旅游、食品加工、现代特色
农业等 6 个鲜明特色的产业集群构成了桂台经
贸合作的亮丽风景。”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
谊会监事长黄明智称，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积极推动桂台产业合作，促进两岸融合
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蓝天立表示，
愿意与广大台胞台企携手抢抓发展机遇，进一
步提升经贸合作广度；坚持互利共赢，进一步
提升产业融合深度；以各类产业园区为重点载
体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业，
促进数字经济、汽车等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打造桂台文旅合作升级版。

目前，广西正大力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示范区，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
利地，让包括台商在内的各方面投资者安心、顺
心、信心、暖心。这种用心，赵世聪深深感受到
了。“我们集团决定抓住机遇，进一步落实与广
西在防城港的投资合作项目。”

携手开拓东盟市场

借着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举行的契机，多
位两岸媒体人走进位于南宁市的中国—东盟特色
商品汇聚中心。“我们中心非常重视与台企台商的
交往，充分利用广西独特的区位、平台、政策、资源
等优势，不定期开展商务和文化交流活动，希望越
来越多的台企台商通过汇聚中心到广西、到东盟
投资兴业。”中心副总经理李丹对记者们表示。

广西是大陆面向东盟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
蓝天立表示，两岸一定要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广西自由贸易试验
区等开放平台，共同做大面向东盟的经贸“蛋糕”。

从 2004 年开始，每年一届的中国—东盟博
览会在广西举行，搭建了推动中国和东盟双方
深化政治互信、扩大合作领域、促进全方位交
流的“南宁渠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企台
商通过“南宁渠道”开拓东盟大市场。

南宁台资企业协会会长陈辉鸿 7 年前到南
宁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看好广西的发展潜
力，将工厂从东部沿海城市迁至南宁。“第一代
台商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红利，第二代台商要在
更为激烈的竞争中寻找更适合发展的地方。”陈
辉鸿说，南宁市作为东博会的永久举办地，正
是理想之地，他的企业立足东博会这个平台在
积极发掘东盟商机。

希望更多台青扎根

2005 年以来，桂台两地通过每年举办桂台
经贸文化合作论坛，吸引越来越多台商台企登
陆八桂热土投资兴业，共享大陆发展机遇。

据统计，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注册登记涉
台经营主体超过 3800 家，累计投资逾 300 亿美
元，并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推出自治区惠
台利民 80 条措施。此外，桂台双向交流已延伸
到基层与民间各领域，双方参访交流累计超过
5000 万人次。

“不管是投资创业还是学习工作，到广西发
展都有好选择，希望更多台湾年轻人到广西扎
根。”台商杨旻伦说。2019 年，他经过多方考
察，在贺州创办了集茶叶种植、加工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农业公司。在当地台办等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公司茶园种植面积很快扩展到 2000
亩以上。通过欧盟认证后，他带动当地六堡茶

“出圈”“出彩”，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竞争
力，如今公司年产值超 5000 万元。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在论坛期间表
示，大陆将通过深化交流增进两岸同胞感情，通过
融合发展厚植两岸共同利益，持续为促进两岸经
济文化交流合作加大政策供给、加强制度保障，助
力台商台企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参与高质量发
展，更好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机遇与成果。

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搭建平台——

台商台企加速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
本报记者  任成琦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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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两地在文化、语言、习俗方面
都有着非常深厚的联结，这次活动不仅
是一次难得的团聚，更是让我们重温故
乡情谊、交流彼此生活的美好时刻。”台
湾福建省同乡会联合总会副总会长陈
守仁表示，两岸同胞要常来常往，积极
参与各领域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寻根闽山闽水，共话乡音乡情”
2024 年在台闽籍社团恳亲活动近日

在福建举办。6 天时间里，来自台湾
30 余家社团的约 50 名嘉宾走进福州、
泉州、莆田等地交流参访，并围绕亲
情乡情、根脉文化等话题展开研讨。

恳亲交流会上，两岸社团宗亲一
同观看了南音、木偶戏等传统文化展
演，了解两岸闽南历史文化的深厚联
结。“作为客家人，我始终铭记客家
祖训，虽然少小离家，但十分关注祖

国大陆的发展，并倍感自豪。”台北
市永定县同乡会荣誉理事长黄建兴表
示，两岸同胞同根、同种、同文，要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致力民
族复兴伟业，共圆中国梦。

“乡亲用好一家亲，闽台同心亲上
亲。”台湾张廖简交流协会理事长张国
琳表示，饮水思源、慎终追远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
故土，促进两岸同胞同心一致，共同造
福闽台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理事长
林铭聪向福建省台联捐献了珍贵的

“迁台记忆”文献资料。他表示，台
湾海峡的距离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
肉亲情。“这些珍贵文史资料是‘两
岸一家无法分割’的历史见证，也希
望广大乡亲能够提供更多、更精彩的
文史资料，把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
同文同宗、同属一个中国的见证守护
好。”林铭聪说。

活动期间，两岸嘉宾还前往福建

多地开展实地交流，参访莆田文峰天
后宫、泉州向金门供水工程等地，感
受传统根亲文化的源远流长，体悟祖
地文化的亲切与魅力，体验福建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位于泉州的中国闽台缘博物
馆，台胞们参观了泥塑彩绘郑成功坐
像、妈祖塑像等众多珍贵的涉台文
物，从地理、民族、文化等多角度感
悟两岸一脉相承、两岸一家亲的历史
事实和深厚情感。

“这是当时一些台湾读书人为了
反抗日本殖民者、保持汉文化而成立
的诗社。”展厅内，台湾明台高中前
校长林垂益望着台中栎社二十年题名
碑久久不舍离去。“中华文化是我们
的根源，我们是同祖同宗的，这是共
创未来的最好精神。”林垂益说。

在台闽籍社团恳亲活动由全国台
联指导，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福建省
台联联合主办。相关活动已成功举办
两届，有力推动了两岸民间往来。福建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台盟福建省委会
主委、福建省台联会长江尔雄表示，希
望在台闽籍社团继续发挥纽带作用，
扎根基层、联通两岸，共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推进闽台民间基层交流。
欢迎在台闽籍社团宗亲积极来闽投资
兴业，积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建设，携手合作共绘融合愿景。

福建举办在台闽籍社团恳亲活动——

寻根闽山闽水 共话乡音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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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天马光电子第
8.6 代新型显示面板生
产线项目二标段近日竣
工。该项目由中建八局
承 建 ， 总 投 资 330 亿
元，规划月产能 12 万
张玻璃基板，面向车载
显示、IT 显示、工业品
显示、手机显示等应用
市场。项目对加快打造
厦门电子信息万亿级产
业集群具有重要意义，
厦门也将由此成为覆盖
所有主流显示技术的高
新产业城市。  

鄢志鹏摄  

本报广州 11 月 11 日电 （记者
汪灵犀） 以“回望百年黄埔，坚定
反‘独’促统，共促民族复兴”为
主题的第十七届黄埔论坛，11 日在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的
黄埔军校旧址举办。黄埔军校同学会
理事及亲属代表，港澳台与海外黄埔
组织、同学及其亲属代表，有关专家
学者，各省（区、市）黄埔军校同学会
负责人等 200余人出席论坛。

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陈知庶
在致辞时表示，来到百年前黄埔军
校诞生之地举办本届论坛，很有意
义。他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西方反华势力变本加厉

“以台制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
“台独”立场，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
大肆宣扬“台独”谬论，肆意煽动
两岸对立对抗，造成两岸关系紧张
动荡。陈知庶号召海内外黄埔同学
及其亲属弘扬“爱国、革命”的黄
埔精神，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化育后人，引导青年一代坚
定中华文化自信、增进国家民族认
同；赓续“天下黄埔是一家”的黄
埔情缘，积极推动两岸交流，共享

发展机遇、共增利益福祉；胸怀中
华民族整体利益，坚定反“独”促
统，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海外
联谊会会长王曦表示，广东作为黄
埔军校诞生地和黄埔精神发源地，
更有条件、有责任传承和弘扬好黄
埔精神，筑牢海内外黄埔人的共同
历史记忆，为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
亲属共襄统一大业搭建平台。“广东
与台湾有着紧密的血缘、地缘、商
缘、文缘，是大陆与台湾经济文化
交流和人员往来最悠久、最活跃的
地区之一，诚挚希望更多台湾同胞
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共享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红利和广东高质
量发展成果。”王曦说。

论坛由黄埔军校同学会和广东
海外联谊会主办。论坛期间，与会
嘉宾围绕“加强两岸历史连接，共
促黄埔薪火赓续”“不忘先辈遗志，
勇担时代重任”“回望百年征程，坚
定反‘独’促统”三个主题进行了
研讨交流。开幕式及分论坛结束
后，嘉宾将分赴广东多地考察。

本报香港 11 月 11 日电 （记者
陈然） 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
办公室 11 日举办“重点企业伙伴签
约仪式”，欢迎新一批共 17 家重点
企业落户香港或扩展其在香港的
业务。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这标志着
香港朝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的目标又近一步。他强调，特区政
府与重点企业已建立互惠共生的伙
伴关系。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优
势独特，不仅是国际金融和创科中
心，更拥有世界级的大学和科研机
构、一流的专业服务，汇聚高端人
才，为企业开拓区域业务、进一步
布局全球带来支持。同时，重点企

业落户香港，将有助推动香港创科
生态圈更蓬勃发展。

当天签约的 17 家重点企业来自
中国内地、法国和美国，涵盖人工
智能与数据科学、生命健康科技、
金融科技及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
等产业，这些企业大部分将会在香
港设立全球或地区总部。

这些企业连同此前在港落户的
约 50 家企业，将在香港投资约 420 亿
港元，并创造逾 1.7 万个就业机会。在
投资香港的同时，也会积极带动其产
业链上、中、下游企业来到香港。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由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 2022 年施政报
告中宣布成立，旨在吸引全球具有
高潜力和代表性的重点企业来港。

本报电 （何雅洁） 由广东中华
文化学院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主
办、粤港澳大湾区专业知识人士联
盟协办的 2024 年港澳青年走进湾区
文化交流活动暨专题研修班 （总第
五期） 近日在广东举行，30 余名来
自粤港澳大湾区不同行业、不同领

域的青年学员参加。
本次研修班走访了迈瑞医疗、

大疆、美团、光明科学城等，通过
专题讲座、实地参观、专题研讨和跨
界拓展等形式，对粤港澳三地青年专
业人士进行湾区情怀、科技前沿和艺
术文化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助力港
澳青年专业人士逐梦大湾区。

本报常熟 11 月 11 日电 （曹妍）
“公望山水”两岸文化寻根之旅暨两
岸美术作品展 11 日在江苏省对台交
流基地——常熟东方红木家俱艺术
馆举行。两岸高校院所和相关行业
协会代表，以及两岸书画艺术家等
参加活动。

黄公望是“元四家”之首，其
代表作 《富春山居图》 被誉为中国
山水画的巅峰之作。作为黄公望主
题两岸文创设计大赛系列活动之
一，此次两岸书画交流展邀请两岸
书画家共同探访黄公望故里，探寻
其艺术创作的源泉，在切磋与交流
中相互了解，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
无穷魅力。

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古典清丽的

工笔画、苍劲有力的书法艺术……活
动现场，一系列优秀的艺术作品吸引
两岸嘉宾驻足欣赏。两岸书画艺术
家代表还现场挥毫泼墨，共同创作
书画作品，交流创作心得。

“每一幅作品宛如一扇窗户，让
我们可以看到两岸不同的风土人
情，也能看到共同的文化底蕴。”活
动主办方之一、东方红木家俱艺术
馆馆长姚向东表示，两岸书画艺术
家以书会友、以画交友、以文聚
友，笔墨丹青之间，两岸同根同源
的美好篇章跃然纸上。“希望两岸文
化寻根之旅和美术作品展能够成为
一种常态化的活动，以笔墨为媒、
以书画连心，让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在两岸之间不断深入。”他说。

第十七届黄埔论坛在广州举办

新一批17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

“公望山水”两岸文化寻根之旅在江苏常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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