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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台湾问题专家近日接受采访时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所作十九大报告中
的对台内容论述精辟、意义重大，充分
彰显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战略自信、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的战略定力和对“台独”
分裂零容忍的坚定意志，为新时期对台
工作和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立场鲜明 原则明确

“十九大报告的对台论述高屋建
瓴，方向明确，全面系统，重点突出，
体现了继承性、创新性和前瞻性。报告
精辟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实践，
从战略全局高度就对台工作做出部署，
是指导新时期对台工作的行动指南，也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
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准确领会、
有效落实、积极推进。”中国社科院台
湾研究所副所长朱卫东说，报告阐述了
推进祖国统一与实现民族复兴的辩证关
系，揭示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然要求。

上海台研所副所长倪永杰表示，十
九大报告提出十四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坚持

‘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位列其中，
体现了对台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总体布
局中的突出位置。报告中的对台内容提
纲挈领、重点突出，意涵丰富而深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认
为，十九大报告对台内容表明，大陆对

台大政方针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稳定
性，已相当成熟。民进党当局在两岸关
系问题上采取战术性拖延和干扰，根本
无法撼动大陆的战略布局。

“十九大报告关于对台政策的论述
回应了各界关切，给出十分清晰的答
案：大陆对台工作目标不变、方向不
变、路径不变。”全国台研会副秘书长
严峻表示，报告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
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指出“承认

‘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
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
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
碍”，既立场鲜明、原则明确，又展现
了极大的善意与诚意。其中的“任何政
党”，当然包括民进党。

划出红线 掷地有声

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有坚定的
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
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允许
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
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
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朱卫东对记者
说，这一宣示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在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划出清晰红
线，充分表明大陆方面对“台独”零容
忍的鲜明立场和严正态度。

“这是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
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也体现了大国

领袖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战略自信、战
略定力与历史担当。”朱卫东说，民进
党当局曾幻想大陆在原则问题上有所妥
协，十九大报告对这种痴心妄想是一记
当头棒喝。大陆方面已释放清晰而强烈
的权威信号，台湾当局不要继续误读、
误判。

严峻表示，报告对“台独”发出了
严正警告，“六个任何”措辞强而有
力，将对“台独”分裂势力产生强大震
慑。“这一政策内涵值得民进党当局认
真领会，切莫在‘台独’道路上越走越
远，更不要越雷池一步。”

“报告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
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这一
论述对全体中华儿女具有强大的感召
力，将进一步凝聚起反对‘台独’分
裂、追求祖国统一的民族意志。”倪永
杰说。

增进福祉 真心实意

多位专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所
作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促进两岸各领
域交流合作的重大政策举措，体现了

“两岸一家亲”理念和为台湾同胞谋福
祉、办实事的真心实意，对增进两岸
同胞亲情福祉、增强对两岸命运共同
体的认知、形成共谋民族复兴合力具
有重大意义。

朱卫东指出，报告对台内容贯穿

“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的主线，
体现了习近平对两岸关系大势潮流和
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报告中“尊重
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
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
发展的机遇”“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
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
同胞同等的待遇”等政策宣示，将大
陆一直倡导的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落
到实处，充分表达了对台湾同胞的切
实关心和真诚善意。

严峻表示，报告对台内容指明了今
后的工作方向，标定了反“台独”和促交
流两大工作重点，反映了大陆对台方针
政策的延续性、一贯性。报告重申“两岸
一家亲”理念，提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增进同胞亲情福祉的政策举措，展现了
大陆方面的真情实意与美好愿望，传达
的善意和诚意值得台湾同胞信赖。

刘国深认为，报告对台内容表明了
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良好愿
望，相关政策宣示务实亲民，向台湾民
众表达了温情的关怀。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国家统一研究
中心副主任王英津表示，报告对台内容
体现了习近平关于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
合发展的重要思想，反映了大陆方面愿
与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为台湾同胞
谋福祉办实事的真心实意。可以预见，
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将成为促进
两岸和平统一的新路径和新进程。

（综合新华社电）

“你是什么时候上岛的？”上世纪90年代
初，这句在海南岛创业台商间的简单问候，
成了遍布大陆的“上岛咖啡”连锁店的命名
由来。

1987年，两岸开放交流，愈来愈多台商
来到大陆创业经商。与台湾气候相似、人文
相近的海南，成为不少台商的喜爱之地。早
期到海南的台商多创办酒店、餐饮店或从事
农业种植。

海南台资企业协会会长江裕昌是1991年
“上岛”的，从投资小生意做起，1997年他创
办的首家“上岛咖啡”在海口正式开业。

“当时海南人喝咖啡大多是在老爸茶店
里，上岛咖啡如此上档次的装修，可以说是
大陆首家。”在两岸间往返多年，江裕昌对两
岸交流的深入、通关的便捷感触颇深：“过去
出入境要填写繁冗的表格，后来这些表格越
来越精简，台胞证也从纸本向芯片卡发展，
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

江裕昌认为，如今海南发展“软件”很
好，环岛高铁、高速公路网等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越来越全面，汇聚众多高星级酒店，
对台湾青年来说势必有很大吸引力。“目前琼
台两岛在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十分
频繁，但还需要更多青年人之间的交流。”

已成立25年的海南台资企业协会，在今
年 2 月成立了青年委员会，冀望鼓励更多台
湾青年、台商二代到海南来创业就业，帮助

他们在海南落地生根。
熙熙攘攘的海口泰龙城小吃街，成为台

湾青年集聚创业的一个缩影：百余米的长
廊，汇聚了 150 多家大大小小的店面，其中
台湾小吃就有10多家，形成了小吃街的一道
独特风景。

作为老一代“闯海”台商，泰龙城的创
办人许清朝的愿望是吸引更多台湾青年来海
南创业就业。

1987年，已在泰国开设工厂的许清朝来
到海口，希望将此地作为往返泰国和台湾的
中转站。1989年，许清朝在海口购置了一块
土地，1992年兴建起大型购物中心泰龙城。

“之所以把它叫作泰龙城，是因为我有在
泰国创业，而且我们中国人都自称‘龙的传
人’嘛。”许清朝说，他的妻子吴锦琼 2002
年来到海南。当时，泰龙城的商户们吃饭是
个问题。吴锦琼便自己下厨，利用泰龙城的
一间铺面做快餐，主打海南著名的“文昌
鸡”，并取名“五星鸡饭店”，这成为泰龙城
发展小吃街的契机。

从2009年开始，许清朝在台湾四处“招
揽”青年人来海口创业。2016年，在小吃街
创业的台湾青年有 20多人。今年 5月，泰龙
城获海南省台办授牌，成为海南首家“海峡
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基地”。

“更多台湾青年人来到大陆，对这边有更
多了解，减少文化冲突和打破隔阂。”许清朝

说，“但毕竟是背井离乡，能坚持下来的人并
不多。争取明年在泰龙城创业的台湾青年接
近50个。”

今年61岁的廖基全1988年从台湾来到大
陆，1990年在广州、杭州、北京等地从事进
口汽车配件贸易，2009年来到海口，转行在
泰龙城开了一家鲜榨果汁店，成为此地坚持
最久的创业者。曾在新加坡求学的儿子廖信
瀚也在他的号召下，到海口经商。

廖基全说，选择到大陆经商是“因为
两 岸 同 文 同 宗 ， 语 言 相 通 ， 也 不 容 易 受
骗。到海南来，也是因为这里人不排外，
人也友善”。

来自高雄的唐瑞祥今年9月底刚与泰龙城
签约，与友人合资租赁一间铺面经营台湾特色
小吃——香肠和蚵仔煎，到海南创业不仅因为
他刚娶了一位海南黎族姑娘为妻，还因为“海南
做台湾小吃的很少，所以是个很好的商机”。

对于台商如何在海南持续发展，江裕昌
有更长远的想法，“我们希望向政府申请一片
土地设立园区，吸引台商们聚集，实实在在
地落地一个好项目。也让新一代台湾青年到
海南后，看到发展的希望。”

目前，江裕昌正在推动“上岛美丽乡村
台湾文化城”项目在海口落地，打造投资达
37 亿元人民币的“田园综合体”，在谋划

“农业+旅游”融合发展的同时，也帮助当地
农民脱贫致富。

“吉港旅游交流周”
近 日 在 香 港 拉 开 序 幕 。
在当日举行的“吉港两
地 旅 游 推 介 交 流 会 ”
上，吉林省旅游发展委
员会推出“冰雪令”，针
对港澳台游客及旅游机
构 推 出 一 系 列 优 惠 措
施。图为来自吉林的演
员在推介会上表演舞蹈。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据新华社香港10月21日电（记者周雪婷） 香港特
区政府21日在礼宾府举行2017年度勋衔颁授典礼，特
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颁授勋衔及奖状予出席的312名受
勋人士。其中，10人获颁大紫荆勋章，25人获颁金紫
荆星章，35人获颁银紫荆星章，66人获铜紫荆星章，1
人获追授金英勇勋章。

在受勋人士中，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
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获颁大紫荆勋
章；2017年初因拯救行山人士时殉职的消防队员邱少
明，获追授金英勇勋章。

2017 年度授勋名单已于今年 6 月 30 日公布，共有
331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嘉奖，表彰他们对香港作
出的重要贡献。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的还包括金
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李国
章、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罗范椒芬、行政会议
成员叶国谦、贸易发展局主席罗康瑞，以及在教育及
社会服务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家郑家纯、商界翘楚及
慈善家戴德丰、在推动香港航空业和贸易发展方面表
现卓越的苏泽光、多年热心参与社会服务的企业家陈
启宗。

上任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吴克俭、食物及卫生局
局长高永文、前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等25人获颁金紫
荆星章。

体育界方面，香港台球代表吴安仪和香港自行车
代表李慧诗获颁铜紫荆星章。

此外，有 42 人接受纪律部队及廉政公署荣誉奖
章，58人接受荣誉勋章，43人接受行政长官社区服务
奖状和19人接受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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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10月21日电 （记者
张玉洁） 香港投资推广署助理署长何兆
康日前在长沙接受记者采访透露，在泛珠
区域协作大背景下，香港将进一步加强与
湖南合作，为赴港投资湘企提供更多便利
服务，未来湘企赴港投资可直接通过香港
投资推广署开展免费对接落地。

湘港两地同处泛珠三角区域，一直
以来香港都是湖南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
和主要外资来源地。长沙海关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湖南对香港双边贸

易额为 259.1 亿元人民币，增长 61.4%，
香港为湖南最大贸易伙伴。目前，香港
在湘投资企业超过 9000 家；截至今年 6
月，湖南在港共设立企业 278 家，合同
投资总额44.10亿美元。

“湖南与香港可以并肩合作，缔造商
机，共尝成果。”何兆康说，湖南省“十三
五”规划强调加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全
面提升与港澳台地区的交流合作。

香港投资推广署成立于2000年，办
事处遍布世界29个主要商业城市。

据新华社厦门10月 21日电 （记者付敏） 21 日，
在厦门市闽南大戏院主办的“两岸剧院管理及运营交
流对话”上，两岸剧院业者表示，期待加强合作共谋
创新发展，打造两岸艺术生态圈。

本次对话聚集了来自台湾表演艺术中心、台湾音
乐时代剧场、厦门沧江剧院、福建省歌舞剧院、莆田
莆仙大剧院、龙岩市汉剧传习中心、厦门歌舞剧院、
厦门市南乐团、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等两岸剧院业者
代表。代表们分享了各自在剧院运营管理上的经验，
探讨两岸剧院行业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闽南地区的莆仙戏、高甲戏等传统戏剧都在两厅
院演出，这让台湾观众更加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台湾
表演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李惠美说。

台湾表演艺术中心运营的台湾两厅院自 1987年开
始运营以来，逐渐成为两岸艺术交流的平台。

“近年来，福建很多本土院团都在尝试和台湾院团
合作，打造了多部精彩剧目，将受众扩大到海峡两岸
以及华人圈，取得不错的传播效果。”李惠美说，“两
岸剧院应携手合作，利用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
作，开拓整个华人市场。”

台湾音乐时代剧场艺术总监杨忠衡认为，两岸剧
院的发展需要加强剧院管理人才的培养。“两岸剧院可
以为双方从事艺术教育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让他们
了解不同剧院的运营管理模式；同时，两岸剧院还可
以扶持本地艺术高校和青年艺术家的舞台创作，将双
方的演出带到对方剧院。”他说。

闽南大戏院常务副总经理罗艳建议，福建和台湾
的剧院可以先行先试，组建“闽台剧院联盟”。“福建
和台湾风俗相近，语言相通。希望两地的原创演出可
以带到对方的剧场，也可以轮流在各自剧院进行闽台
剧目展演。”罗艳说。

据了解，本次对话是 2017年两岸艺术节的组成活
动之一。两岸艺术节期间，闽南大戏院将陆续上演

《稻禾》《勇者之剑》《长河》《山海经传》 等多部台湾
剧目。

两岸剧院业者：

期待打造两岸艺术生态圈

“冰雪令”吸引

港澳台游客

首 届 海 峡 仲 裁 论 坛 举 行

香港投资推广署为赴港湘企服务

据新华社福州10月20日电 （记者
宓盈婷、李慧颖） 20 日下午，首届海峡
仲裁论坛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举行。
本届论坛以“化解经贸争议 促进融合
发展”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的200余位仲裁法律界人士参加。

海峡两岸仲裁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致辞说，平潭在两岸交流中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落地平潭的海峡两岸仲裁
中心成立至今，已建立了涉台、涉自贸区
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机制以及涉台、涉
自贸区法律查明机制。目前，第一个台湾
法律查明案件已经完成，意味着相关机
制运转顺畅并取得了零的突破。今后，海
峡两岸仲裁中心将在推进两岸经贸合作
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方面，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国际化、专业化的仲裁服务。

海峡两岸仲裁中心于 2015 年成立，

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通过仲裁方式和
调解或其他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解决
当事人约定由仲裁中心管辖的民商事

（包括海事） 合同和其他财产权益纠
纷。目前，中心已聘请近 200 名资深法
律人士担任仲裁员，其中台湾仲裁员25
名、港澳地区仲裁员24名。

台湾中华仲裁协会名誉理事长李念
祖表示，希望依托海峡两岸仲裁中心这
一基地以及海峡仲裁论坛的平台，汇聚
两岸仲裁法律界精英，共同做好仲裁服
务，提高企业对仲裁、调解的认识。

论坛期间，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宣布聘任 6 名港澳台专家作为区法律专
家顾问，并为受聘专家现场颁发了聘书。

本届论坛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海峡两岸仲裁中心、福建省贸
促会等共同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