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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特长别忘弥补短板

林郑月娥在论坛上透露，香
港参与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
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年底可望
跨出重要一步。香港特区政府与
国家发改委就“一带一路”的合
作协议文本已备妥，有望年底正
式签订，而粤港澳三地政府正就
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制定规划，
估计明年初完成。

她提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将让区内创科合作更加紧密，期
望香港的研发机构可以充分利用
大湾区的资源和优势。科技创新
是本届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之
一。林郑月娥此前就在施政纲领
中提到，香港在创新科技和创意
产业具有特殊优势，相信香港能
够在科技“一带一路”中发挥重
要的桥梁作用。

香港创科局局长杨伟雄在论
坛上指出，在“一带一路”与粤
港澳大湾区等重要倡议、政策及
规划支持下，现在正是香港全力

发展创科的最佳时机。林郑月娥
也在论坛上再次强调，将本地研
发开支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
率，由目前的 0.73%倍升至 1.5%，
大约每年450亿港元。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
克强表示，香港科研技术强大，
但成果商业化能力不足，大湾区
建设有望弥补短板。在华润集团
董事长傅育宁看来，香港创业成
本高，若要在发展科创产业过程
中取得成功，须在创新、产业以
及市场等三方面成功结合。他期
望借助引入科技人才，产生更多
成果、推动香港经济进步之余，
更透过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为香
港年轻人提供实现梦想的平台。

各自精彩不如美美与共

白春礼在论坛致辞时指出，
粤港澳大湾区背靠内地、面向南
海，经济实力雄厚，区位优势明
显，是“一带一路”倡议支撑
点，是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
重要保障。香港在专业服务、人

才培养、科技创新、创意产业等
方面具有深厚的积累和明显的优
势，中科院物理、化学、环境与
生态学等一系列学科整体水平已
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双方可优势
互补、共谋合作。中科院将集合
全院优势资源力量，全方位参与
粤港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香港创科企业商汤科技联合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立认为，
人才是科研最重要资源，香港首
先要做到大湾区创科人才自由流
通，之后做到资金、业务自由流
通，才能真正形成研究、技术、
生产、市场无缝连接的完美创科
生态链。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院长樊建平表示，逐步落实的河
套区港深创科中心，最有希望成
为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基础，
可以围绕河套直至屯门集中创科
产业，形成一个大湾区的“硅
谷”。国家开发银行香港分行行长
韩宝兴表示，资本投入是推动创科
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开行将以直接
投资、贷款和债券等各种形式，全
力支持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

独行者速，众行者远。深圳
宝安区区委书记姚任在论坛上表
示，两地政、商、学要形成长期
互联互动机制，大湾区创科中心
的建设才能事半功倍。他强调，
在融入大湾区过程中，香港不只
要“拥抱落马洲”，更要“拥抱内
地”。他说，大湾区内长期互动不
足，这将对区内发展创新科技构
成挑战，故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之际，首先更应做好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

产研结合才是制胜之道

论坛上，香港科技园与中科
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共

同在港建设“国科绿色发展国际
实验室”。中科院旗下国科创新公
司总经理蒋磊介绍说，该实验室
以香港为窗口和节点，促进国际
技术转移合作和跨境创新孵化，
助力科技“一带一路”建设和粤
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国科创新还将联合香港科技园、
香港金融数据技术公司等合作伙
伴，筹备设立科技“一带一路”
创新产业基金，作为国际实验室
的配套投资平台。

香港科技园董事会主席罗范
椒芬表示，这是一个国际交流、
技术开发和技术转移、项目投资
和人才培育的平台，双方将积极
引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金融
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
优秀项目，加速国内外创新科技
成果的转移转化。

傅育宁演讲时表示，华润集
团十分支持港深合作成立国际创
科中心，有助学、企连手，共拓
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庞大市
场。在创科大潮前，华润积极利
用高科技升级优化，与两地学界
建立合作机制，支持与本集团主
营项目有关的科研成果市场化，
包括支持香港科技大学一个商场
管理人工智能系统和图像识别系
统等。

白春礼介绍，截至目前中科
院已经与香港 6 所大学共建了 22
个联合实验室。展望未来，希望
双方继续加强协同创新、力争产
出一批有显示度的重大创新成果。

《香港商报》的评论指出，香港有条
件发展成为科学研究中心、科技协
同中心、科技服务中心。而要实现
这一愿景，最好的路径就是要两地
充分合作，互补短长，一起发
力。只要能够真正发挥优势，携
手内地，香港创科就可抓住机
遇，大有可为，前景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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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5日电（记者张盼）
《土气变神气：打造“一带一路”中的
一乡一品》 新书发表会近日在北京举
办。本书作者程湘如是顽石文创开发顾
问公司创办人暨创意总监，投入设计文
创领域多年，积极为台湾传统产业寻找
出路，参与陶瓷、玻璃、竹器、漆器、
刺绣等产业教育及辅导顾问，并于2007
年将公司转型为文创开发顾问公司，导
向生活创意商品的开发、品牌诊断辅

导、文创教育等服务。2011 年带领团
队，投入自创品牌“许愿瓷”的商品设
计开发，希望能为华人传统文化，注入
活水与翻转新局。

《土气变神气：打造“一带一路”
中的一乡一品》 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
版，程湘如在书中主要阐述了如何启
动农会、小农、偏乡、在地以及生态
文化的地心引力，结合上中下游产业
链，量身接地气，成功打造一乡一特

色的产业文创lP。
程湘如在活动现场围绕“文化寻

根”主题表达看法，针对“土产如何华
丽转身”、“穷乡如何翻转生机”、“‘一
带一路’如何扎根”、“打造文化宝藏
链”、“打造旅创心地图”等进行深入分
析，并结合自身经验，讲解文创的意义
与重要性，详细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创设
计的理念。

本次活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主办。
中央编译出版社副总编辑贾宇琰、艾肯
机构创办人许蓓龄、文艺界人士及读者
到场参与。

台湾设计名家新书在京发布台湾设计名家新书在京发布

推动科技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中国科学院与香港科技园合办的科技“一带一路”

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论坛近日在香港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与来自科技界、金融界、企业界和媒体的300余名代表与会，并见证了主办方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科技创新

香港与内地合作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有历史感的老街区怎么保护、开发？最近
新兴的特色小镇怎么建设、运营？这些有关

“乡土文化守护与传承”的课题不仅大陆很关
注，台湾也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在两岸开启交
流 30 年之际，两岸相关专家学者齐聚河南南
阳，参加首届海峡两岸乡土文化论坛，就乡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议题共话经验、共享成果。

传统文化仍闪光

亲亲尊尊的宗族伦理、代代传承的独特文
化、互帮互助的社会道义、尽心尽责的乡土责
任……在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看来，传统乡
土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
今的两岸社会仍然有其价值。“两岸应坚定文化
自信，积极传承乡土文化，深入发掘乡土文化
的价值精髓。”方铭说。

在重视人情往来的台湾社会，传统文化更
是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台湾学者表示，两岸
中国人共同拥有悠久的文化，这是两岸中国人
的共同宝藏。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乡土文化
的内涵与特征，探讨了现代化条件下如何更好
挖掘与保护两岸乡土文化，并从实践出发，分
享了台北大稻埕、台南无米乐等案例。

老旧乡村扮新颜

如今，两岸农村都不同程度地面临凋敝甚
至消失的问题。如何为乡村注入活力？如何让
乡村的新生代愿意留下来？与会的150余名两岸
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研讨交流。

台湾社区规划师、创新人文农村讲师与评审
委员黄永全介绍说，近年台湾经济不
景气，外加社会老龄化，一些农业县市
一蹶不振，已经到了必须转型才能生
存的境况。“要让在中北部发展的离乡
游子愿意返回故乡，为老旧的乡村打
造生气蓬勃的新面貌。”黄永全说。

具体该怎么做？台湾京典传承文
创事业执行长李宛平认为，文化创意
产业是一条可行路径，寺庙、宗祠、
地方小吃、土特产品、手工艺、庙
会、节庆、生活礼俗等元素都可以被
挖掘出来。“比如台湾高雄的美浓文
化小镇，是客家人的传统聚落。美

浓把客家文化、手工艺、饮食重新包装，打造
出特有的观光和休闲地，吸引大量都市中的年
轻人返乡。”

大陆各地也在进行相关探索，以乡土文化
为引领，现代农庄、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等
逐渐崛起。上海赛博旅游文创集团总裁谢翅分
享了江苏无锡灵山小镇拈花湾的案例。在相对
饱和的华东旅游市场上，这个乡村小镇以禅意
主题的定位，通过“心灵度假”的方式契合了

“逃离都市”人群的需求，也为当地村民增收带
来了新的方式。

两岸携手注活力

让农村留住乡韵、记住乡愁——这是与会
两岸专家的共同期待。两岸专家表示，乡土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不是单向的怀旧和复古，它
指向的是现代和未来。乡土文化的传承、发展
和繁荣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有助于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两岸业界应凝
聚共识，抓住契机，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为两岸乡村建设注入新活力。

台湾在乡土文化传承、乡村环境保护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对于大陆正在展开
的美丽乡村建设，有很好的借鉴和示范作用。

“目前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时代，两岸更应
多加交流，分享彼此的思考。”台湾淡江大学教
授陈建安说。他建议要多鼓励青年参与，“营造
青年与乡土文化的融洽氛围，培养其对乡土的
认同感，这种文化自信的养成，才是乡土文化
保存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因素。”

两岸共同守护乡土文化
雷 蕾

两岸共同守护乡土文化
雷 蕾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
十次全盟代表大会暨纪念台盟成立七十周年大会12
月 5 日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会见与
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

贺词说，过去的 5 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
史性变革的 5 年，也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蓬
勃发展的5年。5年来，台盟围绕国家发展大局，立
足两岸关系发展大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
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共中央科学决
策、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搭建两岸交流合作
平台，为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同胞心灵契合作出了
重要贡献。

贺词指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需要包括统一战线
广大成员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奋
斗。中国共产党将按照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坚持
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定不移支持民主党派按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把多
党合作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
国统一战线，画出共同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

贺词说，希望台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
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深化政治交接，传承
优良传统，夯实思想基础，加强自身建设，围绕中
共十九大确立的目标任务，发挥特色优势，积极履
职尽责，进一步开创台盟工作新局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鄂
湘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致贺词。贺词
说，70年来，台盟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
极投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在实现国家繁
荣进步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台盟十大的召开，必将进一步团结和带领
全体盟员和所联系的台胞，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
十九大精神，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的伟大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党组书记黄志贤代表
全国台联致贺词。

台盟第十次全盟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林文
漪代表台盟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报告回
顾总结了台盟 5 年来的主要工作和基本经验，提出
全盟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
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
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动员全体盟员和
所联系的台胞，在“四个全面”大局中协商议政，
在“两岸一家亲”理念下助力民间交流，在“两岸
同心”的主题下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
提升“五种能力”的目标下积蓄台盟发展动力，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尤权、向巴平措、王勇、马飚以及张克辉出席
开幕会，苏辉主持开幕会。

本次大会将听取和审议台盟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工作报告，审议通过《台盟章程 （修正案）》，选举
台盟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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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论坛活动现场。

保
留
了
百
年
台
北
老
城
记
忆
的
大

稻
埕
，
近
年
成
为
怀
旧
游
客
追
捧
的
热

门
景
点
，
焕
发
新
生
。

（
资
料
照
片
）

12月3日至9日，“七彩云南·民族文化展”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参与此次展示的云南企业达40多家，展
示云南近年来的文化创意成果，积极助推云南文化产业发展。图为12月4日，参展商向市民介绍特色饰品。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云南多彩文化闪耀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