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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重庆，重庆人很热情、重庆美食很诱
人，重庆经济更是‘热火朝天’。”对于全国台湾同
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政宏说，去重庆已经成了
他的习惯。在他看来，重庆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
阔。推动渝台交流合作更是他的职责与使命。

近日，第十一届“重庆·台湾周”在重庆举行，
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齐聚山城，共同探讨两岸经贸
合作与文化交流，共叙同胞亲情和友谊。

看好重庆发展机遇

“祖国大陆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根本利
益，服务于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人民，祖
国大陆始终是台胞、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国
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裴金佳在致辞时表示，
欢迎广大台胞、台企利用“重庆·台湾周”这一重要
平台，更加深入了解重庆，率先分享重庆发展机
遇，深化渝台交流合作。

作为西部地区的直辖市，“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的联结点，重庆发展机遇众多，前景广阔。在
本次“重庆·台湾周”活动上，许多来自台湾的嘉宾
表达心声，看好重庆机遇。

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表示，台湾有很多大企业
很早之前就来到了重庆，这些企业当年就看到了这
里的发展潜力，很有眼光。

聚力成半导体 （重庆） 有限公司董事长、台商
叶顺闵分享了企业落户重庆的体会。“重庆物流畅通
便利，产业配套完整。同时，这里的服务也让我感
受到满满的诚意。国家的31条惠台政策和重庆的58
条惠台政策等，都为台商在重庆发展提供了扎实的
政策支持，也为台企节约了一定的成本。”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重庆累计批准台
资企业 1749 家，累计合同台资 285.61 亿美元，累计
实际利用台资62.78亿美元。

共同探索5G应用

坐在室内的椅子上，戴上 VR 眼镜，操作操纵
杆，在5G技术的支持下，体验者可以实时看到户外
的实时交通路况，并随时对车辆行驶做出反应。这

便是此次“重庆·台湾周”活动上的远程驾驶体验现
场。来自两岸的嘉宾不亦乐乎地体验这项“黑科
技”，惊呼“太神奇了！”

作为“重庆·台湾周”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信
息通信合作发展研讨会受到两岸代表们的关注。与
会代表们集思广益，为两岸合作发展建言献策，共
同探索5G技术创新和行业应用，助力两岸发展。

“两岸在 5G 标准制定、学术交流以及企业间合
作等方面均有很多互补发展的地方。”两岸企业家峰
会信息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副召集人吴家农指出，希
望本次研讨会进一步加强两岸在5G技术开发和应用
创新领域的合作，大力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

“我认为，未来大陆将在 5G 标准制定上拥有更
多话语权。但在5G关键零组件的使用上，台湾厂商掌
握着不少核心技术。”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
副理事长郑富雄发言时说，未来两岸应更好地利用5G
新引擎所带来的发展契机，互利合作，实现双赢。

火树银花照见友谊

8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在广场围成一圈，竞技龙、龙
把子、大儒龙依次上场。在舞龙队员们的操纵下，长龙
不时摆出戏珠、翻腾、旋转飞翔的姿态，引来观众的一
致叫好。现场飞舞的铁水如火树银花，照亮了广场的
天空，映照出两岸嘉宾们脸上灿烂的笑容。

作为第十一届“重庆·台湾周”的分项目，渝台友好
乡镇交流参访活动近日在重庆铜梁举行。来自台湾彰化
县的近200名基层代表和当地民众一起，体验舞龙表演，
合唱《我们是一家人》，让龙舞广场化为欢乐的海洋。

此外，2019“渝台书画名家艺术联展”、第五届“台
协杯”慢速垒球赛、渝台围棋文化交流赛、第三届渝台

“同名村·心连心”联谊活动周、第七届“台湾青年菁英
重庆行”交流等文体和基层交流活动也都如火如荼地
举行。两岸嘉宾们积极互动，感受同胞之情的温暖。

第十一届“重庆·台湾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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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新版课纲编写的台湾历史教科
书，在各个中学使用已近两月，其混乱
的体系、错漏百出的内容和昭然若揭的

“去中国化”图谋，激起台湾学界和一线
教师的强烈不满。10月24日，台湾“历
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在台北召开记
者会，与会者严正驳斥新版历史教科书
的种种谬论、给实际教学造成的困扰，
呼吁全社会共同反对“去中国化”历史
教科书，不再让其毒害台湾学子。

记者会上，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
九通过录影片表示，从课纲到教科书，
民进党当局正用尽一切手段“去中国
化”，切割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连结，遂行

“台独”政治目的。他列举史实，着重驳
斥了新版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台湾地位
未定论”的内容，直言历史教科书出现
这样的内容“实在荒谬”。

来自台中二中的高中历史教师伍少
侠认为，新版历史教科书按专题教学，
把本该用时间串联起来的历史知识切割
得七零八落，不但给一线教学造成很大

困扰，更是可以随意塞进民进党自己的
价值观，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字句将学生引
向“台独史观”。他质问道，新版教科书大
量使用情绪化的词汇影响学生判断，“若
教授的内容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特
定的意识形态，未来这些孩子立身于世
界势必将有许多格格不入，认知和实况
有极大落差，他们又将要如何面对？”

“文史不分家”，新版历史教科书切
割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连结，不仅影响中
学历史教学，也严重影响中学语文教
学。台北第一女子高级中学语文老师区
桂芝感叹，学生缺乏相关历史背景，无
法进入到许多经典文章的情境之中，“不
了解三国历史，就无法读懂诸葛亮的

《出师表》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意涵；不了解北宋党争，就不能理解范
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嘉义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子敬也质
问，教科书讲儒学，为何不提儒学对台
湾社会的影响；提到端午节，为何却不

讲屈原投江的故事？台湾中华语文教育
促进协会秘书长段心仪也表示，在我们
的民族文化中被视为经典的课文遭一路
打压，从60篇减少到40篇。虽然经典文
章数量减少了，但老师们却教得越来越辛
苦，花的时间越来越多，“学生们没有时空
概念，要给他们补充太多的背景知识”。

为了达到“去中国化”目的，台新
版历史教科书刻意忽略了诸多重要史
实，遭到与会人士痛批。“历史教育新三
自运动协会”理事长、嘉义大学历史系
教授吴昆财指出，教科书对清代刘铭传、
沈葆桢等人对台湾的贡献只字不提，对
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血泪史蜻蜓点
水，反而对日本殖民统治大书特书。“民
进党编的教材胡说八道，我们学术界教
育界要自己写、自己教。”吴昆财说。

新学年开学以来，根据新课纲编写
的新版“台湾史”教科书已经进入高
一、初一课堂。二年级历史教科书虽未
面市，但已确知的是，“中国史”将根据
课纲并入“东亚史”并采取专题形式编

写。吴昆财说，等下册东亚史出现的时
候，“中国史”这三个字不但量少了，
连质都变了，台湾面临文化和历史危
机。“发现了这个危机之后，我深深地
以为不可，所以必须站出来做反对新课
纲的工作。”

记者会上，自己救、自己写、自己
教成为与会学界教育界人士的共识，而
这也正是“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
的理念。吴昆财介绍，目前他正联络学
者和一线教师制作 150 集公开课，上传
到网上供学生学习。“身为一个历史研究
人，我绝不能看着中国史在台湾这片土
地上关门，看着中华文化在台湾断绝。”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到新版历史教科书的
危害，他主编的 《在台湾建构中国史教
育》 一书也开始发行。在题为 《为历史
存真，为时代提笔》 的序言中，吴昆财
写道：“中国人向来重视历史的鉴戒作
用。我们不信真理唤不回，我们也不容
青史尽成灰。”

（本报台北10月24日电）

台教育界人士声讨“台独”教科书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冯学知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王晨曦） 内地与澳门高等教育
展日前在澳门开幕。展览向澳门的老师、学生及家长介绍
赴内地或在澳门读大学的实用信息和报考指南。93所内地
高校和10所澳门高校参展，参展规模创历年之最。

展览由国家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和澳门特区政府高等教
育局联合举办，在澳门教业中学礼堂举行，为期三天。来
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川等
93所内地高校派代表参展。展览期间，教育部代表还将举
办多场讲座，介绍赴内地升学、保送情况和内地高校对澳
门学生的相关政策。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礼堂外张贴有详细的展位平面
图和举办讲座的时间场地安排，不少学生和家长陆续进场
参观。每所高校的展位都摆放着学校概况和升学、学习及
就业的介绍，不少高校还专门请来自澳门的在校大学生回
来分享在内地读大学的经验感想。

据澳门特区政府高等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2020年有
95所内地高校 （不包括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 招收澳门保
送生，较2019年增加了7所，计划提供1185个保送名额。

澳门举行高等教育展
93所内地高校参展

澳门“限塑法”将于11月18日起生效，为加强普法工
作，澳门环境保护局人员持续深入市场、社区，向市民、
商户宣传法律，希望营造社会的限塑氛围。

图片来源：澳门特区政府网站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粤剧
名家在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南
海神庙联袂演出，《刁蛮公主
戆驸马》《卖油郎独占花魁》
等经典名剧唱段接连上演，为
广大戏迷奉上了一场粤剧文化
的艺术大餐。图为演出现场。

许建梅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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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电（记者王晨曦） 第十六届世界华商高峰
会近日在澳门举办，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
华商代表出席。本届大会以“新科技、新机遇、新发展”
为主题，探讨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对海内外华商的影响和
机遇。

世界华商组织联盟执行主席丁楷恩在开幕式致辞时表
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澳门的区域经济地位日趋
重要，澳门作为海内外华商前进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桥头
堡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促进世界华商与大湾区的互动。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表示，希望世界
华商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加强与内地及葡语系国家、欧盟国
家、东盟国家的对接合作，在强化经贸往来的同时，更加
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为中国的高质量对外开放继
续发挥积极作用。

开幕式后，大会评选出了 2019 世界杰出青年华商，5
位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港台地区的青年华商获奖。大
会还评选出了2019世界华商创新奖，来自深圳、东莞、澳
门和香港等地的公司获奖。

大会进行了主题演讲和多个分论坛，探讨大湾区区域
合作等议题，还将安排来自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华商社团
前往中山、珠海等地进行考察访问，出席2019澳珠企业家
峰会。

本届大会由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台湾商业总会、澳门世界华商菁英会等单位协办。

世界华商高峰会在澳门举行

本报香港10月 24日电 （记者连锦添）“粤港澳大湾
区：改革开放新尝试，‘一国两制’新实践，互利共赢新平
台”国际论坛今天在港举行。论坛由香港特区政府和外交
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共同主办，邀请国际、港澳、内地政
商界领袖和专家学者、外国驻港领事馆官员等，共商大湾
区发展和开放合作大计。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论坛并致辞，全国政
协副主席梁振英、泰国副总理颂奇、广东省省长马兴瑞、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罗文、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锋等出
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来自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的代
表介绍了发展湾区经济的做法。

林郑月娥在讲话中详述了香港在大湾区发展中的作
用，即金融服务、航空枢纽、专业服务、创新科技等。她
表示，只有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上述愿景。

“香港拥有并将继续维持与内地不同的经济和法律制度，拥
有一个非常便利和高度国际化的商业环境，资金的自由流
动，可信赖的普通法制度和独立的司法机构及广泛而牢固
的海外联系。”她说，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
可以继续履行其门户功能，以实现大湾区的国际化和中国
的进一步开放。

梁振英表示，在大湾区中，香港具有明显的总部优
势，即总部设在香港的企业可以通过每天使用火车、高速
公路网及大桥来去香港，从湾区市场来看，都不需要大量
的间接费用。

谢锋在开幕式演讲中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粤港澳三
地的机遇，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大湾区追求
的不只是数量和速度的提升，而是更高质量的发展，不只
是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是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
港澳是大湾区建设的主场，也是主角，不仅将在经济领域
拓展新空间，而且将在就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民
生方面加强与内地的衔接合作，进一步释放“一国两制”
的红利与活力。他表示，相信香港同胞一定能和衷共济，
尽快止暴制乱，“东方明珠”一定能驱散一时的阴霾，回到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正途上来。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论坛在港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