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24 年 12月 16日  星期一
责编：任成琦  汪灵犀　 　邮箱：gtbhwb@people.cn

莲花盛开·真情廿五

深化经贸合作

黄茵是一名澳门女孩，多年前来到横琴注
册成立公司，生产澳门总公司研发的中医药产
品。“按照规定，对在澳门审批和注册、在合作
区生产的中医药产品、食品及保健品，允许使
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或‘澳门设计’标
志。这对澳门企业到横琴落户发展有很强的吸
引力。”她说。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正
式出台，澳门成为大湾区 4 个中心城市之一，
明确了建设“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定
位。2021 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以下简称

“合作区”） 挂牌成立。2024 年 3 月 1 日零时起，
合作区正式实施分线管理封关运行。截至今年
7 月，合作区澳企总数达 6365 户，比 3 年前增长
37.27%。今年上半年，合作区澳资产业增加值
达 18.81 亿元人民币。横琴的发展正为澳门产业
多元发展提供新空间，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琴澳深度融合是澳门与内地经济紧密合作
的生动案例。回归祖国 25 年来，中央出台多项
政策支持澳门发展，助力澳门走进内地市场、
抓住内地发展机遇。如开放内地居民赴澳“个
人游”、签署 《关于支持澳门全面参与和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推出众多促进澳门
与内地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签署 《内地
与 澳 门 关 于 建 立 更 紧 密 经 贸 关 系 的 安 排》

（CEPA） ……
在 CEPA 框架下，2004 年至 2024 年 6 月，

澳门累计零关税货物出口金额达到 14.5 亿元，
发出澳门服务提供者证明书 883 个。今年 10 月，
内地与澳门签署 《关于修订 〈CEPA 服务贸易
协议〉 的协议二》，受到澳门社会各界广泛欢
迎。各界人士普遍认为，协议将进一步扩大内
地对澳门服务领域开放，让业界获得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将有效助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数据显示，2023 年，内地与澳门贸易额达
38.4 亿美元，较澳门回归前增长了 4.3 倍。截至
2024 年 10 月 ， 内 地 累 计 吸 收 澳 门 直 接 投 资
239.3 亿 美 元 ， 内 地 对 澳 门 直 接 投 资 141.9 亿
美元。

厚植家国情怀

11 月中旬，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
览会 （以下简称“珠海航展”） 在广东珠海举
办。面对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和俄罗斯

“勇士”飞行表演队带来的精彩表演，澳门青年
曾祥新频频按下快门，记录精彩瞬间。“航展让
我有一种科幻走进现实的感觉，真的是大饱
眼福！”

参观珠海航展，感受国家航空航天事业的
发展成就，是澳门同胞了解内地、增进交流的
一个缩影。回归祖国 25 年来，澳门与内地人文
交流不断加强。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从企业员
工到社会义工，澳门同胞除了到内地旅游、工
作，还积极参与各类活动到内地交流探访，切
身感受祖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在北京，每年暑假都有澳门学生来到故宫
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恭王府，参与展览策划、
古籍修复、文创研发等方面的实习工作，沉浸
式体验中华优秀文化的魅力；在贵州黔东南，
澳门的足球爱好者跨越千里参与“村超”比赛，
在欣赏特色侗族歌舞的同时也为当地群众和游
客带来富有澳门味道的舞醉龙表演。澳门教师
科普考察团、上海青年学习实践计划、延安社
工实习计划……类型多样的活动，让澳门各界
人士进一步加深对祖国内地的了解，培植出更
深厚的家国情怀。

与此同时，回归祖国 25 年来，许多内地团
体也经常走入澳门，与澳门同胞深入互动，为
他们带来内地的发展脉动、潮流文化和真情关
怀。从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后部分奥运冠军访澳
开始，内地奥运健儿已连续七次访问澳门；国
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等艺术团体经常到澳门
演出，为当地带来精彩的文化大餐；内地各省
市代表团也时常赴澳门举行推介、展览活动，
让澳门同胞在家门口就可以欣赏内地各具特色
的风土人情。

彰显同胞大爱

“澳门能有今天，祖国是坚强后盾。”这是
澳门居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澳门同胞不会忘记，回归祖国 25 年来，无
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每天都有数百吨鲜活
产品源源不断地从珠海运往澳门。即便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内地仍多管齐下为港澳居
民守护“菜篮子”与用水用电安全。

澳门同胞不会忘记，2017 年，强台风“天
鸽”袭击澳门，造成巨大破坏，应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的请求，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澳门驻军
协助救治灾害。解放军战士们不畏辛劳，冒着
高温参与抢险救灾工作，帮助澳门的生产生活
秩序在最短时间内得以恢复。此情此景，不少
澳门居民至今说起仍感慨万分。

澳门同胞多次为内地战胜自然灾害、应对
突发事件慷慨解囊倾力相助。1998 年长江、松
花江、嫩江流域发生历史罕见的大水灾，当时
40 多万人口的澳门捐款捐物总值达人民币 3000
多万元；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澳门特
区政府第一时间向灾区提供救灾物资，并迅速
派出医疗队伍深入灾区，总计援助金额有 50 多
亿澳门元……

澳门各界还长期关注内地偏远地区的发展，
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乡村全面振兴与各类社会
公益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澳门基金会每年向
内地西部地区捐款人民币数千万元，支援当地
建设希望小学、妇幼保健院、“健康快车”白
内障治疗中心等。澳门青年也积极参与贵州、
广西等地的支教、志愿服务活动，将青春挥洒
在 祖 国 大 山 深 处 ， 与 当 地 百 姓 结 下 了 深 厚
友谊。

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澳门青年乡村振
兴协会理事长、全芯生物科技 （澳门） 有限公
司专案总监林燕玲带领团队开展了迷迭香种
植及加工项目，为当地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
收益。“我们澳门青年有魄力、有能力推动自
己在澳门的事业发展，也应该更多地服务祖
国 内 地 ， 为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贡 献 力 量 。”
她说。

绘就心手相连和衷共济的动人画卷
——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特稿之三

本报记者  柴逸扉  金  晨

在横琴、澳门之间“丝滑过
关”，轻松完成业务洽谈、生产制
造、科技研发等工作；驾驶澳门单
牌车“北上”，到大湾区内地城市探
亲旅游、购物办事；深入内地各省
份，参与文化寻根、乡村全面振兴
和公益事业……对澳门同胞来说，
来到内地、与内地同胞交流互动早
已是寻常事。

回归祖国25年来，澳门与祖国内
地的交流合作持续深化，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小到
衣食住行、大到商贸投资，澳门与内
地在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都
交流不断、合作不断、共赢不断。澳门
同胞与内地同胞心手相连，一起绘就
出和衷共济的动人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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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链、补链、强链，提升两岸产业链
供 应 链 韧 性 ， 我 们 有 很 多 可 以 着 墨 的 文
章。”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
政宏在 2024 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期间表示，
两岸工商界携起手来，优势互补，一定前
景光明。

近 日 ， 以 “ 打 造 两 岸 新 时 代 产 业 链  
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为主题的两岸企
业家峰会年会在厦门举办，700 余位两岸各
界人士与会，共商发展新机遇，取得诸多
共识。

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在开幕式
上表示，两岸产业面对新形势，应突破现
有瓶颈、克服环境限制，开展更大格局、
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融合合作。

如何打造两岸新时代产业链？刘兆玄
指出，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制造、工业
互联网和节能环保等领域为峰会已选定的
重点发力点。2 天年会、8 个下设产业小组、
数十场主题演讲……嘉宾们分享的两岸企
业成长故事精彩纷呈，展现两岸经济融合
发展的蓬勃生机。

“这几十年，大陆台企渐渐从注重外
销，转变到重视生产和销售的本地化，这
是两岸经济逐渐融合、产业链日益紧密的
一种体现。”广运机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大
陆区销售总监林坤广在大陆已近 20 个年头，
他所在企业拥有不少大陆上下游供应链伙
伴。“打造两岸新时代产业链，是传统产业

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更是两岸业界的融合，
将发挥‘1+1＞2’的效果。”

在昆山众达智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周泓任眼中，两岸新时代产业链“新”
在数字科技广泛应用。“数字科技发展将大
大拉近两岸产业链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
让产业链协同运作更高效顺畅。”

“大陆经济正加速转型升级，致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唐永红认为，这
对台企而言是难得的机遇。

受访人士表示，打造两岸新时代产业
链，不仅在制造业，也涉及金融、养老、文创、
体育等各行各业。多领域齐发力不仅是高质
量发展的引擎，更能增进两岸民众福祉，助
力两岸产业链从“加法”走向“乘法”。

台湾中信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林建甫举
例说，引入 AI 技术可显著提升金融服务效
率和质量，降低运营成本，提供更个性化
的服务。两岸强化 AI 金融领域合作，能推
动金融业创新发展，为两岸经济融合注入
新活力。

北京宽想创意文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章依婷将目光投向体育文创 IP 的打造。
不久前，她担任制作人，将家乡台湾最受
民众喜爱的棒球运动搬上大陆网络综艺节
目。“节目约 1/3 的工作人员来自台湾，我
们希望将‘棒球热’带到大陆，并赋予更

多经济价值。”
“文创 IP 的产业链条其实很长，关键在

于要与其他产业跨界结合，这样便能产出
经济增量。”章依婷说，这种“轻量化”传
播还将更有效传达我们的态度和价值，更
好促进两岸同胞沟通和理解。

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打造两岸
新时代产业链显得愈发重要。新竹清华大
学经济系教授黄朝熙指出，半导体产业作
为全球经济关键一环，正经历供应链重组。
他认为，两岸应抓住机遇，深化半导体等
关键领域的协作，共同应对挑战。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限缩两岸经
济交流合作，干扰阻挠两岸正常经贸往来，
试图与大陆“脱钩断链”。与会两岸人士认
为，不管全球经济形势和岛内政局如何变
化 ， 两 岸 经 济 合 作 稳 定 发 展 的 大 势 不 会
改变。

台商周泓任建议，台企面对复杂多变
的挑战时应顺应经济发展和企业运营需求，
与大陆企业合作互利共赢，为产业发展创
造有利条件与平台，做出最理性选择。

“期待两岸企业家能与峰会携手前行，
一起面对当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局势，
积极擘画新的产业布局、探索新的合作契
机。”刘兆玄说，深信通过大家共同努力，
必定可以使两岸产业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
未来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好。

（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王承昊、付敏）  

以“链”促融——

2024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聚焦两岸新时代产业链

据新华社香港电 （张雅诗） 第二
届 （大湾区） 香港学校教育展近日在
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超过 370
所香港学校参展，提供在港就读中、
小学和幼儿园等的最新信息。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在 12 月 14 日举行的开幕式上致辞说，
香港的教育系统优质、高度国际化及
多元化。该教育展为香港学校及家长
同学之间提供了沟通平台，让家长更
全面及深入了解香港的教育。

蔡若莲说，特区政府将致力打造
“留学香港”品牌，推进香港成为国
际专上教育枢纽，全方位吸引世界各
地优秀学生，支持院校加强国际交流
和联系，建设香港成为未来人才的
摇篮。

该展览由香港津贴中学议会、津
贴小学议会、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
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合办，合作伙伴
为香港机构 STEM PLUS。除了有学
校在现场摆设摊位，主办方还安排了
不同主题的讲座，由不同学校的校长、
升学专家等介绍香港学校的办学特

色、来港的升学途径和入读程序等。
在展览现场，不少内地家长为年

幼子女寻找合适的学校。来自北京的
柳先生申请了香港的“优秀人才入境
计划”，他表示喜欢香港中、英双语的
学习环境，教学模式多元化，希望让 5
岁的儿子来港就读。来自深圳的肖女
士认为香港的国际化视野更开阔，对
孩子将来升学有帮助。

香港津贴中学议会主席李伊莹表
示，香港有不同类型的学校，包括津贴
学校、直资学校、私立学校、国际学校
等，各有特色，该教育展可让家长更全
面认识香港的教育制度和情况。

特区政府积极推出多项抢人才措
施，吸引不少内地人才带子女来港。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1 月底，各项
人才入境计划共收到近 42 万宗申请，
批出超过 26 万宗，已有 17.5 万名人
才携家属来港。

STEM PLUS 行政总裁刘靖玮表
示，本届教育展的参展学校数目较上
届大幅增加，覆盖更多年龄层学生的
需要。

本报台北 12 月 15 日电 （记者程
龙）“妙音曼舞——敦煌乐舞文化主
题展”近日在位于台中市的台湾逢甲
大学开幕，为广大观众带来一场近距
离感受敦煌之美的文化盛宴。

该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敦
煌研究院、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共
同主办，自今年启动巡回展览以来，
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台中场为今
年巡展的最后一站，于 6 日开展，将
持续至 2025 年 1月 8日。

开幕式现场的敦煌舞蹈表演，让
来宾感受流转千年的乐舞之美，随后
敦煌研究院融媒体中心主任杜鹃导览
展场，细说每个展品背后的文化内
涵，让大众对敦煌文化有更深入的
认识。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表示，自 2016
年起联合敦煌研究院、台湾沈春池文
教基金会合作举办的敦煌文化艺术展

巡展活动，深受广大台湾观众特别是
青年朋友欢迎。相信大家通过观展能
更好了解敦煌的辉煌成就和丰富表
现，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

此次展览以“乐舞”为主题，设
置“丝路漫行”“净土梵音”“缤纷散
乐”三大展区，包含仿制乐器、模拟
石窟壁画及多媒体互动体验，带领观
众穿越千年，感受敦煌壁画与乐舞艺
术的华彩辉煌。

台湾逢甲大学副校长唐国豪表
示，非常难得有这么精彩的文化盛宴
进入逢甲大学校园，帮助学生培养人
文素养，欢迎全校师生以及各地民众
来此一同跨越时间，共赴这场千年
之约。

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秘书长石
静文表示，期盼台湾青年学子与社会
大众能通过展览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
多样与瑰丽。

本报枣庄 12 月 15 日电 （霍修玲） 山
东对台交流基地讲解员大赛近日在枣庄市
台儿庄区举办，参赛选手及评委、山东各
地市台办有关负责同志等共100余人参加活
动。参赛选手结合各自基地特色，充分展
示对台交流取得的成果。比赛共决出一等
奖 4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6 名，优秀
奖6名。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山东省海峡两岸青
少年交流中心授牌仪式，其中台儿庄两岸

公园、枣庄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文化创意中
心分别获评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运河文
化交流中心、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鲁班
智创交流中心。山东省台办主任张连三为
22个获牌单位授牌。

2009 年，全国首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在台儿庄设立。下一步，枣庄市将继续提
升基地建设水平，挖掘历史文化优势，搭
建沟通互动平台，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和
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作出积极贡献。

逾 370 所学校参加香港学校教育展

敦 煌 乐 舞 文 化 主 题 展 台 中 场 开 幕

山 东 对 台 交 流 基 地 讲 解 员 大 赛 举 办

近日，香港山顶缆车有限公司在太平山山顶凌霄阁举办推广活动，新增具有香
港特色的旅游打卡点，让游客深入体验香港文化。图为游客在太平山顶的打卡点
留影。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本报香港 12 月 15 日电  香港特
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5 日发表
网志表示，新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公
众咨询当天正式展开，欢迎各界就新
一份预算案，踊跃发表意见。

陈茂波当日发表题为 《善用资
源 汇聚力量》 的网志。他表示，特
区政府一直努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
点、发展新的市场，尤其持续加大力
度推动创科发展。这些工作成效渐
见，为香港未来的高质量提速发展，
打下了更稳固的基础。

他说，香港 10 月零售业总销货
价值环比回升，近月食肆收益亦大致
平稳。12 月 1 日，深圳居民赴港旅游

“一签多行”实施，上周末 （12 月 7
日和 8 日） 内地访港旅客的人数日均

超过 13 万人，较 11 月周末日均人数
超过 15%。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旅客人
数，也已恢复至接近疫情前水平。

陈茂波称，香港传统支柱产业金
融业有新亮点。去年香港净资金流入
增长约 3.4 倍，约 3900 亿港元。2024
年第三季度，在港的持牌资产管理公
司数目同比上升 24%，开放式基金型
公司数目亦同比增逾 132%。

他指出，香港创科生态圈愈趋蓬
勃。根据最新数据，香港的初创企业
数目再创新高，其中非本地创办人成
立的初创企业数目占比升至 28%。母
公司在海外的驻港公司总数亦创历年
新高。这些新来港的企业，为香港经
济发展增添动能，以实际行动对香港
前景投下信心票。

香港新一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