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促
进心灵契合。昨日下午，2024两岸商
会合作交流活动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现场暖意融融，两岸知名
学者、工商团体代表聚焦“凝聚两岸共
识 共促融合发展”主题，畅所欲言，分
享趋势观点，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建设。

本次参会的两岸工商团体有 128
家，其中台湾岛内工商团体 65家、大
陆各地台协会 36家、大陆商会 27家。
参加活动的两岸嘉宾表示，将积极推
动两岸工商团体交流合作，加强产业
对接，打造共同市场，积极参与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共同致力于发展壮大中
华民族经济，拉紧两岸融合发展的纽
带。

新机遇
投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这是今年我第二次回到福州，第
一次是清明节回来祭祖、探亲。慎终
追远是我们的传统习俗，血浓于水更
是我们的优良文化。”主旨演讲环节，
台湾财团法人新世代金融基金会董事
长陈冲说，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简·丁伯根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经济
体之间的贸易额和经济体量（GDP）
成正比，和距离成反比。“我认为，贸易
引力模型最适合的地方就是海峡两
岸。”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赵东通过 4个故事，分享了厦航
助力两岸共融共建的探索、实践和感
悟。“现在福州直飞台北只需约 90分
钟，两岸民航人为此努力了18年。”赵
东说，厦航已累计招聘台湾地区乘务
员 427人，计划近两年再招收 1000名
台湾青年。“不久的将来，福州长乐机
场二期和厦门翔安机场将投用，希望
台湾方面尽快全面恢复更多大陆航点
与台湾空中客运直航。”

“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
胞的共同利益，总会此次邀请了不同
行业的企业参会，希望通过海交会了
解最新的投资情况和未来规划。”台湾
省商业总会理事长蔡国洲说。他建
议，加强两岸在农渔业、中小企业、电
子商务等领域合作，建立有效的沟通
机制和合作模式，通过协商论坛等方
式，增强两岸企业和有关部门之间的
了解和信任，形成共识，达成合作意
向。

青年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在海峡
两岸公共事务协会理事长魏裕国看

来，两岸年轻人持续的交流交往是必
然，也很有必要，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
到大陆发展，找到自己的舞台，成为两
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推动者乃至受
益者。

闽江学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研究
院特邀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院长李鹏说：“两岸经贸合作前景广
阔，希望更多的台湾同胞抓住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新机遇，投身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携手共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

新动力
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脉搏

“从洽谈到落地生效只用了 2个
月，这是优你康在福建自贸区福州片
区享受到的‘快节奏’。”在圆桌对话环

节，作为福建首家隐形眼镜生产企业，
福建优你康光学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李明远分享说，在感受到当地政府
的满满诚意之际，他更感受到企业发
展路径与新质生产力理念的不谋而
合。

在优你康无菌车间，工业 4.0 全
信息化产线生产一片隐形眼镜只需
0.55秒，彩色隐形眼镜采用最先进的
三明治工艺，镜片使用全球仅少数
企业掌握的双重锁水材料。凭借

“专精特新”的科技硬实力，1992 年
创立于台湾的优你康的路越走越
宽，将建成亚洲最大的隐形眼镜研
发和生产基地。

在鲜活的现实印证下，“把握新质

生产力的时代脉搏，来闽投资企业将
大有可为”越来越成为台企的共识。
中华亚健康协会常务理事、天一本草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慧娟
认为，两岸在大健康领域各有优势，希
望两岸优势互补，通过产学研合作，尤
其是智能领域的研究，实现两岸大健
康产业的融合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国民党
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特别留意了政
府工作报告里的工作重点，尤其是人
工智能、数智融合等新质生产力的创
新发展。他分享说，过去一年来访问
大陆的最深印象就是：一场覆盖便民
服务、乡村振兴、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全
方位智慧化、绿色化转型浪潮正在加
快推进。“大陆有无穷无尽的机遇等待
着台商、台胞，如果大家能看准政策方

向，掌握时代需求，挑选关键领域，一
定会事半功倍。”林祖嘉说。

新成效
3个中心揭牌6大项目签约

活动现场，海峡两岸农业生物科
技交流中心、福州市台胞台企交流服
务中心、海峡金融商贸融合发展中心
举办揭牌仪式。

海峡两岸农业生物科技交流中心
由福建华谷高科有限公司牵头，联合
福建农林大学和台湾方面共同建设打
造，通过建设两岸现代农业机制化深
入融合发展交流平台，建立两岸优势
作物种质资源库等，助力服务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促进两岸农业深

度融合发展。
福州市台胞台企交流服务中心和

海峡金融商贸融合发展中心均位于台
江区海西科技金融大厦，前者规划筹
建 1000平方米，涵盖两岸事务代办、
法务、金融、仲裁、出入境证照办理等
对台服务事项，配备相关功能区；后者
聚焦现代金融、现代商贸、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等产业方向，引进台青创客、
台资企业或对台合作内资企业，提供
多元、周全、专业、温馨的服务，全力加
快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现场还签约了 6 个大项目。其
中，全国台企联数经办—阿拉丁智能
战略合作项目，计划在两岸和全国开
展AI文旅机器人系统项目的投资落
地工作，持续研发文旅产业、大健康产
业智能化升级所需的软硬件技术；福

马生态养殖箱战略合作项目，计划在
马祖及台湾地区全面推广陆基养殖生
态智养箱项目等；台湾天一本草项目
落地两岸通科技中医产业创业园合作
项目，打造两岸共同认同的中医药文
化品牌，推动两岸中医康养生态产业
融合发展。

此外，海峡两岸时尚创意产业园
共建合作项目，计划投资 5亿元在福
州建设，打造高质量产业链，共同培育
民族特色品牌；台湾“翁财记”商标品
牌无形资产资本化运作合作项目，计
划引入资本，在连江成立品牌运营中
心，建造翁财记全球生产总部；两岸商
协会协同发展合作项目，包括信息共
享、项目合作、交流活动等。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酒香四
溢，马祖高粱酒香飘全场；海天一
色，“双心石沪”勾勒绝美海景；香甜
酥 脆 ，白 水 贡 糖 连 结 两 岸“ 好
味”……昨日上午，精心布置的海交
会马祖馆开馆，向市民和专业观众
推介马祖、金门、澎湖三地的特色美
食和优美风光，展现榕台融合发展
的成绩与故事。

绵、醇、净、爽……风味独特的高
粱酒，是马祖驰名两岸的特产。马祖
馆重点彰显马祖观光旅游、特色坑道
酒窖以及重要产业——马祖高粱酒的
形象。特色高粱酒，也成为馆内当之
无愧的主角，不同产地、不同年份、不
同风味的高粱酒在桌子上依次摆放，
供来往市民和专业观众免费畅饮。现
场更有许多互动赢取奖品环节，尽显
马祖乡亲的热情与好客。

“每年海交会，我们都会带来最好
的产品。”马祖酒厂董事长陈汉树在现
场推介自家产品，如数家珍。“有 15
年、10年、5年的，历年来很受沿海地
区，特别是福建游客的欢迎。”

马祖酒厂总经理刘九铭也表示，
近年来，酒厂已连续参加多届海交
会，充分感受到这一两岸经贸交流
平台的重要性，“希望通过这个平
台，加强与大陆酒业代理商等同业
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打响马祖酒厂
高粱酒品牌”。

今年海交会，马祖馆并不孤单。
记者在现场看到，金门、澎湖两地也同
步参展，带来各自的特色产品。

澎湖产业合作平台区，一块硕大
的电子屏格外吸睛：蔚蓝的海面上，两
圈岩石组成爱心状，在波涛中紧紧相
依，看上去颇有诗情画意；一旁的桌子
上，则整齐摆着干贝酱、仙人掌汁等美
味特产，令人看了食指大动。

“这是澎湖当地的特色景点，双
心石沪。”澎湖县创新创业协会理事
长陈俊宏介绍，近年来，马祖旅游业
发展迅速，也希望借助海交会这一
平台，推介澎湖的优质旅游资源。

“大家耳熟能详的《外婆的澎湖湾》，
唱的就是澎湖，希望有更多人来澎
湖走一走、逛一逛！”

走进金门产业合作平台区，金拌
面、牛肉干、贡糖……各类特色美食同
样吸引了不少专业观众。其中，由圣

祖食品带来的贡糖产品，意外地在现
场找到了“亲戚”：在不远处的两岸融
合发展成果发布暨产业合作推介区
内，美味的“真好意”白水贡糖，同样引
人注目。

“台湾的贡糖，其实就是大陆的花
生酥，双方的口味、制作工艺、制作流
程都有许多相似之处。”金门县闽南文
化协会理事长罗爱国介绍，饮食文化
上的一脉相承，也可看出两岸文化的
同根同源。

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不断推进，
两岸的特色美食也正呈现“合流”之
势。去年，“真好意”白水贡糖成为两
岸白水贡糖制作技艺标准共通试点，
有效促进两岸贡糖匠人加强技术交流
合作，共同提升口味。

当天，两岸商家在现场就贡糖历
史、制作工艺、手法等展开交流，并交
换产品，“希望未来能够一起提升技
术，为两岸同胞带来更多美食。”两岸
匠人异口同声地说。

本报讯（记者 钱嘉宜 通讯
员 滕端钦 薛有雄）椒盐鲍鱼、葱
烧海参、鲜肉烤肠……在第二十
六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2号馆，
福州新区元洪功能区充分挖掘中
印尼“两国双园”食品产业特色优
势，派发舌尖上的福利，用美食吸
引大批人流。

“即食海参不需要泡发，吃
起 来 方 便 ，营 养 价 值 也 一 样
……”现场，元洪商贸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黄其伟卖力为自
家海参“代言”。作为园区下属
国有产业运营服务平台，企业今
年开始创立自有品牌，线上线下
同步推出海参产品，迈出海产品
养殖—加工—销售第一步。

“我们的海参都来自大连优
质海域，目前有冻干、即食、盐渍
等品种。”黄其伟说，海交会平台
可以展示企业风采、扩大品牌宣
传、交流行业信息、沟通供需渠
道，达成更多务实合作，特别有助
于中印尼“两国双园”经贸创新发
展示范园区建设。

一旁，福建长太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则拿出冷冻鲍鱼全系列产
品。“带壳鲍鱼适合煲汤，去壳鲍
鱼适合煎煮，精细处理后的鲍鱼
肉适合炖蛋……”销售经理薛邦
介绍，依托中印尼“两国双园”平
台，企业去年光鲍鱼类产品销售
额就超 1亿元，“企业建立了系统
的生物活性物提取技术，以食品、

保健品、药品为核心形成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全力做大做强海洋
经济”。

福州深海客食品有限公司
十分重视海交会平台。“园区带
领我们参展，是对企业的大力扶
持。”总经理林武财说，自己是在
外经商的福清人，正因为感受到
园区招商的政策力度、感受到福
清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和帮助，所
以把在外的产业转移到家乡，为
福清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据了解，福州新区元洪功能
区在海交会设计布置了 150平方
米的“元洪投资区”产业合作平
台，突出“以侨引台、共享机遇”主
题，重点展示 30年来园区按照科
工贸一体化的发展成效和国际食
品园的特色亮点。现场邀请了福
建长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福建
龙翔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福州元
洪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
现场展示，组织2家企业参加农特
产品（蓝色粮仓）主题推介会活
动。

“希望一众美食能在海交会
平台出圈引流。”福州新区元洪功
能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
印尼“两国双园”正处于加快发展
的关键阶段，海交会大平台有助
于把园区特色推介出去，充分展
现福建与印尼在资源整合、产业
互补等方面的优势，全面推进园
区高质量发展。

凝聚共识谋发展 同心共富创未来
——2024两岸商会合作交流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王玉萍 颜澜萍 沐方婷

用好产业优势 凭借“食”力圈粉
中印尼“两国双园”企业派发舌尖福利

品高粱酒，尝美味贡糖，打卡澎湖湾……

“金马澎”联袂推介美食美景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第二
十六届海交会昨日开幕，作为大
会设立的配套主题交流平台，由
福州日报社策划设计的“探索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成果发布区和

“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30周年招
商成果发布区也在海峡国际会展
中心同步亮相，展示榕城把握两
岸融合发展新机遇，坚定不移推
进相关工作的厚重历史与辉煌成
绩。

走进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市
民和专业观众可在主会场后侧找
到两大成果发布区。记者在现
场看到，“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成果发布区以“闽台缘同血
脉 两岸情共华章”为主题，包括
第一家园、铸魂引领、融合实践
三大篇章，详细回顾了在中央指
引下，福州紧抓机遇，引进台商
台资，推进经贸合作，实现榕台
共赢的故事。

“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30周
年招商成果发布区则以“万商云

集有福之州”为主题，包括传承之
魂、接续之力、奋进之翼三大篇
章，回顾了福州立足长远、互利共
赢、放眼世界、融通全球的招商理
念，以及系统谋划、集成推进的招
商工作发展史，展现了招商工作
为福州带来的兴旺成果。

记者看到，流线形的成果发
布区，配合图文并茂、生动翔实的
历史资料，以及深入浅出的分析
讲解，吸引了众多市民和专业观
众的目光，大家纷纷驻足观看，详
细了解历年海交会的盛况。

“每年海交会我都会来逛一
逛，年年都有新收获。”市民章文
说，福州推进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的历程，令他印象深刻，“福州与
台湾一衣带水，有着天然的发展
优势，推进融合发展，是大势所
趋、民心所向”。

“看了现场展示的福州招商
成果，让我对参会更有信心。”专
业观众张先生说，“成果发布区上
写着‘一定要真诚守信，要让人家
赚钱’，可以看出福州市真心实意
为客商考虑，值得点赞！”

感受榕城发展脉动
两大成果发布区亮相主会场

2024 两岸
商会合作交流
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福州新区元洪功能区在现场推出“元洪投资区”产业合作平台。
本报记者 陈暖摄

招商成果发布区吸引市民驻足细看。本报记者 阮冠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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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台湾的演员在海交会现场表演民族舞蹈。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