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2月 13日 星期一2023年 2月 13日 星期一1212 港澳台港澳台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邮箱：jjrbdz@jjrbs.cn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2∶35 印完时间：3∶55 印刷：

全 面 恢 复 通 关 振 奋 人 心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王英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

度和政策”。这一方面释放

了大陆将持续推动两岸融合

发展的政策取向，另一方面

再次展示了推进国家完全统

一的坚定决心。准确理解这

一表述的含义是将其贯彻落

实到位的前提和基础。两岸

融合发展一是纵向深化，主

要指将已经在经济社会领域

开展的融合发展项目做精做

实；二是横向拓展，主要指将

已经具备条件但尚未实行融

合发展的领域和项目尽早提

上日程。总的来说，就是要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

融，在更多领域、更多方面推

动两岸融合发展。

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如 今 两 岸 融 合 发 展 日

渐成为实现两岸同胞“心灵

契合”“民心统一”的切实举

措，成为落实“两岸一家亲”

“两岸命运共同体”和“共圆

中国梦”等重要对台工作理

念的重要途径，也是增进台

湾同胞的一个中国认同、推

进 祖 国 完 全 统 一 进 程 的 一

项“民心工程”。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

积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

断深化细化同等待遇政策，

助力台湾同胞来大陆发展创

业。中央台办会同各地区各

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台

政策措施，为来大陆就业、学

习、创业、生活的台湾同胞提

供发展机遇、落实同等待遇，

其中包括制发台湾居民居住

证、取消台湾居民就业许可

证、扩大台胞在事业单位就

业试点、扩大对台招生、保障

台胞在大陆参与职业资格考

试和社会保险等。大陆还专

门为台湾同胞搭建了广阔的

发 展 创 业 平 台 。 截 至 2022

年 9 月，大陆累计设立了 78

家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

地和示范点，服务和入驻台

湾青年创业项目企业多达 220 余个，有 2000 余名台湾

青年学者在大陆高等院校任教。每年有近 3000 名台

湾大学生在大陆高等院校获得奖学金，有近 1000 名台

胞考取了大陆各类热门行业的职业资格证书，有近

300 名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胞获得了地市级以上的

“五一劳动奖章”“五四青年奖章”“三八红旗手”和“五

好家庭”等荣誉称号。

事实证明，两岸融合发展实践，不仅有助于遏制

“台独”分裂主义，而且有助于增强台湾民众的一个

中国认同，进而扩大他们对国家统一的支持。新时

代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些做法和经验，是在

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实践中取得的宝贵财富。目前

的两岸融合发展，主要体现为有关部门为参与大陆

经济社会建设的台湾同胞提供与大陆居民相同的待

遇，而这些待遇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学习、就

业、创业、生活等方面。“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的部署，意味着今后会在更多领域、更多方面为台湾

同胞提供同等待遇。

细化优化惠台措施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

总体方略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为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报告关于“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部署，相

关部门应从三个方面着力。

一 是 进 一 步 细 化 落 实 经 济 社 会 领 域 的 融 合 发

展项目。有关部门先后颁布一系列惠台措施，包括

2018 年的《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 施》（简 称“31 条 ”）、2019 年 的《关 于 进 一 步 促 进

两 岸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的 若 干 措 施》（简 称“26

条”）、2020 年的《关于应对疫情统筹做好支持台资

企 业 发 展 和 推 进 台 资 项 目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简 称

“11 条 ”）、2021 年 的《关 于 支 持 台 湾 同 胞 台 资 企 业

在 大 陆 农 业 林 业 领 域 发 展 的 若 干 措 施》（简 称“ 农

林 22 条措施”）。在落实这些政策的过程中既取得

一系列重大成就，也需要完善一些有待细化优化的

环节。

二是在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支持福建率先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由于地缘位

置的原因，福建省在国家的两岸融合发展战略中居于

特殊地位，扮演着“探路者”角色。支持福建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这

一部署也载入了“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

三是继续支持台胞台企抓住大陆的广阔发展空间

和发展机遇，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参与高质量发展。

历史和现实表明，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在

于人民，只有人心归向，才能巩固国家统一大业的社

会基础，从而在根本上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两岸

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基础工程，

它是在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实践中产生的，也必将

随着未来两岸关系实践和国家统一进程的推进而不

断丰富和发展。在实践层面，各地各部门要以更加

稳健的姿态扎实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吸引更多台湾

同胞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澳 门 青 年 青 睐“ 琴 澳 游 ”
本报记者 喻 剑

本版编辑 李万祥 美 编 夏 祎

右图 2 月 6 日，旅客通过罗湖口岸抵达

深圳。当日，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全面恢

复。深圳皇岗、罗湖、莲塘等口岸陆续全面

“开闸”，内地与香港间陆路口岸全面恢复

通行。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2 月 3 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于

恢复旅行社经营内地与港澳入出境团队旅游

业务的通知，内地与港澳入出境团队游业务

恢复。

这则好消息让 43 岁的澳门导游严洁充满

期待。2 月 6 日，站在横琴口岸广场上，面对着

澳门“赴粤首发团”的 37 名澳门游客，严洁难

掩激动：“等了三年，你们终于回来了！”严洁和

她所在的澳门中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在第

一时间就设计出两地“团队游”产品。

“这些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国际休闲

旅游岛的建设日新月异，新建的文旅‘打卡点’

目不暇接，横琴已经不再是家门口那个只有

‘长隆’和生蚝的大岛。”严洁说起这些年在横

琴新开业的文旅项目，如数家珍——亚洲最大

无动力乐园“星奇塔”、轻奢度假露营地“星乐

度”、充满奇趣和科技感的未来空间“创新方”、

独具香山文化特色的中式院落“香洲埠”、姹紫

嫣红的滨海景观带“花海长廊”⋯⋯

严 洁 庆 幸 自 己 搭 上 了“琴 澳 一 体 化 ”的

快车——2020 年，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动港澳

导游及领队在横琴执业，她通过考试后已于

2021 年拿到执业资质。严洁和她的团队做

出多个“琴澳休闲游”产品方案，经过反复对

比，最后选定了芒洲湿地公园和横琴码头两

个主要景点，以澳门币 199 元全包的实惠价

格发布。不出所料，拼团产品甫一面市，即刻

“秒光”。

36岁的刘镇豪在澳门从事博彩业。2月6日

逢休假，他提前报名，携家中 4 位老人参加了

“赴粤首发团”。“恢复通行后，澳门市民想要

‘走出去看看’，首选地就是横琴。”刘镇豪说，

“这次旅行就在家门口，风格短平快，氛围轻松

闲适，旅行社又很周到地安排了全程交通和餐

饮，很贴合我家的短途出游需求。”

澳门市民对横琴长隆等主题式游乐项目

并不陌生。“赴粤首发团”此次另辟蹊径，“错

峰”选择休闲景点，让团友们放慢脚步，静下心

来发现琴澳之美。刘镇豪印象最深的景点是

横琴码头。“平时我在路环生活，对面就是横琴

码头；这次在横琴码头海滨漫步，能隔水眺望

路环全景——视角刚好掉转了 180 度，亲近感

不经意中增加了很多倍。”

刘镇豪对“琴澳创业项目游”饶有兴趣：

“横琴已经有多种多样的创新载体和资源，为

澳门产业多元化提供了平台，也帮助澳门青年

开阔了眼界，创造了施展才华、实现自我的空

间，期待能有机会参观这些创业项目，相信会

带来很多启发。”

“蚝大仙”餐饮品牌创始人贾瑞明也尝到

琴澳文旅复苏带来的“甜头”。今年春节长假

期间，横琴接待游客量逾 51 万人次，“人气”大

增。贾瑞明在横琴创办的两家饭店用餐高峰

时段已经出现了几十桌排队等位的“盛况”。

他介绍，生蚝的单桌销售量创了纪录，春节长

假期间总营业额增长了 300%，好生意一直延

续到了元宵节。“照这个势头，营业很快将恢复

到疫情前水平。”

横琴是贾瑞明创业的起点。5 年前在横

琴创办首店后，他还将同品牌店开到了珠海香

洲和澳门老城区。他告诉记者，为迎接客流高

峰，今年春节前他和团队做足功课。他们加强

与江门上川岛生蚝养殖基地的对接，保障货源

的质量与数量，并在店面推出“渔船到餐桌、生

蚝现场开”等营销活动，店里还积极参与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推出的消费券活动，与

各大平台合作推出团购套餐，为食客提供多重

优惠。

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加速推

进，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与澳门世界旅游休

闲中心建设也在“共奏和鸣”、形成合力。“‘一

程多站’式的‘琴澳游’创新产品将会成为今

年琴澳文旅业的新看点。”严洁说，“期待琴澳

文旅业有更多的融合发展和跨界合作，也希

望我们不负时代，为琴澳文旅书写出更多精

彩篇章！”

2 月 6 日零时起，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全

面恢复，取消经粤港陆路口岸出入境预约通关

安排，不设通关人员限额，恢复内地居民与香

港、澳门团队旅游经营活动。全面通关将为港

澳带来多重利好，极大振奋港澳居民信心。

对港澳居民来说，全面通关首先意味着亲

情团圆。“1098 天的等待，让思念化成此刻相

见”，深圳罗湖口岸的横幅上，写着这样的欢迎

词。长期生活在内地的港人有 37 万多人，全

港中小学有 18000 多名居住在内地但在港就

读的“跨境学童”，全面通关让他们家庭团圆，

师友重聚。在刚刚过去的 2022 年，“通”字当

选“香港年度汉字”，寄托了人们对全面通关的

期盼。连日来，赴港澳签注办理业务数量激

增，深圳、广州、珠海的多处办证点预约时间要

排期一周。全面通关当天，香港出入境人次就

达到 28 万。

对港澳零售餐饮和旅游市场来说，全面通

关意味着生机活力。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

据显示，2019 年访港旅客达 5591 万人次，其中

内地来港游客 4377 万人次，全港与入境旅游

相关的总消费高达 2600 亿港元。2021 年，整

体访港旅客则为 9.1 万人次，内地来港旅客数

字为 6.57 万人次。3 年来，许留山、美都餐室、

莲香楼、康泰旅行社等香港一大批老字号餐饮

店铺和旅行社倒闭。尚在营业的企业也是勉

强维持“在线”状态，香港旅游业议会去年 10

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港 76%的旅行社员

工人数在 5 名以下。全面通关的消息一出，许

多零售店铺开始加仓备货，旅行社纷纷推出港

澳游、内地游产品，澳门在 2 月 6 日当天就迎来

了 6 个内地旅行团。通关带来的乐观气氛也

蔓延到了资本市场。自去年 10 月通关话题升

温到 2 月 6 日实现全面通关，香港恒生指数从

低谷的 14597.31 点升到 21222.16 点，反弹幅度

约 50%。

除了人气和“钱景”，全面通关还将助力

港澳城市竞争力的提升。3 年时间过去，内

地与港澳都有了新的发展，全面通关绝对不

是简单“回到过去”。3 年来，内地经济总量

连 续 突 破 100 万 亿 元 、110 万 亿 元 、120 万 亿

元关口，产业升级势头强劲，创新发展态势

持续。香港进入了由治及兴新阶段，公布了

创新科技、保险业、基层医疗健康、青年发展

等多项发展蓝图。澳门加速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产业多元化发展势头良好。全面通关

之 后 ，人 流 物

流 信 息 流 畅 通

无 阻 ，港 澳 与

内 地 的 经 济 、

科 研 和 人 员 交

流 等 一 系 列 合

作 规 划 将 加 速

推 进 ，助 力 港

澳 提 升 竞 争

力 和 开 拓 新

局面。

自 2 月 20 日起，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展试点——

内地 6类人才可申办往来港澳人才签注
本报讯（记者曾诗阳）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入境管理局 2 月 9 日发布公告，自 2023 年 2 月

20 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试点实施往

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

根据该政策，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内地

6 类人才可以申办往来港澳人才签注，包括：

杰出人才，即对湾区建设发展作出重大突出贡

献或者湾区急需的顶尖人才；科研人才，即湾

区科研机构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文教人才，

即湾区高等院校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卫健人

才，即湾区副高级职称以上卫生健康专业技术

人才及卫生研究人才；法律人才，即参与在香

港、澳门法律仲裁程序的内地仲裁员，处理内

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投资争端的内地调解员

等；其他人才，即湾区人才、科技主管部门认定

的高层次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

上述 6 类人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单独或

者同时申请办理赴香港人才签注和赴澳门人

才签注。其中杰出人才可以申办有效期 5 年

的人才签注，科研、文教、卫健人才可以申办有

效期 3 年的人才签注，法律、其他类人才可以

申办有效期 1 年的人才签注。持证人在签注

有效期内可以不限次数往来香港或者澳门地

区，每次在香港或者澳门停留不超过 30 天。

杰出人才可以由本人向粤港澳大湾区任

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出申

请，其他 5 类人才应由本人向工作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出申

请。人才签注的申请材料和申办手续，可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广东省公

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政府网站或者 12367 服务

平台查询。

2022 年 香 港 零 售 业

总额预估 3499亿港元
本报讯（记者李万祥）香港特区政府统

计处发布的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显示，

2022 年香港全年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

计 为 3499 亿 港 元 ，较 2021 年 全 年 下 跌

0.9%。香港 2022 年全年零售业网上销售价

值临时估计为 346 亿港元，较 2021 年全年上

升 20.8%。

2022 年 全 年 与 2021 年 全 年 比 较 ，超 级

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上升 1.3%，其次为电

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销货价值上

升 2.1%），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 3.9%），

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上升 0.3%），食

品、酒类饮品及烟草（上升 0.1%），药物及化

妆 品（上 升 2.7%），汽 车 及 汽 车 零 件（上 升

1.9%），燃 料（上 升 1.7%），以 及 中 药（上 升

3.3%）。 随着全面通关及消费券发放，香港

零售餐饮业经营情况将进一步改善。

春节长假期间，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各大主题乐园客流恢复明显，接待游客量达 40.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6%。图为在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内，小游客们盛装打扮，书写春联，参加珠海

长隆“新春体验季”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