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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
者 周尤）11月6日，记
者从市政府台办获悉，
第十四届“重庆·台湾
周”活动，将于11月7日
至11日在重庆举行，11
月8日上午举行开幕式。

本届“重庆·台湾
周”由国务院台湾事务
办公室、重庆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两岸企业
家峰会支持举办，以“融
入新格局、助力新发展”
为主题，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党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
略，充分发挥渝台深厚
渊源优势，拓展做实深
耕基层、深耕经贸、深耕
人文，探索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提升渝台交流
合作层次和水平，将重
点开展四大板块16个分
项活动。

市政府台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结合疫情常
态化防控形势，两岸嘉
宾600余人将以线上和
线下两种方式参与活
动，现场出席开幕式活
动的两岸嘉宾约200人。

“今年的活动主要
呈现四大亮点。一是迅
速贯彻落实二十大精
神。第十四届‘重庆·台
湾周’是二十大召开后，
各省区市举办的第一个
综合性涉台重大活动。
我们将认真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全面贯彻新
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继续致力于

促进渝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渝台各领域
融合发展，携手共谋发展，共享繁荣，共创未
来。”该负责人表示。

二是争取国家相关部委支持，在我市设立
“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为我市深化渝台交流
合作增添平台和抓手。

三是聚焦台湾青年这个重点举办系列活
动。台湾周期间，将举办2022全国台企联第十
二届青年菁英特训营、第十届台湾青年菁英重
庆行、首届澳门台青研习营等活动，在九龙坡、
大渡口区新设重庆市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
吸引12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

四是精心策划组织纪念渝台开启交流35
周年活动。通过回顾渝台各领域交流合作的丰
硕成果、经验启示，宣介“白皮书”精神，特别是
展示十九大以来重庆对台工作“三个深耕”工作
成效，塑造反“独”促统大势，增进台湾同胞的认
同互信，聚力推动渝台交流合作，坚定推进祖国
统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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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
湾同胞书》，确立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
针，呼吁两岸同胞直接接触，探亲访友，参观交
流。1987年底，两岸长达38年的隔绝状态被打
破，两岸交流合作的大门由此打开，两岸关系进
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渝台两地渊源深厚。自两岸开启交流特别
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紧跟时代发展脚步，逐
浪两岸历史潮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
大政方针，持续深耕基层、深耕经贸、深耕人文，
推动渝台两地往来人员数量从零星点点发展到
成千上万，交流由探亲访友拓展到党际、经济、教
育、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初步构建了全方位、
多渠道、深层次的渝台大交流格局，为推进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拉近同胞心
灵距离发挥了积极而又独特的重要作用。

深埋内心的骨肉亲情推动渝台
基层交流密切热络

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交流闸门一经
放开，渝台交流如星火燎原，势不可挡。35年
来，高峰期来渝台胞近15万人次/年、重庆赴台
旅游人数亦接近7万人次/年。林洋港、马鹤
凌、郝柏村、连战、吴伯雄、江丙坤、郁慕明等台
湾重要人士400余人次率团来渝。近4000名
台胞在渝领取台湾居民居住证，3000多名常
住台胞逐梦重庆、圆梦重庆，展现两岸交流合
作是大道之行、人心所向。

2006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与中国国民党新
竹县党部率先开展党际交流，促成巴南区花溪镇
与新竹县尖石乡结成首对“友好乡镇”。2011
年，台湾彰化县参展“第八届（重庆）国际园林博
览会”，以花为媒与重庆缔结友好。截至2021年
底，通过“渝台基层交流活动”“渝台两地同名乡
镇交流”“海峡两岸姊妹湖产业协作年会”等重点
交流活动，促成400余对基层组织结对交流，400
余交流团组、8000余人次实现交流互访。

两岸婚姻家庭被誉为“两岸三通”之外的
“第四通”。从1989年第一对渝台同胞婚姻登
记开始，近1.4万对渝台联姻家庭以行动践行着
两岸一家亲。著名词作家庄奴，作为重庆女婿
晚年定居我市璧山区，焕发艺术创作第二春。
年代厨卫创始人黄锦勋一家三代扎根重庆，持
续延绵着渝台两地的亲情联系。每年组织两岸
婚姻群体开展“月是故乡明——台湾重庆籍新
娘故乡行”等系列活动，邀请两地联姻家庭感受
家乡发展变化和割舍不断的深厚情感。

互益相成的经济合作推动渝台
经贸交流深度融合

1989年，重庆首家台资企业金夫人婚纱影
楼落户。2010年6月，《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在渝签署，凸显重庆在两岸交流中的重要

地位。我们持续举办台企西部行、“台资西移”
考察对接等活动，每年吸引多个台湾经贸参访
团前来。连续举办14届的“重庆·台湾周”活动
已成为两岸重要的综合性交流平台和渝台经贸
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

35年来，宏碁、华硕、富士康、广达、英业达、
纬创、仁宝、和硕等品牌商和代工企业以及860
多家零部件厂，在渝建成以台资企业为主的全
球重要笔电生产基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批
准台资企业2011家，累计合同台资304.46亿美
元，投资额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221家。

2008年12月19日，重庆—台湾空中客运直
航正式开通。两年后，重庆—台湾货运航线开
启。此后，这条空中交通线开通直达高雄、台中航
班，渝台货运直航航班2436架（次），运送货物
199380吨。中欧班列（渝新欧）的运营，成为我市
以台资企业为主的笔电产品对外贸易重要运输载
体，为在渝台资企业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年渝台贸易额超过640亿元人民币，占重庆
对外贸易额的8%，两地的利益联结更加紧密。

1400亿元人民币，是广达电脑重庆基地
2021年的产值；投资重庆32年，是台商李文勋和
百吉集团的坚定选择，数字背后是产业链的高效
稳健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我们建立了北碚
台创园、璧山台商工业园等7个涉台园区，倾情
为广大台商打造了投资平台。引进培育电子料
件、金融结算等各领域配套企业，成立重庆市台
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帮助台企做大做强。开展

“亲商稳商引商”“在渝台商台企进区县”专项活
动，助力转型升级，不断推动渝台合作走深走实。

同源同根的血脉联结推动渝台
文化交流走入人心

1990年，陈彼得率乐队赴重庆演出，成为
来我市开展人文交流合作的首位台湾艺术家。
35年来，我们以文化为抓手，创建海峡两岸岳飞
文化交流活动、“龙耀宝岛”中华铜梁龙赴台展
演等“金字招牌”。2015年，向台湾佛光山赠送
岳飞造像，星云大师率3000僧众现场迎接，被
有关方面赞为“具有载入两岸交流史册的时代
意义”。3次组织铜梁火龙入岛展演闹元宵，引
起全岛轰动效应，累计366万人次现场观看，吸
引全球8.3亿人次关注。

重庆自然风光神奇瑰丽，人文风貌独具特
色。我们积极申报创建4个国家级海峡两岸交
流基地及交流示范点，培育打造16个市级对台
交流基地，构建了“3+1+16”对台交流基地平
台。连续17年开展“魅力重庆·壮丽三峡”活
动，连续11年举办渝台艺术直航系列活动，连
续7年实施渝台少数民族交流活动，持续组织

“蚩尤杯”两岸文化艺术节等活动，吸引台胞深
切感受祖国壮美河山和沧桑变化。近五年来，
虽受民进党当局蓄意阻挠，仍有3731名台胞来

渝实地参访，渝台文化交往保持热络。
重庆有395处抗战遗址，在海峡两岸具有

特殊影响力。我们连续10年举办“寻找抗日足
迹、共谋和平发展”活动，近500名岛内抗战后
代来渝，重走抗战路、传承抗战精神。举办“中
国抗战大后方名人手迹入岛巡展”“抗战史料
展”等活动，厚植共同民族记忆。重庆师范大学
牵头两岸学者编著《连横诗词选注》，连战先生
为该书题序并签名盖章，开创了台湾光复以来
两岸共同注释与宣传台湾诗作的先河。

用心用情的造福服务推动台胞
同等待遇落实落细

“台胞的娘家，坚实的靠山”“台商的支柱，
台胞的依靠”……一面面锦旗和牌匾，是为在渝
台胞台企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的生动印证。
我们颁布《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条例》并进
行3次修正，为促进渝台经贸交流合作提供有
力法治保障。多次组织涉台执法检查活动，形
成保护台商合法权益的机制，切实提高台湾同
胞权益保护的实效和质量。重庆市台商投诉协
调中心1995年组建以来，协调处理全市涉台信
访、台商投诉、台胞求助和涉台突发事件等案件
1647件，结案率达99.82%，深受台商台胞好评。

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各项惠台利民政策措施，
发布实施《关于促进渝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渝台58条）。台胞彭荫刚、庄奴获得

“重庆市荣誉市民”称号，一批台胞台企荣获国家
级、市级“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工人先
锋号”等称号，台胞台企的获得感持续增强。特
别是疫情暴发后，我们积极安排台胞免费接种疫
苗2247人、4770剂次，有效构建免疫屏障。

感人至深的两地故事推动渝台
新闻交流乘势向前

我们高度重视对台新闻交流。35年来，组
织创作出大批展现同胞感情、展示重庆发展变
化的新闻作品。拍摄《梅花山麓悼英雄》专题
片，以珍贵史料介绍张自忠将军英勇事迹，激发
两岸同胞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共同情
怀。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金鸡奖的电影《芬芳
誓言》在渝拍摄，生动展现了台胞的思乡之心和
两岸同胞亲情。重庆电视台、香港亚洲电视台
和台湾东森电视台联合举办“2002年中秋特别
节目”，传达故乡对游子的思念。2017年2月，

“逐梦他乡重庆人”全媒体大型人物故事寻访活
动走进岛内，记录“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的
故事，守护血脉亲情。

重庆是较早获得涉台新闻采访审批权的省
市。1997年，台湾《远见》《投资中国》杂志分别
刊出“重庆专刊”，标志着我市涉台新闻工作取
得较大突破。邀请岛内媒体制作《万里江山》
《探秘重庆特色小镇》等；接待台湾《大陆寻奇》

摄制组制作专题纪录片34部，在岛内媒体平台
播出。35年以来，多次组织、承办海峡两岸记者
大西南联合采访活动、海峡两岸记者三峡联合
采访活动，台湾记者110余批次460余人次来
渝采访，发表重要原创新闻稿件1100余篇，提
升了岛内对我市的关注度、美誉度。

同心同行的追梦情怀推动渝台
青年交流扩面增效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1991年
台湾学生林士超赴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业
进修一年，实现我市高校首招台湾青年学生。
35年来，全市9所高校与台湾45所高校签署校
际合作与交流协议，累计吸引1400余名台生来
渝高校读书、访学、研修，用青春和热情绘就了
渝台交流的青春靓丽图景。连续举办20届“两
岸同心——巴渝文化教育参访周”，吸引岛内48
所学校的650名校长、师生来渝参观考察，打开
了了解大陆的窗口。

今年9月，我市推荐的岳飞文化夏令营活
动照片和岳飞武像，在“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
展展出，成为渝台文化交流的典型。2017年以
来，连续举办6届“海峡两岸岳飞文化夏令营”，
大陆20个省区市46所中小学校与台湾10个县
市33所学校上万名师生传承岳飞家国情怀。策
划“两岸青少年成渝双城研学营”“川渝港澳台青
少年专利孵化展”等活动，增强两地认同。成功
举办19届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夏令营重庆分营活
动，共计1000余名两岸青年学生参加。

聚焦新时代两岸青年的共同责任和使命，连
续多次举办“台湾青年菁英重庆行”“在陆台湾青
年重庆行”，邀请500余名各行业领域台湾青年来
渝，推动参与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开展8届
台湾大学生重庆实践活动，累计吸引240余名台
生来渝实习锻炼，与重庆高校志愿者结对交流，感
悟大陆发展前景。成立川渝港澳台青少年科技创
新联盟，开展海峡两岸（重庆）青年融合发展研讨
会、海峡两岸（重庆）青年创业发展交流会等活动，
吸引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大陆、扎根重庆。

时代洪流澎湃激荡。回首35年的渝台交
流历程可知，两岸关系虽然历经坎坷，但终究打
破长期隔阂，开启交流合作，走向和平发展、融
合发展。根本在于，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
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这种大势任何力量
都阻挡不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党的二十大
擘画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推进祖国统一的新蓝图，必将继续引领两岸
关系发展正确方向。我们将坚决贯彻新时代党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始终尊重、关爱、造
福台湾同胞，继续致力于促进渝台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深化渝台融合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
化，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在新的奋斗起点上奋力
书写渝台交流新篇章。

深化渝台融合发展 助推祖国统一进程
—— 渝台交流 35 周年综述

重庆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三变”改革步稳蹄疾 集体经济枝繁叶茂

潼南 加快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

游客采摘沃柑 摄/马艾

渝遂绵蔬菜产业带核心示范区

深秋时节的潼南大地，金灿灿的
柠檬迎来了收获的时节，合作社的蔬
菜基地里，经果和应季蔬菜即将采
收，接连成片的高标准农田完成土地
平整……乡村振兴处处迸发活力，成
为了潼南最生动的注脚。

近日，潼南区入选2022年国家乡
村振兴示范区（县）创建名单，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立足新
起点，潼南如何抢抓机遇争示范，勇立
潮头谋先行？

“‘三变’改革是促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动力源’。近年来，我们坚持把
农村‘三变’改革作为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有效激
活整合‘地、钱、人’要素，为特色产业
谋振兴，为强村富民拓新路。”潼南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探索“三变+集
体经济”改革模式，不断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培育农村新业态、促进农民增
收，今年“三变”改革试点村覆盖率达
到了30%。

以产业带动为核心
深化集体经济产业链条

“今年辣椒长势好，还有果树和其
他蔬菜，每年在经济联合社带动下，光
是农产品收入就有5000多元呢！”11
月2日，潼南区宝龙镇严寨村脱贫户
范小英打理着田里的秋辣椒，近两年
不仅把土地入股到村集体的示范带动
基地，自己也跟着种植蔬菜和果树，日
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近年来，潼南区农业农村委引导
各村结合本村土壤特点，整合闲置土
地等产业资源，制定发展特色种植农
业产业规划。严寨村以发展加工型蔬
菜种植、优质水果为村级产业，以“合
作社+农户+市场”的发展模式，吸纳
62户村民入股种植沃柑、辣椒、榨菜
等。村里还牵头实施村社联建、村村
联营、村企联盟“三联共建”计划，与本
村春阳种植股份合作社、佰林种植股
份合作社等9个专业合作社签订联建
协议，实现技术、品牌、销路共享共用，
形成以严寨村为核心、带动周边3镇

14村的6000余亩特色产业集群。
“村集体以300亩种植基地、1个

育苗大棚以及闲置办公室折价51万
元入股；农户以承包地、资金等方式入
股合作社后，与合作社签订‘股份制经
营协议’，变身合作社股东。”潼南区宝
龙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创办具
有地域特色的乡村产业，潼南以产业
带动为核心，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三变”改革促进农户由原来务农、外
出务工等单一增收模式，变成现在发
展产业、持股分红、流转土地、当地务
工等多种方式增收，拓宽了潼南广袤
乡村地区的致富路经。

以社会化服务为重点
激活集体经济发展动能
潼南区太安镇太平村是典型的丘

陵地貌，种植传统水稻、红薯和少量玉
米、蔬果自给自足，村里缺少规模化的
集体经济，成为了太平村发展的一大
阻碍。

2021年，潼南区农业农村委在太
平村实施农田宜机化改造，将“巴掌
地”改为“规模田”，完成610余亩土地
宜机化整治，为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打
下了坚实基础。潼南区在太平村采用

“村集体+农户”的模式，引入从播种
到管护再到采收的全流程农业社会化
服务，为农业注入科技动力，让农村土
地真正进入市场化运作。

“发动村民以土地折价入股，按照
水田400元/亩、旱地200元/亩的标
准折价，再以300元/股的标准折算股
数，最终单户的股数除以总股数得到
股份比例，第二年开始保底分红300
元/股，力求为村集体创收，为老百姓
增收。”潼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

太平村370亩的旱地被打造成大
豆玉米带状种植示范基地，大豆玉米
收割后再打造油菜制种基地；230亩
水田被打造为水稻直播直采示范基
地，同时采取养殖稻田鱼，提高水田的
经济效益。村里还修建起了烘干房，

每天30吨的加工能力不仅可以满足
本村水稻、油菜、大豆等作物烘干和仓
储，在还能为周边几个村镇提供农产
品初加工服务，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48岁的邓亮是太平村村集体经
济产业基地的管理员，通过参加农业
培训班，考取了新型职业技术农民
证。现在村里300多亩玉米、大豆和
200多亩稻田种植养殖都是邓亮在管
理。近年来，潼南区大力开展新型农
业主体培育，推荐合作社理事长、家庭
农场负责人参加市级培训班，提升合
作社综合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促进
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通过实施“三变”改革，运用农业
社会化服务科学运营集体经济，潼南
不断实现集体经济规模化、专业化高
质量发展。

以资源开发为特色
实现集体经济持续化发展

农村“三变”改革如何盘活农村优
质资源，充分发挥资源潜力，激活集体

经济发展“一池春水”？
近年来，潼南区充分挖掘山水林

田湖等自然资源和自然风光价值，推
动历史古迹、古建筑、古树等资源一定
时期的使用权作价入股合作经营，加
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
开发利用，鼓励以技术、技艺入股开展
产业化经营，促进了集体经济可持续
化发展。

“除了发展生态养殖基地、特色经
果林、中药材和花卉苗木等特色产业
之外，我们还租用新农村闲置房屋，接
纳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等务工创业，探
索农耕文化与农业产业相结合，发展
别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潼南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修复旧居院落1200平
方米，收集农耕用品、用具100 余件，
建成潼南首个“乡情馆”，集中展现农
村风土人情，全力建设共享农场（庄），
叫响“周末到潼南”城市影响品牌，打
造乡村旅游新地标。

同时，潼南还鼓励盘活村集体所
有的资源资产新建或购置固定资产开
展租赁经营外，采取跨区域抱团建设
扶贫车间、仓储物流、标准厂房等“飞
地”项目。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承
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

等项目并具体实施，发动本村各类技
术人员组建专业队伍，承接各类项目
发展集体经济，进一步优化集体经济
发展路径。

“三变”改革步稳蹄疾，为潼南集
体经济发展蓄势赋能。截至目前，潼
南今年全区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
1.07亿元，村均收入38.5万元。

刘钦 陈钰桦 刘樵
图片除署名外由潼南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数说》》
潼南“三变”改革壮大集体经济

累计整合各级财政资金 4090 万
元，形成股金 2551万元，带动社会资
本8617万元，形成股金1785万元；

农民承包地、林地等资源性资产
入股折价1538万元，村组集体经营性
资产折价入股 2095.7万元，农民变股
东11万余人；

发展共享农场（庄）200 家，其中
建成72家；

2021 年实现集体经济经营性收
入9154万元，村均收入32.9万元。

主办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乡村振兴局
重庆日报

协办 重庆市美丽乡村建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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