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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博士参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见习记者 盖刘宝 摄

（一）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

哪里开始。
2010年，第一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于

广州发端。此后的 2013、2016、2020年，中
山连续举办第二、第三、第四届海峡两岸
中山论坛，得到了两岸各界的广泛认同
和积极反响，实现了把论坛打造成为“以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促进对话
深化互信的重要平台”的目的。经过十多
年的发展，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已成为广
东省对台交流的核心品牌、全国重点对
台交流项目。

2014年，中山被确定为海峡两岸中山
论坛的永久举办城市。中山是伟大的民族
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
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以“中山”
命名的论坛，在中山永久落户，既是对孙
中山先生的缅怀，也是对后人铭记先生遗
志的警醒。

孙中山先生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
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一切分裂国
家、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他尝言：“中
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
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
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
在他看来，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
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
要受害。

作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
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
者，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
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
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
伟大抱负，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祖国必
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新时代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
史潮流。

行动是最好的纪念，发展是最好的继
承。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以“弘扬中
山先生奋斗精神 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主题，议题包括“孙中山的发展观与
中国式现代化”“深化两岸经贸合作共谋
高质量发展”“弘扬中山先生爱国思想与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论坛期间将
举办台资高质量发展——中山行、“大湾
区（中山）台湾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科技成
果转化平台”启动仪式暨百名台湾博士进
院企活动、“走进中山——探访伟人故里”
两岸媒体采风活动、第十届台湾青年岭南
行之孙中山历史文化探寻营及“中山杯”
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等经贸文化
交流活动。以“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为

“车之双轮”，将进一步促进两岸共同发

展、增进同胞亲情福祉。

（二）
一道海峡连两岸，世世代代一条根。
海峡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是休

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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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
心灵契合。”

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是和平统一的
基础工程，这方面，中山不断作出探索、迈
出步伐。其中，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通过继
承和弘扬孙中山先生爱国思想和奋斗精
神，强化了孙中山文化资源联系两岸同胞
的纽带作用，推进了各领域交流合作，增
强了“两岸一家亲”的感情和认同，为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环境，有
效提升了中山城市形象和品牌知名度。

与此同时，中山以孙中山爱国思想和
奋斗精神为主旨，深度挖掘孙中山文化资
源，重点面向台湾青少年和基层民众等广
大台湾同胞，打造了一批富有中山特色的
两岸精品交流活动，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交
友交心，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从中山台商子弟夏令营，到“中山
杯”台湾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再到台湾青
年在中山创新创业融合发展……青春蓬
勃的年轻力量，一直是中山台湾两地交
流的一抹亮色。在同一片天空下、同一片
热土上，两岸青少年同胞沟通联系、互促
学习、互结友谊、共同发展；他们追梦、筑
梦、圆梦，用实践经历坚定了同心同行、
携手打拼的决心和信心。

实践证明，无论此岸，还是彼岸，两岸
同胞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对两岸
关系走近走好的一致向往，是任何人、任
何势力都阻隔不了的。

（三）
与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同期启

动的，还有 2023“台商一起来，融入大湾
区”主题活动。粤港澳大湾区，以其交通区
位条件好、国际化程度高、经济活力强、产
业体系完备、创新要素集聚，成为两岸及
海外瞩目的投资热土、创业沃土。中山也
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1988年，中山首家台资企业隆成日用
制品有限公司落户。35年风云际会，中山
台资企业日益蓬勃发展。截至今年第二季
度，全市累计批准台资企业 1420家，投资
规模超 1000万美元的有 103家，其中超亿
美元的有 8家。中山已成为台商台企在大
陆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有凤来仪，非梧不栖。为切实提升服

务台商台企的水平和成效，中山着力营造
让台商放心投资、安心发展、开心生活的
综合环境，不断拓展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
深度和广度。从 2014年开始，中山市科技
局、生产力促进中心就与台湾生产力中
心、工业研究院等进行深度合作，通过“借
脑”的方式，帮助中山台商台企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2018年以来，中山结合实际出
台了《关于促进中山与台湾经济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干措施》（惠台 71条），推动台商
台企创新发展、加快发展。

成立于 2004年的中山华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运动鞋履开发设
计、生产与销售，是全球第二大的运动鞋
制造商，年产鞋履超 2亿双。2021年 4月，
华利集团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这家台商
投资企业，成为中山首家市值超千亿元的
企业。

另一知名台企纬创资通（中山）有限
公司，是纬创资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大
陆设立的第一家企业。经过 20多年的发
展，纬创中山厂逐步做大做强，工业产值
连续多年排名全市第一，今年 1月成为中
山首家全球“灯塔工厂”。

8月4日，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举行增资扩产项目签约仪式。该项目聚焦
高性能半导体基材研发制造，总投资超32
亿元，建成后将成为大湾区最关键的高性
能半导体基材研发生产制造基地。

在一个个“以台引台”“以商引商”的生
动故事中，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走进大陆、
融入大陆、扎根大陆。伴随全省、全市高质
量发展号角的吹响，中山台资台企捷报频
传，既参与祖国建设发展进程，又为自身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拓展了新机遇。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
台商在大陆的发展充分证明，深化两岸交
流合作具有广阔空间和光明前景。无论

“中华儿女情”或是“爱拼才会赢”，只要两
岸同胞坚定唱响“同一首歌”，一定会精诚
所至、金石为开。

（四）
湾区时代，风起云涌；其风可借，其势

可依。
2022年 6月，广东省委批复同意中山

建设广东省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
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中山充分发挥地处深
港、广佛、珠澳三大极点中心的区位优势，
全面实施“东承、西接、南联、北融”一体化
融合发展大战略，聚焦营商环境、产业、交
通、创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规划等

“六个一体化”，率先探索与深圳等东岸城
市融合发展，加强与香港、澳门、广州、佛
山、珠海、江门等大湾区城市的对接合作、
深度融合。今年 6月 28日，深圳、中山两市

首次携手面向全球联合招商，总面积66平
方公里的深中经济合作区正式亮相，标志
着深中产业协同、一体化融合发展进入新
阶段。

7月 19日，中山市委十五届六次全会
提出，要深化与港澳深度合作，探索“港澳
科创+中山制造”“港澳青年+中山创业”“港
澳人才+中山生活”，在服务港澳中借势借
力发展。8月8日至9日，市委书记郭文海率
中山代表团访问香港。李家超特首充分肯
定中山提出的合作方案，明确将建立沟通
协作机制，推动各领域深度合作，促进两地
融合发展。包括香港-中山高质量发展合作
区等一批项目达成共识、提上日程。

一系列的行动表明，今日中山，正以
前所未有的激情、勇气与智慧，投身大改
革大开放大发展的春天。所谓“大开放”，
既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既要
全面拥抱广深港澳等大湾区城市，也要更
进一步打开眼界，与世界接轨，向全球出
发。而对台合作，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特
别是，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中山在拉
紧两岸同胞利益联结和情感纽带，铸牢两
岸命运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十分重要而
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要主动发挥优
势，积极先行先试，立足大湾区资源禀赋
和对台开放合作基础，围绕文化、产业、营
商环境、青年人才等方面，在更高层面做
好做实两岸合作，努力为推进新时代祖国
统一事业扛起中山使命、作出中山贡献。

（五）
亲望亲好，“湾”与“湾”连。
新机遇昭示着新使命。如何建设海峡

两岸共同精神家园，让经济合作之桥、文
化交流之桥、青年交往之桥越走越宽？中
山思考不止、步履不停。

从翠亨新区马鞍岛东望，伶仃洋大桥
270米高的双主塔巍然耸立，深中通道宛
如长虹卧波，向着未来延伸拓展，把桥另
一头的世界悄然拉近。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这里出
发，远渡重洋，踏上了波澜壮阔的救国图
强、振兴中华的革命道路。今天，站在历史
与现实的交汇处，目力所及，早已逾越“轮
舟之奇、沧海之阔”。而关于中华复兴、世
界大同的梦想，始终承载着最美好的夙
愿、最热切的期盼，激励着两岸同胞为之
矢志奋斗。

历史无言，但身上流淌的血液从未停
止沸腾；时空有界，但梦想总能跨越那一
湾“浅浅的海峡”。在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山
论坛开幕之际，让我们接续弘扬孙中山先
生的奋斗精神，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
大势，为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
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共赴一场盛会 同圆一个梦想
“两岸同胞 血浓于水”“深化两

岸经贸合作 共谋高质量发展”“共

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进程”……这几天，在中

山城市主要出入口、主干道、城市地

标等，一道道振奋人心的标语，宣告

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如约而

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气息在

这里升腾，思想、共识、智慧、力量在

这里交汇凝聚。伶仃洋的烟波浩渺，

日月潭的湖光山色，共同描摹出寓

意美好未来的画卷。

郭锦润 谭桂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