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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一家亲·2014海峡两岸各民族中秋联欢活动，以“中
华一家亲、欢聚在苍南”为主题，开展一系列海峡两岸各民族
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活动。其中包括中华一家亲·2014
海峡两岸各民族中秋晚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流暨苍商回归发
展大会、海峡两岸少数民族特色产品展销会、少数民族民俗
风情展演暨大型畲族祭祀仪式等，文化、经贸大戏轮番上演，
精彩纷呈。

（一）海峡两岸少数民族特色产品展销会
时间：9月3日上午9时
地点：浙南海西台湾商品交易中心
精彩看点：组织浙、闽、台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鲜

明民族特色的农产品、工艺品，在浙南海西台湾商品交易中
心进行展销活动。通过民族商品展销，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
流与合作。

（二）2014海峡两岸经贸交流暨苍商回归发展大会
时间：9月3日下午2时30分
地点：县人民大会堂
精彩看点：邀请台湾工商团体、产业协会、台湾企业家代

表和大陆台商台企以及在外苍南籍工商经济界知名人士，举
办两岸经贸交流洽谈活动，宣传推介浙台（苍南）经贸合作
区，进行两岸相关产业的合作洽谈，开展招商引资项目对接，
促进两岸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三）中华一家亲·2014海峡两岸各民族中秋晚会
时间：9月3日晚上7时
地点：县城新区中心湖公园（暂定名）
精彩看点：本场晚会以“中华一家亲 欢聚在苍南”为

主题，充分展现海峡两岸各民族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精
神风貌。晚会节目邀请大陆、台湾、澳门演员参加，节目班
底由西北民族大学组织，并加入苍南地区民族特色节目。
整台晚会由中央电视台于玲导演统筹。同时在晚会中举
行“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与合作基地”的授牌仪式和国
家商务部第三批试行更开放管理措施对台小额贸易点的
启动仪式。

（四）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展演暨大型畲族祭祀仪式
时间：9月4日上午9时
地点：岱岭畲族乡民族民俗风情文化园
精彩看点：民俗风情展演以“雅俗共赏，亮丽山哈”为主

题，荟萃少数民族民间民俗风情，弘扬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文
化，展示民间艺术精品魅力。节目有畲族对唱、竹竿舞蹈、
婚嫁表演、服饰表演、提线木偶表演、武术表演、布袋戏表
演、服饰制作、蓑衣制作、乌米酒制作、捣糍粑、编织技艺等
形式。

祭祀仪式是畲族文化最为精华的特色之一，祭祀活动集
畲族宗教文化、传统习俗、民间表演艺术为一体，主要内容包
括展示祖先崇拜、刀耕农种、上刀山、过火海、起洪楼等传统
仪式，展示畲族历史发展、习俗、舞蹈、民歌、武术等底蕴深厚
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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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日，中华一家亲 2014
海峡两岸各民族中秋联欢活动

将在苍南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各

界人士齐聚苍南，同叙乡情，共

谋发展。

浙台交流，由经贸到文化，

再到中秋话乡谊。苍南作为浙

江南大门，把地缘优势转化为经

济发展的新方向，双方经贸往来

不断升温加速，创造了又一个

“苍南模式”，引一时风气之先。

通过10到20年的建设，苍南

正在努力把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

打造成为浙江省参与海峡西岸经

济建设、开展对台经贸合作的桥头

堡、主通道和一流的台商投资区。

实施“海西战略”，苍南频频

向台商抛出“红绣球”，硕果累

累。2012年以来，苍南引进台

资项目 22个，总投资 23.14亿
元，合同利用台资 4.52亿元，实

际利用台资2.06亿元；签约台资

项目25个，意向投资额达人民币

47.9亿元，包括工业、对台贸易、

休闲农业、医疗、商贸等。今年，

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在谈成熟

台资项目已达20多个，总投资额

近30亿元人民币，项目涉及领域

不断深入，养老、文化创意、生物

科技、教育等行业都被纳入视线。

以“对接台湾、融入海西”

为己任，苍南全面参与海峡西

岸经济区建设，以承接台湾现

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为重点，以平台设施建设

为支撑，创新区域合作体制机

制，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

措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开展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

和人员往来。

苍南与台湾地区同属闽南文
化，全县闽南语人口 70 多万，台
胞台属 2 万多人，两地商贸、文
化、人员交流源远流长。

2014 年 7 月 15 日，浙台文
化交流再传佳音，国家民委批
复 同 意 中 华 一 家 亲 2014 海 峡
两岸各民族中秋联欢活动于 9
月 2 日至 5 日在苍南举办，并
批复同意苍南县为国家级海峡
两 岸 少 数 民 族 交 流 与 合 作 基
地。

苍南县位于长三角经济区与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交汇处，又是
浙江省的“南大门”，与福建省交
界，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是浙江
省距离台湾最近的县，苍南霞关
港与台湾基隆港海上距离仅为
120海里。

在 2013 年全省四个浙台经
贸合作区考评中，浙台（苍南）经
贸合作区建设名列第一。2013
年合同和实际利用台资总量分别
占全省4个浙台经贸合作区总量

的72.8%和69.8%。
台湾三三会、远雄集团、台

湾商圈总会、台湾群创光电、台
南大亿企业集团等一批台湾重
量级大集团投资者纷至沓来，双
方签署了一大批合作项目或意
向，其中已有 3 家投资额超人民
币 10 亿元的台资企业在苍南开
工建设。

投资 1.5 亿元的现代休闲观
光农业——日月潭农庄项目已在
苍南落地，其草莓园已经结出成
果，投放市场；台湾木瓜、南瓜、玉
米、茶叶等农产品在苍南试种成
功，面积达数百亩之巨，目前正在
积极扩大种植面积和落实配套的
深加工项目。

同时，苍南以文化交流活动
月、浙江·台湾合作周、全省浙台
经贸合作区建设项目现场推进会
等为展示平台，提升了浙台（苍
南）经贸合作区的知名度、美誉度
和影响力，成为台商投资的新热
土。

“海西战略”显成效
苍南成台商投资新热土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展
对台经贸合作，苍南以领跑姿态融
入海西，实施“双海双区”战略（浙
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海西”经
济发展先行区），探索出又一个“苍
南样本”。

浙台经贸合作是一个全新的
领域，没有经验可以学习，没有案
例可以参考，唯有先行先试，大胆
探路、实践摸索。

“不等不靠、先行先试、主动作
为。”苍南县出台鼓励台商投资的
优惠政策文件，建立招商引资责任
制和台资项目落地领导全程负责
制及绿色通道制度。走出去请进
来，积极组团参与浙洽会、厦洽会、
西洽会等各种两岸经贸交流展会
活动，组团赴台湾交流对接活动，
邀请国内台商协会、台企负责人和
台湾本岛的企业、团体、单位、个人

来苍南考察交流。
要引得台商来，还要落得了

地。苍南在规划建设、用地用海、
港口贸易、税费减免、通关便捷、金
融支持、利益保护、准入门槛等方
面实行更加优惠、更加方便的政策
规定，形成吸引台商和各路资本投
资的价值洼地。实施对台商投资
项目实行全程无偿代办工作机制，
形成了招商安商亲商的良好投资
环境。

在苍南投资的温州台商协会
许灿欣会长认为，苍南县委、县政
府对台商的支持，体现在速度、效
率上，公司的项目审批 16 个工作
日内完成，2 个月内完成正式批文
转接手续，为台资企业建设投产赢
得时间和先机。

作为探路先行者，苍南在招商
引资的同时，也在积极地从体制机

制寻求突破。该县成立浙台（苍
南）经贸合作区管委会，建立了浙
台（苍南）经贸合作区联席会议制
度，并下设工作办事机构——浙台

（苍南）经贸合作区管委会办公室
（对台经贸合作服务中心），突出宣
传规划、对台服务、两岸交流、招商
引资、指导协调等功能，确保“一区
多园、统分结合”开发区管理体制
的有序运作。

在战略、规划、机制、项目上多
方探路，聪明的苍南人举全县之
力，加快推进浙台(苍南)经贸合作
区开发建设，走在了全省对台经贸
交流合作工作的前列，处处体现了

“苍南速度”、“海西精神”，为探索
新时期两岸合作新模式、新机制树
立了先进典型。

对台经贸合作，苍南走出了自
己的“发展样本”。

“苍南模式”新样本
大胆探路积累发展经验

台商纷至沓来，建设规划，产业
发展，新经济面貌需要新空间。苍
南借此机遇扩大对台贸易的辐射带
动能力，努力把苍南建设成为服务
浙南闽东北地区发展的新的对外开
放综合通道。

制定“两区四平台”的战略定
位，苍南在全省率先编制完成了《浙
台（苍南）经贸合作区发展规划》。

把合作区建设成为浙江海洋经
济发展的示范区和浙江“海西”建设
的先行区，把浙台（苍南）经贸合作
区建设成为国家级台商投资区、国

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国家级对台
贸易口岸和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等“四大平台”。

突出“三核心三走廊”的空间格
局，全面改变苍南基础设施落后面
貌。“三核心”，指龙港新城、灵溪新
区、马站台湾农民创业园核心区。
连接“三核心”的三条走廊，“78省道
生态产业走廊”、“龙金大道块状特
色制造业走廊”、“黄金海岸线海洋
经济走廊”，串联起各条产业带，形
成辐射全县、“一区多园”对接台湾
产业转移的巨大空间平台。

苍南县的江南海涂围垦、大渔
湾围垦工程在不久的未来将为浙台

（苍南）经贸合作区建设提供 100 多
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同时，霞关港
经商务部、海关总署批准列入对台
小额贸易更加开放管理措施试点口
岸，取消对台小额贸易“双限”制约，
推动苍南海上对台客货直航，对台
经贸交流合作交通物流综合通道正
逐步得以实现。

随着“四大平台”建设的展开，
苍南已经由长三角的末梢转变为海
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前沿阵地。“融

入海西，对接台湾”，苍南大力实施
“浙商引回、台商引进”的决策部署，
加快承接台湾第三波产业转移，全
力引进台湾先进制造业、高效精致
农业、优质服务业等，推动苍南经济
转型。

距离近、人缘亲、语言通，相信
今后苍南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会有快
速的进展，两地经贸合作前景具有
无限想象空间。跨越海峡，心手相
牵，两岸经贸交流开花结果，不仅提
升民众福祉，更为两地全面深入的
文化交流打下坚实基础。

“平台支撑”扩空间
优化环境描绘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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