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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对台工作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历次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
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中央对台大政
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锚定“两个确保”，实
施“十大战略”，凝心聚力，踔厉奋发，河南
对台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贡献
河南力量。

一、豫台经济合作发展持续深化

豫台经贸交流合作不断发展，众多台商台
企来豫投资兴业，富士康集团、台塑集团、丹
尼斯集团、统一集团、旺旺集团、顶新集团、
正林集团、顶志集团、蓝天集团、合晶公司等
台湾知名大企业纷纷落户河南。截至2022年
6月底，全省累计批准台资企业2146家，累
计合同利用台资322.95亿美元，实际利用台
资195.70亿美元。

用好平台，促进豫台经贸融合发展。连续
举办豫台经贸洽谈会、两岸智能装备制造中原
论坛，并先后举办了两岸（河南）经贸合作交
流恳谈会、豫台电子产业洽谈会、豫台农业项
目合作恳谈会、豫台文化产业合作洽谈会、豫
台绿色农业合作发展对接会、两岸大健康产业
项目洽谈会、海峡两岸石油化工科技经贸交流
大会等专项经贸交流活动，共签约合作项目
504个，持续深化豫台经贸合作。

“2022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
造中原论坛”在洛阳成功举办，论坛以“新格
局、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以专题论坛、
产业对接、项目洽谈、参观考察等活动为主要
内容，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
龙，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王凯，国台办副主
任潘贤掌，省委副书记周霁，省委常委、秘书
长陈星，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江凌等领导
出席了会议，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
刘兆玄也以在线视频形式参与了活动，会议吸
引全国台企联170多名重要台商参会。洽谈会
集中签约26个项目，金额298.7亿元人民币，
投资涉及智能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零部
件、现代农业、现代服务等领域，推动豫台经
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构建载体，推动豫台经贸合作深度发展。
为保障台资企业在河南能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按照省委、省政府加快产业集聚区发展的要
求，省台办联合省商务厅狠抓台商投资园区
建设，完善台商投资园区建设，增强园区功
能，落实相关优惠政策，不断提高园区承接
大企业的能力，起到了“以台引台”示范带
动作用。

各地因地制宜，结合当地产业发展特点，
呈现出一园一特色的趋势，如商丘睢县园区着
力打造中原制鞋产业基地和电子信息产业基
地，漯河依托统一、旺旺工业园食品产业特色
突出。台商园区招商引资载体作用日益增强，
产业聚集效应逐步显现。目前，全省有台湾农
民创业园1个，台商投资园区26个，入驻台
企142家，总投资额47.5亿美元。

重在服务，不断优化台商投资环境。多年
来，全省不断优化台商投资环境，健全完善台
胞台商权益保护工作机制，为台商在豫发展营
造了良好环境。积极落实各项惠台政策，优化
台商投资环境。落实“31条”、“26条”、“11
条”、“农林22条”等惠台措施，出台了河南
省《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意
见》《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河南农业
林业领域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惠台政策措施，
逐步为台湾同胞在河南投资、创业、就业、学
习和生活提供与河南省企业、居民同等待遇。
健全台商维权协调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工作制
度，进一步完善台商投资企业投诉机制。成立
了首家“台胞社会法庭”，建立了“台商法律
咨询服务中心”，为台商台企提供法律服务。
驻马店市成立了涉台事务法律服务中心，把保
护台胞投资权益纳入法制服务体系，较好维护
了台胞投资合法权益。郑州市坚持组织开展

“法律进台企”活动，逐步提升台商依法经营
能力。

加大涉台专案调处工作力度，有效促进投
诉案件解决。据统计，十年来，妥善处理涉台
纠纷投诉及来信来访案件1000余件，维护了
台商台企合法权益。

筑巢引凤，鼓励台湾青年来豫创业就业。
2018年河南首家“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在洛阳
恒生科技园揭牌，充分发挥了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
业基地招才引智和交流服务的作用，为台湾文创产
业青年创业者搭建低成本、全要素的创业孵化平
台。出台了《台湾青年来豫实习就业创业工作方
案》和《河南省台湾青年创业基地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试行）》，为台青来豫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吸
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豫实习、就业、创业。

二、豫台交流交往走深走实

豫台交流交往规模迈上新台阶。2013年郑
州市成为第三批新开放的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城
市，共开通了郑州飞台北、台中、高雄、澎湖4
个航点7条航线，自此豫台两地人员往来更加热
络频繁，2013年豫台旅游互动火爆，当年突破
30万人次，2014年互动达43.17万人次，2015

年互动达50.13万人次，郑州逐渐成为中部地区
对台交流的重要门户。2012年以来，共有200
多万人次台湾同胞来河南寻根祭祖、观光旅游、
探亲访友、参访交流。

豫台交流交往层次实现新突破。十八大以
来，先后有百余位台湾政要和知名人士来豫参
访，来豫参访考察的台湾团组达1500多个。以

“河南省两岸青年交流月”为主题活动，先后吸
引了1600多名台湾青年来豫交流，台湾青年来
豫就学“爆发式”增长，每年都有几十位台生到
郑州大学求学。2014 年时任省长谢伏瞻率领

“中原情一家亲”河南参访团赴台交流，会见台湾
政要及经济界重要人士，看望在台河南籍乡亲及
陆配，两地走亲走近。先后举办海峡两岸周易文化
论坛、海峡两岸汉字之根研讨会、海峡两岸鬼谷子
文化交流大会、海峡两岸关公文化论坛、海峡两岸
包公文化论坛、河洛文化论坛、海峡两岸曹谨学术
研讨会、海峡两岸城市旅游高峰论坛、海峡两岸

中学校长论坛、海峡两岸法学研讨会、海峡两
岸应急管理论坛、海峡两岸民用航空人才培养论
坛、豫台旅游高峰论坛等，深化了豫台两地交流
合作。河南省十余所高校与台湾静宜大学等二十
余所高校签订交流合作协议。豫台两地文化旅游
界、工会界、教育体育界和卫生界等各领域签订
了数十项交流合作协议。

豫台文体交流合作开创新局面。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河洛文化论坛等一批代表中原文化的交
流活动成为豫台两地人员往来交流的重要平台。
两岸连续多年举办“同时同像同主题”黄帝拜祖
大典，传达两岸“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的精神，共襄盛举，血脉同源，追远同心，
携手一同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壬寅年黄帝
拜祖大典采用“线下与线上”模式，上线拜祖祈
福App和小程序，吸引了广大海内外同胞“隔
海互动”“隔岸同拜”，为台胞带来更具现场感的
拜祖体验，感受黄帝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多年举办的固始根亲文化节暨固始与闽台关系研
讨会、纪念比干诞辰拜祖大典、濮阳海峡两岸张
氏宗亲联谊活动等成为河南省对台文化交流的品
牌活动。积极发挥固始根亲博物馆、郑州新郑黄
帝故里和安阳汤阴羑里城等“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作用，依托“河南文化联谊会”这一“海
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交流平台，切实开展豫
台两地交流活动。组织“仰韶文化台湾印象
展”“河南文化季”“大型舞台剧玄奘入岛参
演”“欢乐春节·魅力河南·锦绣中原——海峡
两岸春节民俗庙会”等赴岛开展文化交流活
动。组织开展“两岸一家亲·中原过大年”活
动，共有40个台湾旅游团的1100多名游客来
河南，开心过大年，促进豫台两地同胞交流融
合。2014年台湾少数民族头目长老文化交流团
赴河南参访交流，领略华夏古都的风采，感受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增进了豫台两地少数
民族同胞的了解和沟通。

豫台两地豫剧文化交流热络，合作硕果累
累，一直是豫台文化交流的亮点。为不断提升两
地豫剧交流的层次与水平，先后在郑州、北京、
台北、高雄举办了多次“河洛文化暨豫剧发展研
讨会”，使之成为河南与台湾文化交流的品牌项
目。河南加大与台湾豫剧合作力度，河南豫剧院
多年多批次培训来豫学习的台湾豫剧演员，让豫
剧在台湾得到长足发展。先后组织豫剧《开漳圣
王陈元光》、现代豫剧《王屋山的女人》《穆桂英
挂帅·出征》等剧目赴台演出；台湾豫剧团豫莎
剧《完美的合同》、豫剧《中国公主杜兰朵》等
剧目来豫交流演出。豫台两地豫剧大师共同探讨
豫剧发展与传承，同台表演了精彩的戏曲经典曲
目，用豫剧诠释了台湾与河南两地传统文化不可
分割的情缘，有力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传播、推广。

举办两岸唐三彩交流展，实现了豫台两地文
物交流新突破。2016年两岸唐三彩交流展在河
南博物院展出，台北历史博物馆提供了10件文
物来豫参展，其中有5件是于1949年运台的河
南博物院之旧藏。这些文物的“回家”交流展出
可谓首次登陆的“破冰之旅”和“开创之展”，
豫台两地保存的文物分离了66年又再次团聚，
具有里程碑意义。

台湾运动员先后来豫参加第七届全国农民运
动会、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中国(开封)客家国际龙舟邀请赛等体育盛会。在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台湾少数民族
代表团共参加了射弩、押加、高脚竞速和民族健
身操等4个竞赛项目，以及《宝岛情》和《高山
青》2个表演项目，其中，押加比赛获得竞赛项
目三等奖，《宝岛情》和《高山青》均获得表演
项目一等奖。在全国农运会上，台湾代表团获得
风筝和武术两个比赛项目的一等奖。两岸同胞体
育盛会竞技，架起了两岸体育交流互动的桥梁，
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感情。

豫台交流合作开启新模式。2020年以来，
面对新冠疫肺炎情和两岸严峻复杂的局势，豫台
两地开启了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交流新模式。
围绕在豫台湾大学生开展“河南省两岸青年交流
月”活动，组织台生台青参访企业、参观文化景
观、开展社会实践，助力青年台胞在豫实习、就
业、创业。落实中央和河南省惠台政策措施，为
在豫台胞学习生活、就业创业、子女入学、医疗
社保等提供便利服务。举办陈家沟首届海峡两岸
太极拳文化交流活动 （线上），线上以拳结友，
以拳会友，促进了海峡两岸太极拳文化交流。第
十届中原 （固始）根亲文化节活动全程线上直
播，并开通“根亲祈福”小程序，让岛内台胞可

以在云端漫游闽台祖地。驻马店、南阳等地邀请
当地台胞、陆配代表举办中秋联谊活动，通过

“现场+直播+连线”的形式与岛内亲人交流互
动，共叙亲情、共话团圆、共谋发展。

三、涉台宣传教育深入人心

十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
化，宣传中央对台方针政策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对台工作一系列重要论述，宣传新时代党解决台
湾问题总体方略，宣传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辉煌成就，积极运用多种方式，讲好中国共产党
故事、豫台融合发展故事、在豫台胞台商台青故
事，不断提升河南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围绕重大涉台活动展开宣传。积极协调组织
中央和省内以及台港澳等媒体资源力量，对“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原情一家亲”“豫台经贸洽
谈会”“两岸青年交流月”“中原根亲文化节”

“两岸关系研讨会”等重大涉台活动进行全面深
入报道，积极挖掘报道活动的重大意义和取得的
成果，不断擦亮重大涉台活动品牌，在岛内和社
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力地扩大活动社会效
应，促进活动举办永续发展。

着力打造宣传品牌，推进两岸媒体融合发
展。十年来，我们聚焦时代主旋律、重大战略、
发展成就等主题主线，以举办媒体交流活动为牵
引，积极打造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这一对台宣
传品牌，先后举办了“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

‘小康路上·看乡村振兴’”“南水北调工程暨河
南历史文化”“走进国家中心城市——郑州”“传
承中华文化暨寻找乡愁”“龙的传人·相约黄
河”“台青黄河游记”“百年圆梦·豫来豫好”
活动等15次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每次活动
选取不同的采访主题，着力聚焦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国家重大战略和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辉
煌成就。采访活动坚持守正创新，传统媒体与
新媒体相结合，图文报道与短视频相结合，邀
请台湾联合报、旺旺中时媒体集团、TVBS、
东森电视台、东森新闻云等岛内主流媒体、台
湾网红新媒体和大陆央媒来豫采访开展立体式
的宣传报道，各大媒体和台湾网红新媒体先后
累计播发稿件2100余篇 （条），较好地宣传了
河南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取得的成就，
讲好豫台两地融合发展故事，传递河南好声
音，扩大河南影响力。目前两岸媒体联合采访
活动品牌，已成为河南对台宣传有力的平台，
吸引更多的两岸媒体参与到每年的联合采访活
动中来，促进了两岸媒体交流融合，实现了对
台宣传工作提效增质。

持续加强涉台宣传教育和研究。充分利用
“豫台视窗”网站、“豫台一家”公众号、头条
号、一点号等平台开展涉台宣传教育工作，先后
累计发稿3.2万余篇 （条）。注重加强网络评论
员队伍建设，积极开展涉台网络舆论引导，先后
发表网络评论文章600余篇，形成了河南特色的
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省台办所推荐的涉台网络
评论文章被中央网信办评为 2021中国正能量

“五个一百”网络精品优秀文章。组织开展涉台
宣传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活
动，创新形式载体，丰富方法手段，善于运用群
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方式，采取富有时代特
色、体现实践要求的方法，通过举办涉台知识讲
座、涉台知识大赛、台海形势报告会、涉台图片
展览、制作涉台知识短视频、组织主题班会等多
种形式宣传中央对台方针政策和新时代党解决台
湾问题总体方略。2021年，举办的“百年圆梦
见证辉煌”党史暨涉台知识网络大赛，参与网络
答题突破3710万人次，其中台胞10多万人参与
答题，短视频播放达2310万次，在社会上掀起
了学习党史和涉台知识的热潮，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营造了良好氛围。2022年，成功举
办了两岸关系研讨会，130余名来自海峡两岸的
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
交流，深入揭批“台独”分裂的危险性、危害
性，呼吁两岸各界把握历史大势，携手维护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共圆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愿景，
进一步凝聚了全国涉台研究力量。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
题的总体方略，把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到祖国统
一大业进程中，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凝心聚力、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党建工作为引领，推动
河南对台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
族复兴作出河南贡献。 （河南省台办）

围绕中心踔厉奋发 推动河南对台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河南对台工作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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