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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角挑重担

修改教师培训课件、优化乡建乡创方
案，虽然是暑假，但阳光学院两岸融合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马彦彬依然忙碌着。

来自台湾的马彦彬曾任逢甲大学校长
特别助理。2017年，他受邀到阳光学院任教。
2018 年，适逢大陆出台《关于促进两岸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31 条措
施”），着力为台企台胞提供与大陆企业、大
陆同胞同等的待遇。乘着政策的东风，六年
来，马彦彬牵头成立了两岸融合发展研究
院，承担学院的课程设计、师资培训和创业
孵化；由他协助创建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
已成为高校毕业生创业孵化基地、省级众创
空间、产创融合教育实践示范基地。

“得益于好政策，我负责的创新创业教
学项目荣获福建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在
台湾发表的论文和完成的科研项目等都被
直接认定，还评上了正教授。”马彦彬说，

“这里有我们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舞台。”
马彦彬的经历和感受，是福建在高校引

进台湾教师先行先试的一个缩影。据统计，
福建省在大陆率先实施台湾教师引进资助
计划，已累计安排专项资金1.3亿元，资助高
校引进台湾教师 1536人次。目前，全省高校
在聘台湾教师680余名，居大陆首位。

“在有福之州，我们一家实实在在沾到
了福气。”北大硕士毕业的陈柏叡现任福州
市皮肤病防治院副主任医师，是福州市首位
事业单位聘用的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台胞。

陈柏叡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从一名临
床医师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并成为医院的科
研骨干，还获得“闽都英才”“福建省青年岗位
能手”“福建省五四青年奖章”等荣誉称号。

“我和其他同事一样有公积金、社保账户，享
受奖金、待遇、学习升迁等同等待遇，这让我
更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医院科研和临床工作。”

从平潭综合实验区在大陆率先构建覆
盖台湾职业资格的采信体系，到全省 47 项
专业技术和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直接采认，目
前，已有 5600 多名在闽台胞取得技能人员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资格等级证书。越
来越多暖心的惠台利民举措落实落细，越来
越多台胞对扎根大陆、筑梦未来更有信心。

就业创业扶持多

查找文献、整理汇编史料、撰写研究论
文……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台
湾文学所所长徐秀慧开始忙碌又充实的研
究工作。“最近在研究台湾同胞的抗战史
料，希望用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史实，
让更多人知道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
体。”她说。

为 更 好 地 开 展 闽 台 区 域 文 化 研 究 ，
2019 年，徐秀慧一家四口从台湾搬迁至福
州定居。“近年来，得益于一系列好政策，我
与台湾的吕正惠教授合作向福建省社科院
申请‘雾峰林家与闽台近代革命史’的研究
项目成功获批。我的专著《两岸‘文艺大众
化’的民族叙事研究》也申请到了 25万元的

国家社科基金。《乙未割台以来‘台湾回归
祖 国 思 潮 ’之 史 料 整 理 与 研 究（1895—
2022）》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 30 万元的资助。这些资助对我的
研究很有帮助。”

“31 条措施”提出，要支持鼓励两岸教
育文化科研机构开展中国文化、历史、民族
等领域研究和成果应用。随着政策措施的
落地见效，越来越多台胞从事文化和学术
研究。两岸合编教材、共享史料、共写史书
工作也成果斐然：福建师范大学与台湾中
华文化教育学会合作编写的语文教材《高
中国文》在台湾出版，并被 20 多所中学使
用；闽南师范大学组织两岸学者合作编撰
的《台湾通史》出版发行……

今年1月，团省委、省青年联合会主办的
2022 年度福建省台湾青年“创业之星”颁奖
仪式在福州举办。“90 后”台青萧靖凭借“自
由享受音乐”项目成为2022年度“创业之星”
中的一员。他告诉记者，自己不只获得了5万
元的创业奖金，主办方还提供咨询、培训及
三年陪伴式辅导，同时协助对接创业场地、
媒体、资本等资源。“有了这么多政策扶持，

我有信心把品牌做得更响、影响更大。”
福建省台湾青年“创业之星”计划自

2015年创办以来，已帮扶和支持 155个台湾
青年创业项目落地发展，评选出80名台湾青
年“创业之星”，累计发放创业奖金400万元。

惠台利民政策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
时。福建正加快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各项政策措施正进一步落实落细。截至
目前，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已实现全省覆
盖，共计 435名台胞、266家台企获颁信用证
书，获得授信 174亿元；全省累计引进 121支
台湾建筑师（含文创）团队、400 多名台湾乡
建乡创人才，安排省级资金1.72亿元，在340
多个村庄开展乡建乡创陪护式服务；7名在
闽台胞获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推动 82家台湾青年实习实训、就业
创业基地朝着“空间+服务+资源+集成”的
方向发展……在闽台胞得到实实在在的政
策红利，分享了大陆的发展机遇。

安居吾庐乐融融

安居方能乐业。随着越来越多台胞来

闽就业生活，满足台胞的实际需求，让他们
同等享有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方面的
保障，成为福建贯彻落实惠台利民措施的
题中应有之义。

台湾教师、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
学院微电子系教授王量弘告诉记者，住房、

“五险一金”、子女就学等同等待遇政策的
落实，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其中子女就
学是我们最关心的。我的两个孩子都享受
到子女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就近就便入学
的好政策。”王量弘感激地说，如今，妻子也
在福州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

与王量弘有相同感受的，还有入住厦
门金圆·金融公寓的台青陈怡文。

早上 6 时许，陈怡文像往常一样起床，
用公寓的厨房设备制作“活力”早餐，用餐
后她骑车 15分钟就能到公司。“住在台胞公
寓真是太方便了。”她感叹道。

2020 年 3 月，台湾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将陈怡文派至厦门工作。初来乍到，她花
了一个星期查找租房信息。“刚开始入住
的 商 住 混 合 式 公 寓 人 员 较 杂 ，等 电 梯 时
间 长 ，还 要 担 心 续 租 问 题 。2022 年 ，厦 门
市 政 府 在 湖 里 区 五 通 西 路 推 出 台 胞 公
寓 ，我 第 一 时 间 就 登 记 入 住 了 。”陈 怡 文
说 ，“ 精 装 的 台 胞 公 寓 不 仅 租 金 便 宜 ，还
濒 临 环 岛 路 ，楼 下 就 有 公 园 、便 利 店 ，附
近 还 有 几 家 医 院 。很 多 台 湾 朋 友 都 住 在
这 里 ，大 家 常 常 串 门 、聚 餐 。”她 表 示 ，有
了新家，可以更安心地打拼。

2022 年，厦门首个台胞公寓交付使用，
共为台胞提供租赁房源 539套（间）。从今年
起，厦门将台湾青年纳入全市保障性商品
房配售范围。厦门还开通了 12345 留厦热
线、“台港澳 e 鹭通”微信公众号，为台胞提
供 24小时服务。

除了保障住房、子女教育等需求外，在
闽台胞凭台湾居民居住证同等享受购房、
基本医疗保障待遇，同等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台胞获
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2018年 2月，大陆出台《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着力为台企台胞提供与大陆企业、大陆同胞同等的
待遇，生动彰显了“两岸一家亲”的重要理念。5年来，大陆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不断落实落细，为台胞“登陆”学习、就业、
创业、生活打造了更好环境——

在更大的舞台追梦圆梦
□本报记者 全幸雅

灼热、干旱、暴雨、洪水……与气候
变化紧密相关的极端天气正在全球更加
频繁出现，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
响甚至持续威胁。

新加坡始终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并在全球率先启动许多减排措施，
为世界作出新加坡贡献。

打造一座净零排放的建筑，听上去
不可思议，但位于新加坡纽顿的星展银
行大厦实现了。

原本挂着空调外机的大楼外墙在这
里变成了一幅绿色画卷。外墙由一排排
竹栅栏包围，里面种植了约 100种攀爬植
物，绿色植物爬满墙壁或垂在空中，空调
外机产生的空调水则用来浇灌植物，这
样的物理空间布局和循环使用，有效降
低能量排放。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绿色
空间吸引了各种鸟类和蝴蝶前来栖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里呈现。

走进这栋大楼，绿色减耗让人惊叹。
如，灯光和冷气在过人时才开启，没人时则
自动关闭；办公室内削减 10%空调冷气出
口，改为自然风。星展银行可持续性、企业
房地产策略与管理部主管普莱斯考特·盖
洛德介绍，大楼采纳大量净零技术和设计
特点，以确保产生的能量跟消耗的能量一
样多。改造后，耗电量相比之前减少70%，通
过在屋顶安装397块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
为大楼提供太阳能电力，达到净零排放。

“为了能实现零排放，装修改造成本会

高一些，但我们认为这样很值得，能让更多
的建筑参与进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让世
界变得更加美好。”普莱斯考特·盖洛德说。

对于减排目标，新加坡作出了郑重
承诺。新加坡永续发展部部长傅海燕介
绍，2030 年国家自定贡献预案（NDC）的
其中一项减排目标，将在 2030 年把温室

气体排放量减至每年 6000 万吨；更加明
确的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LEDS）目标，
即最迟在 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

减排目标明确，具体如何做？逐步调高
碳税是重要措施之一。2019年，新加坡成为
东南亚首个征收碳税的国家。目前，碳税初始
定价为每吨5新元，接下来将逐步调高碳税，

于2030年将碳税额调高至每吨50~80新元。
“调涨碳税是为了向企业发出信号，

让企业知道碳排放是有代价的，因为会
影响环境。企业做出发展规划决策时，须
把这笔费用计算在内。”傅海燕介绍，所
征收的款项将用于提升工业转型升级，
让更多企业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减排不仅针对企业，城市减排也尤
为重要。比如，控制私家车增长，既达到
交通减排，还解决城市拥堵问题。

在新加坡，感受最深的是道路通畅，
一座面积小、人口密度极大的城市，但却
是全球少见的不堵车的大都市。新加坡
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徐
芳达介绍，这得益于新加坡做好长期道
路规划、建设，始终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打造四通八达的地铁以及公交。

“在控制私家车方面一直采取严苛
的管理政策，私家车几乎零增长。除了控
制燃油车的增量外，推广电动汽车是减
排的重要选项。”徐芳达说，市民想要拥
有一部私家车可不容易，购车需要申请
并竞拍拥车证，拥车证的成交价最低也
要几万新元，还有进口税、注册税、道路
费、拥堵费等，高昂的车辆使用成本有效
地限制新加坡汽车数量的增加。

虽然对于世界来说，新加坡节能减
排量占比很小，但通过这些行动和措施，
为世界起到一个示范性作用，也将启发
更多国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为节能减排作出贡献和示范
——新加坡见闻之二

□本报记者 王凤山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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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 21日发布通
知：依据大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决定自 2023 年 8 月 21 日起暂
停台湾地区芒果输入大陆。

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表示，近期，大陆海关从台湾地区输大
陆芒果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大洋臀纹粉蚧。为防范植物疫
情风险，各海关自 21 日起暂停受理台湾地区芒果报关，并及时将
上述情况通知辖区内相关企业。

海关总署：
暂停台湾芒果输入大陆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8 月 21 日表
示，为从源头上防范风险，海关总署决定自 2023 年 8 月 21 日起暂
停台湾地区芒果输入大陆，并已通过《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
作协议》联系渠道向台湾方面通报，要求台湾方面进一步完善植物
检疫管理体系。上述措施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举措，科学合理，
符合大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朱凤莲介绍，今年以来，大陆海关从台湾地区输入大陆的芒果
中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大洋臀纹粉蚧。该有害生物一旦传入，将对
大陆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国台办：
暂停台湾地区芒果输入
旨在防范生物安全科学合理

位于新加坡纽顿的星展银行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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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8
日 ，福 州 市 晋 安 区 台
湾 社 区 一 号 楼 公 寓 迎
来 第 一 批 45 户 台 胞
租 户 。在 选 房 现 场 ，台
青 张 雅 雯 展 示 钥 匙 领
取 书 。 （资料图片）

▲ 2022 年 5 月 12
日，台胞在参加 2022 年
台 青 创 业 就 业 沙 龙 首
期活动后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全幸雅 摄

本报讯（记者 肖榕 张哲昊 文/图） 20 日，2023 年海峡两岸
体育嘉年华暨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冠军赛开幕式在平潭举行。

本次体育嘉年华由省体育局与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共同举
办。当晚的开幕式，分为“开幕仪式”和“文艺演出”两大板块。现场的
文艺演出，依据两岸体育嘉年华的核心内容，分为《潮起东南·平潭浪
涌》《星辰大海·相约平潭》《青春超闪·潮燃两岸》《活力福运·嗨动无
限》《同心同行·闽台情缘》《爱的连线·逐梦未来》（如图）六个篇章。

据悉，本次体育嘉年华将持续开展 30 项海峡两岸品牌体育交
流赛事活动，充分发挥平潭对台的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用体
育架起海峡两岸“连心桥”，共画两岸“同心圆”。

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启幕

19日，作为第十一届海峡青年节系列活动之一，2023年首届闽台
马术邀请赛在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沙滩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14支马
术队伍参赛。本次比赛由福州市体育局、福州古厝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据了解，本次比赛是马术作为两岸青年体育交流运动项目首
次进入海青节，为两岸首次正式马术交流赛，赛制内容为场地障碍
和盛装舞步。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陈梦婕 摄影报道

首届闽台马术邀请赛举办

新华社上海8月21日电 经上海与台北两市有关方面商定，
“2023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 8 月 30 日在上海举行。台北市市长
蒋万安将率团来上海出席论坛。

此次论坛以“新趋势、新发展”为主题，将通过交流研讨，推动
两市在数字经济、低碳永续、智慧医疗等方面的经验分享和互动交
流。论坛期间，两市将签署有关交流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上海
与台北两市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两岸城市交流有利于增强两岸同胞亲情福祉，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由上海市与台北市政府轮流举办，
已成为上海与台北两市之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两市深入探
讨和交流城市发展经验，巩固和拓展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积极
成果。迄今为止双方已经签订了 42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2023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
将于30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肖榕） 记者从省篮球协会获悉，2023 海峡两
岸大学生篮球赛将于 26日在省内五地市拉开帷幕。

据悉，本次比赛由福建省篮球协会主办，赛事共邀请了来自海
峡两岸的 16 支高校球队参赛。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侨大学、厦门大学等 8 支大陆高校
球队，以及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健行科大、体育大学、中国文
化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 8支台湾高校球队参加。

赛事为期一周，将在厦门、莆田、三明（沙县）、泉州（南安）、南
平（顺昌）等 5个赛场展开角逐。省篮球协会主席刘玉栋表示，今年
的赛事保留了往年邀请高水平高校参赛的特点之外，还增加了两
岸篮球论坛、嘉年华、篮球公益活动等板块，进一步促使赛事成为
海峡两岸交流交往、增进了解、传递亲情、建立友谊的重要载体。

两岸大学生篮球赛26日鸣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