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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岛内首批 670 名一年期义务役新
兵入伍，台媒形容现场如丧考妣：当日大部分新
兵虽戴口罩、遮住半张脸，但眼神仍凝重、紧张；
更有人抱怨“薪水太低”“早点出生就好了”“谁
会想打仗”……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
连外部势力妄图“以武谋独”。在美方鼓动下，其
早在 2022 年 12 月就宣布，自 2024 年元旦开始，
台湾岛内义务兵役期由 4个月延长至 1年，适用
自 2005 年起出生的台湾青年。该规定一公布，
岛内民众就怨声载道。如今，新规定正式上路，
各种担忧、不满更是铺天盖地。

“我不想打仗，不想上战场。”“妈妈为什么
没有早一点生我。”……连日来，岛内多家媒体
在新兵营、街头采访，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皆是
如此。岛内舆论指出，由于对民进党继续“执政”
下的两岸关系深感忧虑，岛内青年及其父母担
心台海局势更加复杂危险，万一爆发冲突，民进
党当局将会把台湾青年推上战场，成为“台独”
的炮灰。

据台媒报道，为配合美国“以台制华”战略，
民进党当局不惜牺牲台湾青年的未来，让这项规
定“仓促上路”。为了广收兵源，民进党当局推出了
所谓“就学服役3+1方案”，即大学三年当兵一年，
被岛内民众痛骂“损害台湾学生的学业和未来”，
至今该方案申请者寥寥无几。与此同时，由于准备
不充分，许多过去使用的营房与设施还来不及改
建为一年役的场地，训练任务恐根本完不成。岛内
网友讽刺，“只会训练出一群‘草莓兵’”。

干得多、待遇差，也是此次入伍新兵的痛
点。“24 小时待命，薪资却少得可怜，连岛内的
基本薪资都不如。”许多新兵抱怨，台湾基本薪
资已调整为 2.7 万元（新台币，下同）左右，但新
兵每月才 2 万元出头，前 8 周新训仅 1 万多元，
质疑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剥削年轻人生命”。

尽管去年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将台军编制
名额从 21.5 万人调高至 21.8 万人，但志愿役人
数却滑落到仅 15.5 万人。仅去年就有 4066 名志
愿役士兵“宁愿赔钱也要退伍”，人数创近年新
高。岛内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台军总人数有所增
加，但具有战斗力的志愿役却越来越少，取而代
之的是更多军事经验匮乏的义务役新兵。

不思己过，反述于人。在日前结束的台湾地
区领导人选举中，赖清德、萧美琴得票率只有
40.05%，近六成民众将选票投给了非绿阵营，并
且有大量年轻选票流失。然而，民进党当局不反
思检讨，却将一切归咎于大陆。

选举刚落幕，民进党当局就宣布成立“认知
战研究中心”，防范岛内民众被洗脑。此举再度
引发岛内各界批评，许多人认为，所谓“认知战”
不过是民进党当局的“挡箭牌”，其根本目的是
防止“两岸民众越走越近”。

众所周知，大陆数字科技快速发展，小红
书、抖音、B 站等大陆社交软件受到台湾年轻一
代喜爱，大陆许多美食、歌曲、舞蹈、电视剧等火
遍台湾，这让想阻挠两岸交流的民进党当局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此次“认知战研究中心”成
立后，民进党当局首先将矛头指向了大陆的数

字化产品。
在首批义务役新兵入伍当日，台当局防务

主管部门宣布，基于所谓的“资讯安全”，在营区
内禁用大陆品牌手机及相关资讯设备，包括华
为、小米、OPPO、荣耀等 11个品牌。同时，台当局
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声称，抖音是大陆“认知
作战”的平台，相关部门会加以侦办，将违犯者

“绳之以法”。一时间，“绿色恐怖”氛围弥漫岛内。
事实上，在台湾，没有哪个政党比民进党更

会操弄“认知战”。从豢养 1450 网军，到设立“数
位发展部”，再到如今“认知战研究中心”，无一
不是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认知战”。

对此，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指出，民进
党当局遇到对自己不利的事，就以“认知战”当
挡箭牌，打着所谓“危害台湾安全”的旗号，无限
上纲上线，妄图用政党意识形态对岛内民众进
行洗脑。这背后是民进党当局对两岸民众走近
走亲的恐惧。

上周，面对民进党当局宣称“要裁罚大陆制
螺蛳粉”一事，岛内网友纷纷怒呛：“现在连吃
的，也要带政治立场吗？”“一包粉条吓死民进
党，这比导弹、地雷还厉害。”……

公道自在人心，民进党早已不能代表岛内
主流民意。台湾大街小巷处处可见大陆菜，很多
店更是大排长龙，酸菜鱼、肉夹馍、热奶宝、梅花
糕等大陆美食深受岛内民众喜爱。这再一次说
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人心所
向、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的阻挠不过是螳臂当
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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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文/图） 28 日，由福州市政府主办，福
州市台港澳办、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承办的“台胞寻根
工程”系列活动——“台胞寻根闽都行研讨会”在福州举行，数十位
两岸专家学者及宗亲后裔参加活动。

与会嘉宾围绕“寻根溯源 文化融合”主题，就如何进一步发挥
福州祖地文化优势及作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助力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建设建言献策。研讨会上，省社科院现代台湾研究所所
长苏美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羽、台湾中华档案暨缩影
学会副理事长邱华君、台湾东华大学讲座教授林安梧等两岸专家
学者分别作主题发言。

当天，福州市首批 10 家“台胞寻根示范点”授牌仪式同步举
行。10 家“台胞寻根示范点”分为血缘类、文缘类、法缘类三大类。
其中，血缘类 4家：严复故居、林则徐出生地、陈氏五楼、林森故居；
文缘类 5 家：福州文庙、陈靖姑故居、闽台闽王文化园、张真君祖
殿、福建都城隍庙；法缘类 1家：鼓山涌泉寺。

江夏学院教授程慧琴表示，本次“台胞寻根”主题系列活动，是
深化闽台社会人文交流的举措，不仅让榕台文化交流的资源变得
更加鲜活多彩，也有助于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助力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闽台之间这种血脉和文化的交融，
是割不断的，这也是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基础。”台中市王姓宗亲
会理事长王世隆说。

本次研讨会还同期举办“台胞寻根”主题展和台湾青少年寻根
闽都研学活动。“台胞寻根”主题展以 10 个“台胞寻根示范点”的文
史档案资料为依托，充分挖掘福州同台湾地区在血缘、文缘、法缘
三个层面的密切联系，向公众展现榕台两地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
台湾青少年寻根闽都研学活动邀请台湾师生参访福州，感受榕台
之间深厚的文化渊源。

福州市台港澳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台胞寻根工程”旨在
充分发挥福州对台的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深化闽都文化在
闽台人文交流中的影响，增进台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促进两岸同
胞心灵契合。

据悉，下一步福州还将进一步挖掘辖区内寻根资源，加强涉台文
物的保护修复，搭建更多榕台宗亲、信众、宗教界人士的交流平台，持
续深化“台胞寻根工程”在推进闽台社会人文交流方面的作用。

图为两岸嘉宾到“台胞寻根示范点”参访。

寻根溯源 文化融合

“台胞寻根闽都行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文/图） 近日，
“龙狮承一脉，童心连两岸”两岸青少年文化
体育研学营活动在福州举行，近百名两岸师
生参加活动，其中台湾师生 30名。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青年联合会、福州市
教育局、福州市体育局、福州市青年联合会
共同主办，旨在搭建两岸青少年展示自我、
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平台。

活动期间，营员们先后走进新店古城遗
址、中国寿山石馆、福州西园中心小学等地，
感受闽越千年文化的独特魅力，体验福州软
木画制作技艺，并开展龙狮、武术表演交流。

在研学营汇报演出环节，两岸学子轮番
登场，进行击鼓、舞龙舞狮、武术表演，展示
体育交流成果。伴随着激昂的鼓点、铿锵的
锣声，祥狮不停演绎腾、挪、闪、扑、飞跃等高
难度动作，两岸青少年的精彩演出引得阵阵
喝彩和掌声。

台 北 市 小 学 生 家 长 会 联 合 会 总 会 长
张喜文表示，这次参加研学营活动，深切感
受到福州人民的热情好客，吃到了美味的福
州鱼丸、肉燕，还了解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
产，收获满满。张喜文邀请福州的朋友到台
北参访，大家一起交流、一起续缘。

两岸青少年在榕研学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8 日，“台胞寻根闽都行研讨会”在福州
举行。在两岸嘉宾见证下，“台胞寻根示范点”
在林森故居挂牌。这是福州“台胞寻根工程”中
的首批“台胞寻根示范点”之一。

“我们计划为林森研究会在台北、台中、高
雄设立联络处，开展两岸林森研究活动，将组
织在台闽籍林氏宗亲和台湾年轻人到林森故
居参访交流。”台湾中华海峡两岸一家亲交流
促进会创会理事长陈汉光说，希望借助林森故
居搭建两岸文旅交流的平台。

林森祖籍福州闽侯县，年轻时曾在台湾
求学、工作，并参与抗日斗争，后追随孙中山
参加辛亥革命。台湾是林森成年后社会生活
及革命活动的起点，他曾说，台湾是他的第二
故乡。

1887 年 ，林 森 考 入 台 湾 中 西 学 堂 。1890
年，又考进新设立的台湾电报学堂，毕业后
进入台北电报局工作。1895 年，清政府被迫
签 订 丧 权 辱 国 的《马 关 条 约》，台 湾 被 迫 割
让。“台湾各界向清政府发去的抗议电报和
向各地拍发的求援电讯，林森在台北电报局
都积极配合，及时帮助发出。当年 5 月，清政
府驻台机构包括台北电报局要撤往海峡西
岸的福建。但满腔爱国情怀的林森却留了下
来，投入反对割台的抗日斗争中。”福州闽都
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文史研究专家林山
介绍，当时，林森和电报局同人、学堂师生组
织地雷队抗击日寇，后来还参加了刘永福领
导的“黑旗军”抗日队伍。台湾沦陷后，林森
被迫回到福建，他以自己在台湾的亲身经历

四处演说，并结交有志青年、联络革命志士
一同抗日救国。

“后来，林森因被清政府通缉又返回台
湾，以法院通译职业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
在翻译时保护被捕同胞、爱国志士，也与许多
台湾同胞结下了深厚情谊。”闽江学院教授、
福建省林森研究会学术部主任林友华介绍，
1903 年 ，林 森 在 上 海 成 立 旅 沪 福 建 学 生 会
时，还亲自发展来自台湾的林薇阁、蔡法平为
福建学生会会员。

位于闽侯县祥谦镇凤港村的林森故居，是
一座单进砖木结构的老式平房（如图），建于上
世纪 90 年代，由凤港村乡亲、台胞共同集资建
造。在福州仓山程埔路还有一座林森公馆，如
今这里已成为两岸民众体验非遗文化、寻根溯
源之地。而在宝岛台湾，同样有许多以林森命
名的地点和建筑。比如，林森公园、林森路（大
道）、林森纪念堂等等。

近年来，两岸围绕林森举办的研究和交流
活动频繁。2015 年，两岸专家学者会聚福州，
参加“林森与抗日战争”论坛；2018 年，纪念林
森诞辰 150 周年活动在北京举行，海峡两岸
400 余人参加活动；2023 年 11 月，福建省林森
研究会以“林森与祖国统一”为主题，举办讲
座、图片展、座谈会等活动，弘扬林森的爱国主
义精神。

福建省林森研究会会长、林森族亲林武秀
说：“随着‘台胞寻根示范点’的挂牌，欢迎台湾
同胞来林森故里参观交流，感受林森的爱国
心、两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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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通讯员 叶建隆 文/图） 近日，2024年
福马年货电商节暨福马年货市集在连江举行，30 余名台湾青年参
加活动，两岸民众一起逛市集买年货。

在活动现场，连江鱼丸、高粱酒、台湾凤梨酥、两岸少数民族手
工雕刻皮件……市集汇聚了两岸特产和文创精品，装饰喜庆的摊
位、琳琅满目的商品，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在台青文创市集区
及台湾风情表演区，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青年载歌载舞，并带来家
乡的美食和特产，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合影。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连江的鱼丸、鲍鱼，还有各种海产品，每
个时段我们还会送出惊喜给粉丝宝宝们。”现场，北京、杭州、福州
三地的线上直播间也同步举行，两岸电商业者携手推介两岸特色
产品，让广大消费者在线感受年货节的热闹氛围。

“大陆市场大、机会多，希望我的工作室能够一步步发展成上
规模的公司，也盼望能跟大陆同行开展更多的交流合作，让更多台
湾好商品在大陆销售。”台青董筱君说。

当天，福建（连江）两岸数字经济电商产业园同步揭牌，致力于
打造国家级两岸融合电子商务示范园区。连江县国投集团与两岸
数字经济电商产业园签署共建协议，厦门台湾青年创业联盟、台湾
中华新媒体交流协会等分别与两岸数字经济电商产业园签约，现
场共有 8家台企、20名台青签约入驻产业园。

“来大陆做电商，有潜力也有‘钱’途。”在台湾专注实体店销售
的台青王子源说，大陆电商行业蓬勃发展，期盼能够在大陆“取
经”，学成后带回台湾发展。

2024年福州马祖年货电商节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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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选购台湾特色风情手作产品市民在选购台湾特色风情手作产品。。

（上接第一版）补充耕地5.2万亩、恢复耕
地约23万亩。一边是深化节约集约，盘活
批而未供土地 13.9万亩、闲置土地 3.2万
亩，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全省耕地面
积有望连续两年净增加。龙龙铁路通过预
审，建设占用耕地比例大幅减少，仅28%。

服务“提质”
主动服务蔚然成风

主动上门服务，连续 19年开展巡回
服务现场办公，将堵点难点解决在基
层，把问题化解在一线，已然成为省自

然资源厅的工作常态。
2023 年，省自然资源厅坚持以服务

型党组织建设为统揽，以“要素精准保
障服务再提升”活动为抓手，全力推进
巡回服务现场办公活动。全年开展了四
轮巡回服务现场办公，服务范围覆盖全
省九市一区。

厅领导包片包干，定期带队到包片
地区开展指导服务，并对摸排出来的重
大项目用地用海用矿需求跟踪到底。各
职能处室抽调业务骨干组成工作专班，

并全面配齐“线上、线下”两套人马，推
进项目用地报批速度。

上行下效，上下同心。在省厅的示
范带动下，各市、县（区）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主动服务蔚然成风，从“你找我”变

“我找你”、从“你上来”变“我下去”、从
“没法办”变“能办成”，推动全省自然资
源要素保障取得积极进展。

通过现场办公，面对面协调，省自然
资源厅解答各地提出的用地用海等问题
365个，现场指导 244个批次（项目）总共

3.7万亩用地组卷报批工作；梳理巡回服
务反映突出的8类50个问题,详细解答并
形成《2023 年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现场办
公问题答复》手册，印发各地参考。

手续“减量”
科技赋能更加高效

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2023 年，省
自然资源厅持续完善自然资源数据体

系，推动规划“一张图”与用地用海用矿
等业务审批系统深度融合，2022 年数字
中国报告中，我省智慧国土空间规划水
平在全国排名第三。

加快推进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
系统（简称“用管系统”）建设试点，与
部、省数据互联互通，实现用途管制全
域全要素全过程全周期数字化管理，试
点经验获自然资源部全国推广。

与此同时，全省推广运用多节点用
地报批组卷指导系统，提前发现问题、

介入指导，提高审查审批效率。2023 年，
全 省 多 节 点 系 统 累 计 接 收 用 地 报 件
1736宗，已有 1600宗报件通过多节点指
导，用地审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获国
务院大督查奖励计划指标 2000 亩。去年
2 月和 9 月两次开展全省建设用地在审
件“清零行动”，清理不符合审批要求的
在审报件 767宗。

据统计，2023 年依托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系统，报规划条件核实（建筑工程）
项目 1543 个，执行竣工验收和不动产登
记阶段“多测合一”项目 1537 个，执行率
99.61%。

（陈永香 郑与国 林明钦）

以高效要素保障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两岸师生展示软木画手作。

两 岸 师 生 进 行两 岸 师 生 进 行
舞狮表演舞狮表演。。

两岸青少年参两岸青少年参
加趣味运动会加趣味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