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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跑”
近日，松溪县经开区，循环经济产

业园建设火力全开。与此同时，园区招
商也紧锣密鼓地展开。

“‘三争 ’号角已吹响！时间不等
人，发展不等人，对于经济还欠发达的
小县城，要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必须
抢跑。”松溪县县长吴英杰说。

抢进度，抢出发展新气象——园区
已经签约 21 个工业项目，其中 11 家入
园企业已开足马力全面投入生产。三和
园 C 区，龙坛茶业、熹茗茶叶、好味食
品、百年蔗酒业等竞相封顶……园区项

目从开工到达产用时两年零一个月，比
计划时间足足缩短11个月。

抢招商，抢出发展新形象。该县组
织团队，北上江浙沪、南下广州深圳招
商。“松溪虽地处闽北山区，但是这里
的服务意识、招商精神感动了我。虽然
其他地方给我们开出了更好的条件，
但是我们还是看上了这里的生态优势
和人文情怀。我们企业落地后，还将我
的下游企业一起引过来！”闽松纤维公
司董事长周益民说。

“超车”
“经济的赛道上实现争先进位，我

们要学会直道加速超车，弯道上技术

超车。”闽瑞纤维技术负责人卓志明，
刚拿了中国纺织协会颁发的微细旦
ES 纤二等奖，在这次评比中，能拿到
大奖并且能够实现立即量产，这是难
中之难。

科技创新，是超车的关键。
立足山区，当地企业发扬工匠精

神 ，矢 志 研 发 。目 前 ，松 溪 县 共 拥 有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家（闽
瑞）；省 级“ 专 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 4 家

（闽瑞、华韵、隆达、永顺）；创新型中
小 企 业 7 家（三 维 利 、强 跃 、银 泰 、普
仑 斯 、亿 达 、永 顺 、闽 松）；市 级 企 业
技术中心 3 家（永顺、闽瑞、华韵）；两
化融合项目共 4 个；工业互联网应用

标杆企业 1 家（华韵）；省级循环经济
示 范 企 业 2 家（闽 瑞 、华 韵）；省 级 绿
色工厂 1 家（闽瑞）;福建省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 2 项（永顺棉花拔杆机
和籽棉打包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 17 家。

“冲刺”
产业经济体量不大，从另一个方

面看，也意味着产业“包袱”少，绿色发
展可以奋起直追！

近期，每天凌晨的机械制造园区，
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奥大机械科技制
造负责人孔总说：“目前我们接的单
子，已排到了 9月份，再不加班加点，我

们就交不了货。”
这背后，是松溪县为打造营商好

环境的加速冲刺。
松溪县明确处级领导带头冲锋，

县乡两级 59 名责任领导主动出击，4
个银行部门协同推进，35 个责任单位
齐力攻坚，深入工业一线督项目、催进
度、解难题。

时代文具有限公司扩大产能需要
资金，政府工作人员靠前服务，立即帮
其对接银行，申请到了 1000 万元信用
贷款。资金到位，销路打开，企业不仅

“活”了过来，新厂房建设步伐也快了
起来。

为缩短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

时间，华韵竹木有限公司年产 1.5 亿双
竹木工艺筷及年产 500 万件竹木厨房
用具改扩建项目，成功办理了“验收即
发证”审批服务，打通了项目竣工验
收+不动产登记的最后一公里。

签 约 即 供 地 、交 地 即 交 证 ，在 持
续优化投资兴业、干事创业“两个环
境”政策下，相关部门倒排工期，主动
对接企业，提前介入服务；每季度召
开工作流动现场会，比进度、拼干劲、
赛成绩……

当前，松溪全县上下聚力“三争”，
全力稳预期、强信心、拼经济、促发展，
全面开创松溪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李典利 伊丹强）

19 日，“骨肉天亲 血脉相连——海峡
两岸家书特展”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行，
共展出 1000多封不同时期的两岸家书及相
关实物，立体、直观地呈现两岸关系的生动
画面和感人情节。

特展中的许多家书，表达的是当年有
家归不得、离人两行泪的乡愁。那时候，一
封封家书漂洋过海，纸短情长，诉说着两
岸血脉亲情，凝聚着家国情怀，镌刻着温
情记忆。

“外婆老了，思念更切/糊涂时叫人买
贡糖，买阿昌仔最爱吃的咸酸梅/更老的时
候 她 躺 在 床 上/细 数 门 前 过 往 的 台 湾 游
客/‘怎么听不见你二舅的脚步声’”。在两
岸 家 书 特 展 上 ，大 陆 著 名 诗 人 舒 婷 的 诗
歌《给二舅舅的家书》，字里行间全是她外
婆对在台湾儿子的思念和眷恋。

“一封封家书的背后，是一个个血浓于
水的亲情故事。”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展览开
放部副主任庄小芳告诉记者，2020 年，博物
馆收到了一组珍贵的家书，它是在台湾的
李兰凤老人与福建浦城胞弟之间的往来书
信。通过这些家书，可以窥见特殊历史时期
的两岸手足情深。

原来李兰凤的儿子范植明在整理父
母收藏品时发现了一些家书。通过一封家
书信封上记录的电话号码及地址，他联系

上了他的舅舅。在位于浦城县的舅舅家，
范植明见到 30 多年来母亲写给大陆亲友
的 15 封家书。后来，他说服舅舅一家，将
这组家书捐赠出来，“希望更多人能从尘
封的家书中，感受两岸同胞割不断的血脉
亲情”。

记者注意到，在展出的逾千封两岸家
书中，台胞陈臻超老人跟大陆亲人的通信
数量最多。庄小芳告诉记者，1989 年 4 月，
陈臻超几经辗转终于与故乡的亲人实现了
通信，并于当年 11 月回到阔别 42 年的故
乡。从初次返乡的 66 岁到 90 岁在金门终
老，陈臻超与他的二弟陈宜祥等通信 20 余
年，信件多达 624 封。“这些书信，浸透着陈
臻超和在福建的兄弟之间的深情，也表达
了他对父母的无尽思念与深深牵挂。”庄小
芳表示。

据介绍，此次两岸家书特展分为“血
浓于水”“守望相助”“惟桑与梓”“一片丹
心”“历史使命”五个部分，从家乡、故乡、
国 家 的 角 度 层 层 递 进 ，通 过 对 家 书 内 容
和 写 信 人 生 平 事 迹 等 方 面 的 解 读 ，提 取
出 一 个 个 感 人 的 故 事 ，展 现 两 岸 同 胞 唇
齿相依、守望相助的手足情谊，彰显了两
岸 同 胞 企 盼 祖 国 统 一 、亲 人 团 圆 的 殷 殷
心愿。

“家书两行，读了热泪盈眶。”台湾博

物 馆 协 会 副 理 事 长 陈 国 宁 告 诉 记 者 ，此
次 前 来 观 看 家 书 展 览 ，勾 起 了 她 儿 时 对
母 亲 与 大 陆 亲 人 书 信 往 来 的 回 忆 。1949
年，陈国宁父母到台湾生活，一直和大陆
亲 人 有 家 书 往 来 。“ 一 封 家 书 两 岸 情 ，它
是两岸民众心连心的证明。”陈国宁感慨
地说。

品读一组组家书，记者发现，它们不仅
书写着见字如面的嘘寒问暖、家长里短的
牵肠挂肚，也承载着对原乡的离愁别绪，更
寄托着爱国如家的深情大义，充盈着时代
的脉动和情感的温度，承载着两岸同胞休
戚与共的集体记忆。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黄晖菲是此次展览大纲的编撰者之一。她
告诉记者，她与同事们从上千封两岸家书
中整理出 30多个家书故事呈现出来，“这其
中 ，台 胞 林 硕 卿 的 系 列 家 书 令 我 最 为 感
动”。原来，林硕卿是福建南安人，1948 年赴
台。2015 年，90 多岁高龄的他不顾医生劝
阻，毅然踏上返乡路。“其思乡爱乡之心赤
诚可见，更难能可贵的是，林硕卿老人把对
家乡的热爱转化为实际行动，多次捐资支
持家乡建设。”黄晖菲说。

为了助力这次特展，台湾著名收藏家
许伯夷把多年收藏的 3000多件文物捐赠给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其中，数百件为两岸家

书。“手写书信的岁月已成记忆，由于社会
变迁和人员迁徙等原因，散落在民间的两
岸家书文献愈发稀少，更弥足珍贵。”许伯
夷接受采访时表示，“无论身在何处，故乡
永远是两岸同胞魂牵梦萦的地方。两岸家
书有许多充满乡愁、关爱乡土的文字，读来
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年轻的台湾策展人巫奉霖一边参观一
边拍照，他动情地说：“这样的展览特别有
意义。希望透过家书展览等载体，运用更加
灵活的方式，吸引更多年轻人去感受两岸
的血脉情谊，去体悟两岸的同根同源。”

“两岸家书是台湾同胞和大陆家人之
间沟通联系的重要方式，也是‘两岸一家
亲’的直接证物。”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党组
书记王辰虎说。近年来，福建开展“迁台记
忆文献资料”征集活动，让两岸家书等涉台
文献资料重回大众视野。自 2019年起，中国
闽台缘博物馆开启“两岸家书”抢救性征集
与研究工作，现有馆藏家书近 3000件，时间
跨度超过百年。

尺素传深情，两岸一家亲。通过展览，
两岸家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多元的叙事和
丰富的内涵，生动描述了两岸关系悲欢离
合的历史图景和文化图像，令人深刻感悟
到两岸同胞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共
同心愿和坚强意志。

尺素传深情 两岸一家亲
——海峡两岸家书特展侧记
□本报记者 李向娟 通讯员 梁白瑜 林杰 文/图

海峡两岸家书特展活动现场海峡两岸家书特展活动现场 观众在看展观众在看展。。

第 76 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
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民进党当局与
外部势力勾连在世卫大会问题上滋事挑衅再
遭挫败。事实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
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不得人心，民进党当局制造“蹭
会”闹剧只有一个结局——图谋“以疫谋独”

“倚外谋独”注定失败。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包括世卫组织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
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和世
界卫生大会第 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任
何歪曲事实、否定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
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也必将以失败
告终。本届大会开幕前，近百个国家以致函世
卫组织、发表声明等方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2009 年至 2016 年，在两岸均坚持体现一
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
商，台湾地区得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
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是在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前提下、在当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
下作出的特殊安排。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将
政治图谋置于台湾同胞福祉之上，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
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台湾地区无法参加世卫大会的局面是民进党
当局造成的，民进党当局对此心知肚明。

民进党当局屡屡上演“蹭会”闹剧背后，是
谋“独”的政治盘算。一方面是要在国际社会打

“悲情牌”、刷存在感，炮制所谓台缺席世卫大
会将导致“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的舆论，企图拓
展“国际空间”，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另一方面是借机打“仇恨牌”，把脏水泼向大
陆，叫嚣“中共蛮横打压及阻挠”云云，以挑拨
两岸同胞感情，制造对抗，诓骗民意，收割选
票。每年世卫大会召开，民进党当局“台独”之
心不死，必借机闹事，政治“碰瓷儿”，其险恶居
心在一出出政治闹剧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民进党当局所谓“防疫缺口”的说法纯属
无稽之谈。大陆方面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
福祉，持续为台湾地区及时获取公共卫生信息
提供帮助，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
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了妥善安排。新
冠疫情发生后，大陆方面已向台湾地区通报
疫情超过 500次，过去一年批准台湾地区卫生
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 24 批 26 人次。台
湾地区设有《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能够及时
获取和通报突发卫生事件信息。在诸多事实
面前，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谎言不攻自破。

对于台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美西方一
些政客日前发表谬论，再次暴露险恶居心。近
年来，美日和欧洲少数国家反华势力变本加厉
推行“以台制华”，鼓动“台独”分裂势力滋事挑
衅。他们围绕世卫大会打“台湾牌”，并非真正关
心台湾民众健康，而是把台湾地区当作遏制中
国发展进步的棋子，到头来牺牲的是台湾同胞
的利益福祉和光明前途。《开罗宣言》《波茨坦公
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明确了中国对台湾的
主权。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
决议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纵容支持“台独”就是和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作对，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作对。我们敦促这些
国家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的本源本义，恪守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承诺，收
起虚伪，以实际行动反对和制止“台独”。任何违背国际社会共识，在
台湾问题上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径，都逃脱不了失败命运。

民进党当局甘心充当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华棋子，企图倚靠外
部势力分裂国家，是彻底打错了算盘。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种拙劣表演丝毫无法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牢固格
局。世卫大会连续七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容任何挑战。事实已经并将继
续证明，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最终只会把台湾推向深渊。

“台独”分裂绝不可能得逞，“挟洋谋独”必将彻底失败！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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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泽贵 通讯员 陈晶
晶 王温妮） 20 日，作为第十五届海峡论坛
的配套活动之一，第十八届台湾人才厦门对
接会在厦门举行，吸引厦门及温州约 60 家
用人单位、10 个台青双创基地、5 家政策咨
询机构以及来自两岸的 260 余名台湾专业
人才参与。

本届对接会推出丰富多样、创新务实的交
流对接及各类配套活动，涵盖政策宣讲、在厦
台湾人才分享会、实习见习及就业创业对接、
重点行业介绍观摩、大陆就业创业适应性培训
等，帮助台湾人才和学子“登陆”追梦筑梦圆梦。

伴随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产业布局调整，厦门光电通信、
金融证券、网络信息、现代服务、生物医药、

教育培训等行业因产业升级所需，对台湾人
才的需求更为迫切。

为促进带动更多台青来厦实习就业创
业，对接会特别邀请 10 个台青双创基地参
与对接，还有多家机构到场提供“一对一”咨
询解答服务。

本次对接会由中共厦门市委组织部、厦
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主办，厦门
市人才服务中心、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发展中
心、沛亚人力资源（厦门）有限公司承办。

作为大陆首个直接面向台湾人才举办
的人才交流盛会，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自
2006 年至 2022 年已连续举办十七届，累计
组 织 2170 余 家 次 重 点 企 业 参 会 ，共 吸 引
5300余人次台湾人才跨海对接。

第十八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通讯员 陈俊

毅 王秋鹏） 近日,以“同沐华夏风 共绘
同心圆”为主题的漳台基层交流系列活动
在漳平台创园举行，数十名台青台生参加
活动，实地感受当地的发展变化，分享两
岸融合发展故事。

其间，台湾青年先后走进城市展示
馆、台资企业、茶山茶企、两岸融合馆等
地，深入了解漳台交流合作历程，并与台
胞台农、当地花农、非遗传承人等座谈交
流，亲身体验闽西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品味漳平的多元魅力。

本次活动还围绕“台商台生对谈录：
老中青三代共绘两岸融合发展‘同心圆’”
主题，举办了两岸融合发展报告会、台胞

台生座谈会。通过聆听老一辈台农“登陆”
创业的奋斗故事，台青加深了对大陆惠台
利民政策的了解，激发了他们扎根大陆干
事创业的热情。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台湾学生杨皓程
说：“两岸一家亲。大陆处处都有发展机
遇，台湾的年轻朋友一定要勇敢地走出
来，追逐自己的梦想。”

“大陆市场巨大、前景广阔，‘登陆’发
展就对了。”台商、漳平鸿鼎农场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志鸿表示，近年来，大陆出
台了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营造了良好的
营商环境和发展空间，让台胞台企得以发
展壮大、受惠多多，同时，也给台湾青年提
供了成长、成才、成功的广阔舞台。

台青到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参访

新华社香港5月24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4 日表
示，对日前有关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对内地乘客作出不尊
重言行感到非常痛心，并要求国泰航空不能再发生类似情况。

李家超指出，这些不敬言行伤害了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破
坏了香港一贯的尊重、有礼、共融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些恶劣言行
发生在香港的航班上，他感到痛愤和失望。

李家超说，他已向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绍波指出，虽然涉事的
3 名机组人员已经被解雇，但类似情况不容再发生。公司要检讨培
训和服务质量，提升顾客服务文化，重塑尊重有礼的好客形象，不
负我们对公司的期望。

林绍波 23 日夜间在国泰航空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表示，公司已
经完成调查，并依据公司规章制度，解聘 3名日前在航班上出言歧
视非英语乘客的空中服务员，并重申对于个别员工严重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及道德准则的行为，将秉持“零容忍”态度，绝不姑息，同时再
次向受影响乘客和社会各界致歉。

林绍波表示，他将领导跨部门工作小组全面检讨，重新审视服
务流程、人员培训等相关制度，进一步提升公司服务品质，最重要
的是确保所有公司员工必须尊重来自不同背景及文化的旅客，在
所有服务地区提供专业且一致的服务。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要求国泰航空管理层
立刻改善服务，期望尽快完成全面检讨，从根本上改善公司制度、
员工态度等，不负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好客之都的声誉。

李家超：

国泰航空歧视事件不容再发生

本报讯（记者 王敏霞 通讯员 谢佩龙 文/图） 近日，
2023 海峡两岸（晋江）暨港澳地区男子排球比赛在晋江英
林镇嘉排村收官。

在为期 3 天的比赛中，来自福建、广东、海南、香港、澳
门、台湾等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 7 支队伍会聚晋江，共享
排球盛会。最终，福建晋江队表现出色，包揽六人制和九人
制比赛冠军。

通过比赛，两岸球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来自台湾台南学
甲队的黄英麒说：“这次到晋江参加比赛，感觉非常好。我和队
员们都感受到了当地人对排球的喜爱，晋江球队的水平也很
高，让我们受益良多，期待下一次再来晋江参赛。”

海峡两岸（晋江）暨港澳
地区男子排球比赛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