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8 日，福州市晋安区妇联举办“寻福记，坐着公交看晋安——
晋安区首个两岸儿童友好家庭日”活动，50组在榕的两岸亲子家庭乘公
交、寻非遗、集“福”字、尝美食，欢聚一堂话家常、叙友情，充分了解自己
所生活城市的“福”文化，共同创建儿童友好城市。图为两岸小朋友在分
享寻“福”的感受。 本报记者 吴洪 摄影报道

两岸儿童晋安寻“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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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在台湾收获一大波点赞。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5 月 31 日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台湾同胞将
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以做堂堂正正
的中国人而骄傲和自豪。神舟十六号出征，工程师上太空舱，台湾
同胞为之振奋，送上很多祝福，就是共享这种尊严和荣耀，表达这
种骄傲和自豪。

近日，C919 大型客机圆满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也引发两岸同
胞热议，有台胞表示“期待 C919 执飞两岸航线”。“大鹏一日同风
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国产大飞机乘风起飞，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
骄傲。”朱凤莲答问时说，我们充分感受到台湾同胞的欣喜之情以
及对乘坐国产大飞机的热切期盼，相信两岸民众一定可以在两岸
航线上享受C919执飞体验。

朱凤莲应询介绍，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将于 6 月 16 日起在福建
举办，17 日举办论坛大会，主会场设在厦门，有关设区市和平潭综
合实验区举办相关活动。组委会邀请了台湾政党代表、主办单位代
表，行业代表、社团负责人，以及工青妇、科教文卫、农渔水利、民间
信仰等各界嘉宾。

本届论坛由两岸 84 家机构共同主办，坚持“民间性、草根性、
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基层交
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安排活动共计 51 场；
将面向台湾青年提供 1200 多个就业岗位，1000 多个实习实训岗
位，推动两岸有关单位和企业签订乡村振兴、台青创业，以及科技、
教育、文化、金融行业合作等多项协议。

5月 19日，大陆有关部门宣布恢复旅行社经营台湾居民来大陆
团队旅游业务，受到台湾旅游业界和广大台胞欢迎。朱凤莲答问时
说，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公开表示不会解除对旅行业组织台湾民
众旅游团来大陆的禁令，引发岛内各界不满。“两相对比，谁在为台湾
同胞和旅游业者着想，谁站在他们利益对立面，答案一目了然。”

她表示，台陆委会声称所谓需要旅游“小两会”协商，完全站不
住脚。我们一贯主张台胞在两岸之间便利往来。台湾民众来大陆团
队游早在 30年前就逐渐形成常态，根本不需要两岸协商。台方明令
禁止台湾民众来大陆团队游，是 3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民进党当局
拒不解除禁令，只会损害台湾民众和旅游业界利益，不得人心。

台胞热烈点赞神舟十六号
国台办：共享尊严荣耀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文/图） 近日，以“循梦而行 携手并进”
为主题的第三届“在闽台生文化拓展研学之旅——坊巷课堂活动”
在福州举行，来自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
医科大学等高校的 40多名台湾大学生参加活动，通过参访研学、主
题课堂、互动交流等方式，亲身感受“福”文化和闽台融合发展成就。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主办。在 4 天的课程里，
台生们参观历史文化建筑、探访科技企业、追忆船政文化历史、体
验特色非遗等，并与在闽工作生活的台胞交流座谈，深入了解福建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以及支持台青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

“去年参加活动交的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通过今年的坊巷课
堂活动，自己可以更加了解福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同时，也
把自己在福州求学、创业的经历跟更多的台湾青年分享。”来自福建
师范大学的台生梁博翔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该活动，对于闽台两地深
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他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福建医科大学台生陈炜仁说，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
家园，有很多针对台胞的优惠政策，为在这里读书的台湾学子提供
了更多实习就业创业的机会。通过这次研学活动，对福建的优惠政
策和创业环境有了更多了解，也为将来的择业打下基础。

图为在春伦茉莉花茶文创园，台生们感受福州茉莉花茶历史
文化，体验茉莉花茶传统制作技艺。

台生研学“寻根”感受两岸融合

本报讯（记者 肖榕 文/图） 近日，由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省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第四届闽台青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州落下
帷幕。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海峡两岸 5 支青年棒球队，超过 100 名运
动员参赛。

比赛采用单循环积分排名赛制，在两个比赛日中，两岸青年运
动员们全力以赴、奋勇拼搏。最终，厦门大学棒球队、厦门 Amis 台
青棒球队、福建师范大学棒球队分获冠、亚、季军。

厦门 Amis 台青棒球队队长王伯元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本项赛
事。他说：“台湾现在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棒球选手愿意往外走，愿意
到大陆来寻找发展机会。”

第四届闽台青年棒球邀请赛举行

与会嘉宾在翻阅姓氏源流册子。参加海峡百姓论坛的台湾宗亲在现场合影留念。

本报讯（记者 吴洪 陈梦婕） 5月 28日，第十届海峡两岸大学
生创意文化节在龙岩市举办。其间，举行了两岸文创青年交流营走
进龙岩新罗系列活动、两岸艺术家创作交流研讨会、两岸民族英雄
主题创意设计发布会、海峡两岸大学生创意文化节十年成果展览
等活动。

据介绍，两岸文创青年交流营走进龙岩新罗系列活动由 120
余名两岸大学生与两岸艺术家组成营队，共同体验龙岩地方特色
文化，为两岸高校文创产业的合作提供交流平台。

海峡两岸大学生创意文化节举办

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文/图） 近
日，“同声同文，诗必有教”——2023 年
闽南诗歌节在闽南师范大学举行，两岸
诗人、学者齐聚漳州，开展诗歌朗诵会、
诗歌教育论坛、两岸诗歌世纪对话录等
交流活动。

“同声同文”，意指海峡两岸同根同
文，声气相通，诗歌艺术的传承与现代
发展，也面临着相同的语境；“诗必有
教”，意指诗歌艺术的审美与创作皆有
赖于教育，与诗歌教育密不可分。

本届闽南诗歌节以诗歌为主导，围
绕诗文、茶艺、古琴、书画等开展一系列
文学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具有鲜明的闽
南文化特色和师范教育特色。活动为两
岸诗人、诗评家、艺术家搭建交流平台，
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诗教传统，拓展两
岸诗文交流，增进中华文化凝聚力，为
推动两岸文化融合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此次诗歌节作为两岸汉语言文学
专业教育的重点，首次邀请本地中小学
师生以及家长一同参与。台湾诗人带着
诗歌走进芗城实验小学。课堂上，台湾
诗人萧萧请同学们用自己的名字作一
首诗，可以把所有美好的词汇创作进诗
中，给名字赋予诗意的内涵；而后，再请
学生们根据个人特点造一个自造字，思
考未来将成为怎样的人，也为今后的人
生树立目标。

“这样的诗歌课堂让文学变得更加
可爱。”在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陈
丽琳看来，诗歌的力量往往隐藏在我们
熟悉的地方，要有善于发现的眼睛，多
观察、多思考。

“西周时期，就以诗作为教化工具。
我们从小引导学生从吟诗诵读来启发情感，再从诗歌中联想
场景，启发想象力。”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黄金明说，参加
本次活动的诗人学者，其中多有从事文学教育工作的教师，诗
歌教育问题的讨论是本届诗歌节的主题之一，而诗艺的探讨
与切磋，也正是诗歌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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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1日，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东山县实验小学举行“周英慧文
教慈善基金会”颁奖仪式，120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周英慧文教慈善基金
会”是由台企东山东兴水产有限公司创办。截至今年，该基金会累计已向
学校捐资超过 150万元。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欧东茵 摄影报道

东山台企捐资助学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
其源。5 月 30 日，千余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宗
亲贤达、姓氏文化研究者欢聚鹭岛，共赴第
十五届海峡论坛·海峡百姓论坛之约。论坛
延续“两岸同根 闽台一家”的主题，以“中
华文化 共同根脉”为议题，从“血缘亲情”

“ 文 脉 传 承 ”“ 两 岸 融 合 ”等 方 面 交 流 探
讨，共绘两岸同胞最大“同心圆”，共创美
好未来。

族谱对接 见证血脉亲情

“吃果子，拜树头。”编写族谱，就是为
了饮水思源、不忘祖恩。在历届海峡百姓论
坛上，两岸族谱对接活动都备受关注，它见
证了两岸血浓于水的血脉亲情。

当日，两位许久未见的老友——金门
吴氏宗亲联谊会会长吴启腾、惠安县吴文
化研究会会长吴碧川共同登台对接族谱。
他们相识于 2018 年，那时吴启腾家族正准
备在金门建造一座吴氏宗祠，希望在宗祠
建成前，能寻找到惠安县的宗亲。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惠安人，但是却
不知道具体在哪。”为了完成祖辈的心愿，
吴启腾来到了厦门，通过厦门吴氏宗亲会
会长吴国荣结识了吴碧川。得知金门宗亲
想要寻根，吴碧川一路相陪，帮助吴启腾对
接族谱。终于，他们在惠安县铁坑村对接上
了族谱。消息传回金门，金门的宗亲无不欢
欣雀跃。他们热情地邀请惠安宗亲到金门

来，一起分享宗祠落成的喜悦。此后，两地
吴氏宗亲便经常交流往来。

在此次族谱对接活动中，吴、蔡、赖、
黄、洪等两岸姓氏宗亲不仅对接了族谱，还
共同签订常态化交流协议。“今后，我们与
福建黄氏宗亲将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不仅
在彼此有庆典活动时互相祝贺，还会带领
后代子孙加强交流互访。”台湾黄氏宗亲总
会监事长黄英敏说。

据不完全统计，两岸共修的族谱现有
1 万多部，族谱对接 2000 多部。此次论坛特
别举办了两岸族谱展，不仅有 20 多个姓氏
的族谱联袂展出，还免费向两岸嘉宾发放
姓氏源流资料，将各姓氏的来源、入闽、迁
台的过程影印成册，吸引了许多与会人士
驻足观看、探祖寻宗。

寻根之旅 搭起两岸连心桥

在台湾 2300 多万人口中，95%以上为
大陆迁徙的汉族移民，且主要是地缘相近
的福建移民。借助海峡百姓论坛的平台，台
湾宗亲积极寻根溯源，两岸民众的心越走
越近。

作为“开台王”颜思齐的后人，台胞颜
有发将参与此次海峡百姓论坛视作一次寻
根之旅。“在台湾时，我专程去嘉义县祭拜
过先祖的墓碑。这次来厦门，特意选择了参
访两岸同根开台文化展示馆的行程，希望
进一步了解先祖的开台故事，学习颜氏家
训。”在颜有发看来，闽台两地同祖同宗，因
此，闽台宗亲应携手同行。

与颜有发一样，台湾华夏宗亲联谊会

理事长李镕任也是带着寻根之心专程赴
会。不过，他要寻的不只是自己的根，还要
帮助协会中许多会员寻根访祖。

“华夏宗亲天下归心，民族复兴伟业可
成。”在两岸族谱展上，李镕任穿着印有 16
字协会会训的黄色马甲，边看边记录着各
姓氏的源流信息，显得格外醒目。

担忧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行径让人
们忘了自己的根脉所在，2020 年，李镕任创
立了台湾华夏宗亲联谊会，旨在连结岛内
姓氏宗亲，共同慎终追远、延续血脉亲情。

“数典忘祖不得人心，我们要让台湾年
轻世代了解自己从哪里来，否则，真成了

‘失根的一代’。”借助此次参加海峡百姓论
坛的机会，李镕任希望联系上更多的大陆
宗亲，“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民族复兴
伟业必成”。

两岸宗亲心连心。据统计，依托历届海
峡百姓论坛的平台，已有 3万余名两岸宗亲
代表赴会交流，直接或间接促成近 600万人
次台胞回大陆寻根谒祖、续谱联宗。

在本届海峡百姓论坛上，两岸宗亲还
共同发表了《海峡百姓宣言（厦门）》，表达
了凝聚两岸姓氏宗亲力量，反“独”促统、同
向同行，同心勠力、共创伟业的心声。正如
台湾资深媒体人黄智贤在主旨发言中所
言：“我们这一代人，要把台湾带回家！”

薪火相传 画出最大“同心圆”

中华姓氏源远流长，其中所蕴含的文
化基因和精神标识，更需代代相传。

“洪氏祖训以‘孝以事亲，义以睦族，敬

以持己，恕以及物’为核心内涵，告诫洪氏
子弟‘身能立，家始齐’，只有自身有所建
树，才能治理好家庭。”说起洪氏家训，台湾
台中洪姓宗亲会秘书长洪文杰娓娓道来、
如数家珍。“这样的祖训应当让台湾洪氏后
人躬行实践、延续传承下去。”

洪文杰计划回台后将此次论坛的交流
成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在社交媒体、会
刊等刊发，让更多台湾年轻人知道两岸的
姓氏渊源以及姓氏背后所蕴含的处世哲
理。“每一个姓氏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我们
这一代人应当说好故事、做好示范，身体力
行地将尊祖先、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的
中华传统文化传递给台湾年轻一代。”洪文
杰说。

“90 后”台青谢明杰是一名自媒体从
业者，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海峡百姓论坛。
在 这 里 ，他 第 一 次 认 识 了 福 建 的 谢 氏 宗
亲，第一次读到谢氏先人的故事，第一次
了解了谢氏的家规祖训，内心充盈着温馨
与感动。

“一趟厦门之行，让我增长了许多知
识，而这些是以前在课本上学不到的。”一
路走一路拍，谢明杰用手机记录下了海峡
百姓论坛的点点滴滴，准备回去后剪辑成
视频，分享给台湾的网友。

“台湾青年都应该来大陆走走看看。在
这里，他们一定会找到深藏在血脉里的共
鸣。只有找到自己的根，才能找到未来的
路。”谢明杰说。

此次论坛还在漳州、宁德两地设立分
论坛，交流活动持续至 6 月 2 日。大家畅叙
情谊、共谋福祉，心也越走越近。

探访姓氏源流探访姓氏源流 共赴心灵之约共赴心灵之约
——聚焦第十五届海峡论坛·海峡百姓论坛

□本报记者 吴洪 黄鑫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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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诗人白灵（左二）以《从断章到截句》为题进行演讲，
分析小诗的创作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