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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的民进党当局上台，致使两岸经贸制
度化合作陷入僵局，两岸共同市场建
设停摆。统计数字显示，台湾“投审
会”核准的台商投资大陆的金额，由
2015 年的 109.7 亿美元下降到 2022
年的 50.5亿美元。大陆赴台人数更是
从 2015 年的 414.4 万人次，急剧减少
到 2022 年的 2.4 万人次。而大陆对台
投资则几乎陷于停滞。

尽管两岸双向投资和人员往来受

到严峻挑战，但金门县政府与民众对
两岸和平统一有高度认同，厦金融合
发展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经过长期
的交流合作，已逐渐形成“厦金共同生

活圈”，这对推进两岸共同市场建设意
义重大。2023 年，停航近三年的厦金

“小三通”航线复航，厦金两地在通气、
通电和通桥方面达成诸多共识。

如今，厦金交流的大门重开，让
两岸同胞有更多期待。论坛上，有嘉
宾笑称：“以前，有许多金门人在厦
门置产。现在金门人终于又可以坐
船来厦门收房租了。”

两岸同胞面对面交流，有助于
增 进 感 情 、建 立 互 信 ，从 本 次 建 设

“厦金共同生活圈”论坛得到金门乡
亲 热 烈 响 应 可 见 ，无 论 是 通 水 、通
电、通气、通桥，把“门”打开，必将有
助于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以交流推开“心门”
□本报记者 陈梦婕

——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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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富金（门）贵。”这是古已有
之的闽南俗谚，表明厦金自古就是门对
门、心连心。18 日，第十五届海峡论坛·
建设厦金共同生活圈论坛在厦门举办。
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
青年学生、在厦台胞等各界嘉宾共 180
余人会聚一堂，共同为探索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推动建设“厦金共同生活圈”建
言献策。

“回顾历史，金门人对昔日的烽火
岁月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深知两岸和
平得来不易，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荣。”
金门县副县长李文良有感而发。他表
示，金门从两岸烽火最前线，到两岸交
流最前沿，肩负着两岸“桥梁”的重要使
命，厦金共同发展是所有金门乡亲的期
待。李文良建议，要整合厦金区域资源，
特别是加强旅游、教育、文化、生态环
境、医疗等方面的合作，提升区域合作
竞争力。双方应发挥各自的优势，累积
成功合作的经验，打造两岸互信合作的
先行先试示范区。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吴家莹长
期致力于推动厦金融合发展。他表示，
作为公认的两岸往来“黄金通道”，自
2001 年厦金“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
厦门金门两地的往来互动密切，很多台
商台胞从厦金“小三通”往返于两岸之
间，便利得就好像走家里的“灶脚”（闽
南语“厨房”）。金门乡亲来厦门买房、问
诊、会友、购物，厦门市民到金门休闲旅
游、采购金门高粱等伴手礼，这样的生
活已成为两地民众的日常。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其实“厦金生活圈”已经成型。
现在，随着厦金“小三通”航线复航，继
续推动建设“厦金共同生活圈”，可为两
岸融合发展提供积极借鉴。

2018 年 8 月，福建实现向金门供
水，“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成为现
实。目前，福建向金门日均供水 1.67 万
吨，解了“金门之渴”。论坛上，全力推
动厦金通电、通气、通桥也成为嘉宾们
热议的话题。“这其中，应首先推动交
通网络的建设。”华侨大学建筑学院教

授边经卫认为，厦门大嶝岛到金门岛
的直线距离只有两公里多，水位也不
深，建设难度不大，完全具备建设厦金
大桥的条件。大桥还可以与厦门的地
铁网络等连接，从而进一步延伸到厦
漳泉地区。交通网络打通后，厦金的旅
游、经贸等往来一定会大幅提升。金门
正 好 处 于 厦 漳 泉 这 个 廊 带 的 中 间 位
置，有利于未来打造“厦漳泉+金门大
都市区”。

旅 游 业 是 金 门 的 支 柱 产 业 。8 年
前，每年大约有 45 万大陆游客到金门
旅游，一年给金门带来的观光收入近
20 亿元新台币。台湾工党主席晏扬清
表示，金门有非常独特的海岛及战地
风光。但目前游客几乎都来自岛内，金
门观光业荣景不再，业者期盼台当局

尽快开放大陆游客到金门旅游。晏扬
清建议，未来厦金可以共同推出“厦金
旅游景点套餐”，互为客源地、中转地，
打造“厦金旅游品牌”，携手做大旅游
观光市场。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
生表示，金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相对
短缺，厦门丰富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
源都可与金门共享。厦门还有台湾长
庚医院在大陆投资的首家医院，非常
方便台胞前来就医。而“厦金共同生活
圈”也同样会让厦门受益，比如厦门的
高校可与金门高校合作，互派交换生、
学历互认等。

2022 年，厦门港集装箱量达 1243
万标箱，位居全球第 14 位。台湾中华海
峡两岸和平发展促进会理事长蒋权瀚

在论坛上专门引用了这组数据。他希望
厦金两地能够尽快就“厦金自由贸易
区”进行规划筹备，实现厦金经贸活动
自由化与一体化发展。

对此，吴家莹也深表认同。他认为，
这样台湾的货物将有机会通过中欧班
列运到欧洲，可以让更多台商共享大陆
发展的机遇。

海峡两岸乡建乡创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邓利娟认为，“厦金共同生活圈”
建设须解决双向往来不平衡的问题。

“虽然厦金交流交往重新活跃起来，但
基本上还是单向的。不论是大陆旅客
还是大陆投资，目前都还无法进入金
门。希望民进党当局尽快解除限制，让
厦 门 与 金 门 真 正 做 到 门 对 门 、心 连
心。”邓利娟说。

厦门金门：门对门 心连心
——建设厦金共同生活圈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陈梦婕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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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为金门的好产品代言，喜欢的网友尽快下单。”
“我为马祖高粱酒代言，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体验马祖风情。”
……
18 日，“金马好物汇”金门马祖特产专场直播推广活动在厦

门火热上演，为了推介金马当地的优质特产，金门县副县长李文
良、马祖酒厂董事长陈汉树化身“主播”吆喝起来，在电商平台直
播带货。

在线下活动中，金门的高粱酒、贡糖、线面，马祖的陈高、鱼丸、
红糟素肉酱，富有金马海岛特色的“网红”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
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品尝。在线上，大陆网友也纷纷涌进直播间，
为金马好物“打 CALL”，人气、买气都很旺。

“希望更多朋友了解金门、马祖的精品好物和特色文化，同时，
也为金马乡亲拓宽产品销路，给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会长陈笃彬说。

金马特产进了直播间
□本报记者 刘深魁

参加海峡论坛的路，王建民比别人走得更久，也更辛苦。
“我是第一次参加海峡论坛，也是第一次来到福建，比任何人

都更加期待。”从台湾赶来参会的嘉宾王建民，是育达科技大学教
授，也是一位残障人士。为了参加海峡论坛，他一路乘飞机、搭计程
车、坐“小三通”客轮……拄着拐杖的他，有时还需要儿子背着上下
车船、楼梯，“一路很辛苦，但能来我心里高兴”。

在两岸各民族携手向未来活动现场，王建民告诉记者，对于
海峡论坛，他早就心向往之，但苦于出行不便一直错过，“论坛能
促进两岸交流，尤其是民间的交流，这次缘分到了我不想再错
过，一定要来看看”。

“不光我自己参加论坛，我还把儿子带来了。他是第一次来大
陆，让年轻人认识和了解大陆，以后有机会的话就在大陆发展。”祖
籍福州闽侯的王建民，除了圆梦海峡论坛以及带儿子回归故土之
外，他还有一个心愿：“希望有机会能在大陆找个教职，用平生所学
好好回馈故乡。”

拄着拐杖来参会
□本报记者 刘深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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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建设厦金共同生活圈论坛现场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林泽贵）
18 日，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与
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共同主办、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厦门市石室书院）
承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社会发展论坛
在厦门开幕。论坛以“数字化与社会发
展转型”为主题，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
长张志军出席开幕式，70 多名来自海
峡两岸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
本届论坛。

数字化代表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当
今社会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数
字化的广泛应用将有力促进社会转型
发展。论坛期间，来自两岸的专家学者
围绕“农村电商何以可能：数字技术应

用的交互式创新”“数位时代养老议题
刍议”“数字时代的真现实：太虚大师佛
学思想的社会学意义”“数字赋能乡村
治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议题进行
演讲交流。与会嘉宾还就“数字融合与
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新业态与治
理现代化”“数字化、消费与青年文化”
等议题进行分组讨论。

第三届海峡两岸社会发展论坛旨
在促进海峡两岸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共
享两岸城乡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治理理
论研究与实践成果。通过两岸的比较研
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两岸共同
探索社会发展转型的可行路径，促进两
岸同胞心灵契合。

第三届海峡两岸社会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妙珠） 18 日，以
“根系开漳情 福泽两岸亲”为主题的第
十五届海峡论坛·第九届海峡两岸（福
建云霄）开漳圣王文化节，在云霄县将
军山公园开幕。两岸嘉宾、信众欢聚一
堂，共同缅怀开漳圣王，传承开漳精神，
共享文化盛宴。

本 届 活 动 由 漳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中 共 云 霄 县 委 、云 霄 县 人 民 政 府
承办。

开幕式上，两岸代表签订开漳圣王
信俗文化研讨合作意向书，进行“茶香
两岸”茶企对接和“云霄味”十佳伴手礼
颁奖。随后，“开漳圣王”祭祀大典在将
军山公园主广场举行。两岸开漳后裔代
表共 133 人，组成主祭、陪祭、同祭，依

次完成上香、献礼等祭祀程序。在场祭
拜的 87 姓开漳后裔达上千人，生动再
现了圣王祭祀的恢宏场面。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两岸书画展、
两岸青年音乐会、开漳圣王信俗文化交
流活动、两岸电子信息产业供需对接会
等 16 项活动，旨在传承弘扬开漳圣王
文化，密切两岸民间往来，深化两岸文
化交流与经贸合作发展。

开漳圣王文化是漳州历史文化形
成发展的根基和核心，也是维系海内外
同胞亲情乡谊和民族感情的重要精神
纽带。自 2007 年以来，云霄县已成功举
办了八届开漳圣王文化节，在拓展对台
文化、经贸交流与合作中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第九届海峡两岸（福建云霄）
开漳圣王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 施辰静 文/图） 18
日，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武术论坛在
厦门举行，包括 200 多名台胞在内的近
400 名两岸武术界人士、爱好者与会。
活动以“习武修德 融通未来”为主题，
通过两岸武术界人士和爱好者的表演、
分享与访谈，展示两岸同根同源的武术
文化以及两岸武术爱好者交流融合的
硕果，并针对两岸青少年如何“融通未
来”展开探讨。

论坛共分为“破冰”“融合”“斗阵”
“逐梦”四个篇章，邀请到多次赴台交
流表演的嵩山少林寺监院、武僧团代
表释延斌，嵩山少林寺第一位台湾弟
子林胜杰、演员释小龙、北京市武术运
动协会主席杜德平、台湾中华武坛武

术推广协会理事长林仲曦等 8 位两岸
“武林高手”，与线上线下的观众一起
分享两岸同胞以武会友、共同传承中
华武术的故事。

论坛现场还穿插了由嵩山少林寺
武僧团、闽台宋江阵团队、北京市什刹
海体育武术学校带来的武术表演，以
及由两岸同胞组建的黑猫乐队演绎的
武侠歌曲大联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

本次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
谊会、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北京市
台湾同胞联谊会、河南省台湾同胞联谊
会、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共同主办，
台声杂志社、厦门广播电视集团承办。

图为嵩山少林寺武僧团在表演。

两岸青少年新媒体武术论坛举办

本报讯 （记者 李烈 文/图） 18
日，由福建省委台港澳办主办的“融行
八闽”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在厦门启
动（如图）。采访团的 30 多名成员中包
括参加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的两岸媒体
记者、网络达人，他们来自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人民网、台湾东森电视、东森新
媒体ETtoday、风传媒等。

在七天的行程里，采访团将走访福

州、厦门、泉州、漳州、龙岩等地，以镜头
和文字反映乡建乡创、两岸文旅、两岸
共同信俗和大陆高科技龙头企业的发
展状况，挖掘不同领域中两岸融合发展
的典型案例，同时也向两岸民众展现福
建的青山绿水。

据介绍，此次联合采访活动是疫情
之后，从台湾岛内来大陆采访人数最多
的一次。

“融行八闽”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
在厦门启动

18 日，“金马好物汇”金门马祖特产专场直播推广活动举办，来自两岸的主播轮番
上阵介绍金门、马祖两地的特产。现场摊位上，市民和游客可以品尝咖啡、糕点美食、马
祖高粱酒……活动现场人气很旺。

图① 市民在马祖商品摊位前咨询。
图② 市民和游客在品尝台湾咖啡。
图③ 一名主播在直播间与顾客交流互动。 本报记者 王毅 摄影报道

“金马好物”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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