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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电 为期 4 天的 2023 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 14
日在台北举办，为台湾民众呈现大陆旅游业态发展的新样貌，带来
更多文旅新产品、新线路资讯。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主任何婕说，大陆宣布恢
复旅行社经营台湾居民来大陆团队游业务以来，台湾旅游业界和
民众对赴大陆观光旅游表现出极大期待，盛大开幕的两岸旅展就
是对台湾业界关切和民众心声的回应。

她表示，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大陆作为旅游目的地对台
湾民众有着天然的魅力，不仅因奇绝秀丽的风光，更因积淀深厚、
共同传承的中华文化。“我们热情欢迎台湾业界朋友和广大民众到
大陆走一走、看一看。”

台湾旅游交流协会理事长赖瑟珍说，虽然本次两岸旅展的筹
办过程经历波折，但最后云开月现。两岸旅游恢复常态是两岸民众
和旅游业界的共同心声，希望此次的一小步能为恢复两岸旅游交
流积累善意，为未来两岸旅游交流开启更多可能。

参展的南方航空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兰虹介绍，当前台湾
民众客运需求旺盛，南方航空执飞的两岸航线上座率都很不错。她
表示，希望恢复更多两岸航线航点航班，让往来两岸的台湾同胞免
去因航点受限不得不转机的舟车劳顿之苦，也希望台湾当局早日
解除旅游禁限，满足台湾民众赴大陆参团旅游的期盼。

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自创办以来，已成为两岸旅游业界互
通信息、共享资源、促进市场的重要平台，为深化两岸旅游交流合
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两岸旅展大陆展区共设展位 47 个。海旅
会展区以“纵览长城 乐享非遗”为主题，重点推出明长城沿线各省
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景区。

除海旅会外，还有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北、
海南、陕西等 9省，以及国航、东航、南航等 6家大陆民航企业参展。

展台前索取大陆旅游宣介手册的台湾民众络绎不绝。展会现
场，多场文旅推介会和晋剧名家的“千秋关圣”、指掌乾坤的木偶表
演、“禅武合一”的少林功夫、韵味独具的地方民歌、以刀赋予纸生
命的剪纸技艺轮番登场。

河南展区舞台上，几位功夫高手为台湾民众表演了双刀、三节
棍、太极拳、硬气功等绝技，引来阵阵喝彩和掌声。“之前从没亲眼
见过，感觉很特别！”台北市民林女士此前去过内蒙古旅游，她说大
陆很大，各地各有特色，今后还会到大陆各地多转转。

2023 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和台
湾旅游交流协会共同主办。

2023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举办
带来大陆文旅新产品新资讯

闽台农业交流合作是福建农业的一
大特色，也是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一大
亮点。“31条措施”、福建“66条措施”发布
实施 5年来，我省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做好
落实落细工作，协调解决广大台农、台资
农林企业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资金补助、
融资贷款、缓解用地困难、开拓内需市
场、研发创新、参与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
显著成效，让更多台农台企受益获利。

扎根沃土、逐梦田园。采访中，不少
台胞感慨地说：“乡村振兴路，台胞不缺
席。”“大陆‘务农’，有奔头！”

真金白银受惠多

台农到大陆投资农业，保障用地用
电是重要一环。福建“66条措施”提出，对
台湾农民创业园内台农、台资农企实施
生产用电优惠电价。5 年来，我省共为 6
个国家级台创园内的台资农企、台农减
收电费 5434万元，仅去年就有漳州钜宝、
漳平台品等 158家台企享受优惠，年减少
电费支出 1117万元。

漳平台品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东
庆是第一个到龙岩漳平种茶的台农。上
世纪 90年代，他把高山茶、樱花从台湾引
种到永福镇。自此，越来越多台农接踵而
至，使永福成为台农个体在大陆投资最
密集的乡镇之一。

“仅电费一项，各茶园、农场一年能节
省上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大大减轻了经
营压力，增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谢东庆
介绍说，茶叶生产加工环节享受农业用电
优惠后，电价从原来每千瓦时 0.7 元下降
到每千瓦时 0.4元，降幅超过 40%。一年能
为漳平台创园内的台企节省80多万元。

融资难曾是台农在大陆发展的“拦路
虎”，制约不少台资农企转型升级。“31 条
措施”、福建“66条措施”中，均支持金融机
构为台农提供信贷服务。2021 年以来，省
级财政支持闽台农业融合发展财政资金
逾 1.8亿元，实施贷款贴息补助 2000多万
元，台资农企贴息后贷款利率平均由5%降
至1%左右，有效降低了台企的融资成本。

台农张唐维创办的大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是漳浦台创园第一家蝴蝶兰培
育企业。温室大棚种植蝴蝶兰，资金需求
量大，之前张唐维只能以商品房抵押向
银行贷款，最大授信额度 100 万元，且需
每年转贷一次。

“31条措施”落地后，台农融资贷款不
再难，张唐维迎来了新机遇。去年，他通过
厦门银行漳浦支行顺利拿到 300 万元贷
款，用于大棚扩建。“原本光利息就要付12
万元，有了贷款贴息政策，我领到了 11万
多元的补贴，贴息比例高达95%，负担大大
减轻，这笔钱正好用作追加投资。”张唐维
说，公司已建成1万平方米温室大棚，年产

蝴蝶兰种苗50万株，年销售额800万元。

农机补贴真给力

种植机械化，是台湾精致农业的一大
特点。“31 条措施”提出，台资农业企业可
与大陆农业企业同等享受农机购置补贴。
2018年以来，我省累计补贴购置台资企业
生产的农机7304台，补贴资金2848万元。

2005 年，台农柯清吉、柯陈秀兰夫妇
在仙游创办金瑶农场，种植台湾甜柿、葡
萄柚等优良水果。如今农场年产甜柿 200
多吨，产值 150多万元。

“农机购置补贴是真金白银的支持，
我们得到实惠，对未来信心十足！”柯陈
秀兰跟记者算了一笔账：之前购买了 3台

“爬山虎”（一种山地轨道运输机），一台
原价 1.25 万元，每台可以补贴 5000 元；2
台割草机，每台各补一半的价钱。“今年
准备再买几台，像选果机、泡药机、送料
机和包装机，样样有补贴，感觉很贴心。”

台农廖龙朝、丁滢蓁夫妇已在福清
台创园深耕 8 年。如今农场种植面积 300
亩，种有香水柠檬、红心火龙果等十几种
台湾水果，还发展起了休闲旅游，既卖水
果也“卖风景”。

“这几年买了自走式打药机、‘爬山
虎’等农机，根据政策，领到了上万元的
农机购置补贴，成本降下来，干劲更足
了。”丁滢蓁说。

福建“66 条措施”明确提出，在闽台
资企业生产的农机产品符合条件的列入
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目前，共有 38款
台企生产的农机产品被列入我省农机购
置补贴目录。

“水果分级机是我们的拳头产品，适
用于柑橘类、火龙果、苹果等果蔬的高效
分选，自从入选农机购置补贴目录以来，
公司知名度大大提升，咨询量和销量增
加不少。”漳浦台企科盛机械有限公司业
务 经 理 陈 绍 龙 说 ，以 一 款 型 号 为 TN-
6GFZ1-68的质量式果品分级机为例，每
台市场价 9.5 万元，农户能拿到 2.55 万元
的补贴，既降低了农机购买成本，也调动
了台企研发的积极性。如今，科盛机械已
成为我省规模最大的果蔬分选机制造企
业，产品畅销大陆各省市。

和科盛一样，集辰（福建）农林发展
有限公司生产的畜禽养殖场有机废弃物
处理机、山地轨道搬运机等，也入选了农
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这项政策既让农
户尝到甜头，也给台企带来实实在在的
好处，直接拉动企业业绩的增长。”公司
董事长李开标举例说，农户买一套 7万元
的山地轨道搬运机，可申领 2.1 万元补
贴，“政府的支持很给力”。

融合发展天地宽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31条措施”“26
条措施”中，鼓励台胞申请成为农民专业合
作社成员。目前，我省先后组建了漳平闽台
缘高山茶产销专业合作社、仙游游洋甜柿
产销专业合作社、诏安大铺山闽台现代农
业专业合作社等 7家闽台合作专业组织，
在乡村振兴中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 目 前 我 们 有 会 员 115 人 ，茶 企 48
家，统一实行标准化生产、分级包装，统
一行销模式，为成员提供生产资料购买、
供应及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还会组织两岸茶赛茶事交流活动，全力
打造‘永福高山茶’品牌。”台青、闽台缘
高山茶产销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陈濂丰
说，该社是大陆首家以台湾农民为主体
的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今年 2 月，该社入
选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例。

在台胞参评荣誉奖项方面，台农在闽
也收获“满满关爱”。谢东庆获评 2022 年
度“三农人物”，成为活动举办 18 年来首
位获此荣誉的台胞；李志鸿、林智远等人
获评省级劳动模范；张欣颐、陈耘嘉、杨咏
安、曾冠颖等获“福建青年五四奖章”……

台资农企也迎来更大发展空间，在乡
村振兴中“开花结果”。天福茶业、信华食品
等5家台资农企被认定为国家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漳平鸿鼎农场等23家台资农
企被认定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当下，福
建正在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
园，在八闽乡村广袤的土地上，越来越多
台胞跨海前来追梦筑梦圆梦，成为两岸
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我省将进一步扩大政策宣传、突出重
点，在提高政策知晓度和便利度的同时，
不断扩大台农台企参与度和受益面；重点
组织实施“五大行动”，包括闽台产业合作
深化行动、涉台农业园区提升行动、闽台
乡村融合推进行动、闽台基层交流连心行
动和政策服务优化行动，帮助台胞台企更
好地参与福建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及乡
村振兴，分享大陆高质量发展机遇。

编 者 按 今年是《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31 条措施”）发布实施 5 周年。2018 年 2 月，“31 条

措施”出台，着力为台企台胞提供与大陆企业、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从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到就业、教育、文化、医疗，“31 条措
施”涵盖领域与涉及部门之多、开放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可谓“前所未有”，生动彰显了“两岸一家亲”的重要理念。5 年来，中央及
各地方各部门惠台利民一以贯之、不断升级的政策，“把同等待遇逐一落到实处”，各部委“26 条措施”“11 条措施”“农林 22 条措
施”，福建“66 条措施”“42 条措施”……一系列“含金量”满满的政策措施，为台胞搭建了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舞台，为台企提供了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请看本报记者的采访报道。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在大陆‘务农’，有奔头！”
——“31条措施”发布实施5周年系列报道①

□本报记者 刘深魁 林娟 文/图

在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的茶山上在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的茶山上，，员工在采摘茶叶员工在采摘茶叶。。

“31 条措施”、福建“66 条措施”等一
系列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发布实施以来，
扎根福建的台农都得到了“政策红利”，
台资农企充分享受到同等待遇，获得
感、融入感更强了。

记者走进田间地头采访，深切感受到
台农的“获得感”来自多个层面，主要包括
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和融资便利、在研发
方面得到更多扶持、参与乡村振兴取得新
进展、开拓内需市场取得新突破、创新了
联农带农机制等等。这充分证明台胞台企
在大陆广阔的农村大有可为。

福建是对台交流合作的先行区，始
终是大陆对台农业合作最活跃的省份。

30 多年来，闽台农业合作从最初引进台
商从事初级农产品的小规模生产起步，
逐步向资金、品种、技术、市场、管理等
一揽子引进转变，从种养等第一产业向
农产品加工、运销以及旅游休闲等农村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截至目前，福建累
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 2973 个，农业利用

台资的数量和规模持续保持大陆首位，
成为大陆对台农业合作的“领头雁”。

由此可见，福建已成为台湾农民、
台资农企“登陆”发展现代农业的第一
家园。你来我往、互动热络、合作共赢、
融合发展，成为闽台农业交流合作的生
动写照。

当前，中央明确支持福建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建设。今年 2 月，省委、省政府印
发《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落深落
细惠台惠农政策、提升台湾农民创业园
及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建设水平等
要求，为今后闽台农业合作指明了方向。

多重利好叠加之下，深化闽台农
业融合发展，帮助台胞台企更好地参
与福建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
兴，可谓恰逢其时。广大台胞只要坚定
信心、找准方向，就一定能够实现更好
更快发展。

闽台农业“乘东风”融合发展正当时
□本报记者 刘深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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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资农场一都融台园在台资农场一都融台园，，员工在采摘葡萄员工在采摘葡萄。。张唐维在查看蝴蝶兰长势张唐维在查看蝴蝶兰长势。。

本报讯（记者 全幸雅 文/图） 17日，“闽台情深·福海扬帆——
第二十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福建航海文化分营”在福州开营。来
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淡江大学、台湾
艺术大学等两岸近 40所高校的大学生及在闽台青共 65人，一同参
加为期 7天的夏令营活动（如图）。

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将走访八闽大地，了解福建高质量发展成
果，体验福建海洋之美、人文之韵，借助闽台海洋文化纽带，加强两
岸青年交流互动、增进友谊。

开营仪式当天，两岸青年在福建省档案馆共同参观“共同家
园 共同记忆——闽台关系档案文献展”；在福州新区郑和文化园、
郑和史迹陈列馆重温 600多年前的帆影和波涛。

在随后的行程中，两岸青年将赴福州、莆田、泉州、厦门等地，
在一幕幕八闽风光中感受时代脉动，在一个个文脉史迹中唤醒民
族记忆。

第二十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福建航海文化分营在榕开营

据新华社厦门7月17日电 2023 年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交流
活动 16 日晚在厦门开营。来自台湾岛内和大陆的近 200 名和平小
天使，在接下来 4天时间里，将参加乒乓球交流赛及台厦两地小球
友双打组合联谊赛等活动，还将在厦门结对研学，走进诚毅科技探
索中心和鲸探海洋科普研学基地，共启两岸青少年科学梦。

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交流活动是 2023 年“相聚厦门”两岸青
少年文化交流周系列活动之一。交流周期间，将通过举办“海峡两
岸青少年龙狮交流赛”“台湾青年教师闽南文化研学营”“两岸青少
年文化交流联欢晚会”等活动，推动两岸青少年融合发展、增进同
胞情谊。

自 1992 年以来，在两岸各界共同努力下，海峡两岸和平小天
使交流活动已举办 35 场交流活动，其中台湾 16 场、大陆 19 场，参
与的小天使近 3000人，涉及两岸家庭 2000多个，影响两岸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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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厦门市教育局、厦门市体育局、集美
区政府、厦门市海外联谊会共同主办，厦门市乒乓球协会、厦门市
两岸青年创业联盟、全国台联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文创交流基
地等承办。

两岸和平小天使切磋乒乓球技

近日，“手牵手乐一夏”厦门市湖里区海峡两岸交流仲夏音乐
会举行，厦门市蔡塘学校“追光”民乐团和来自台湾的艺术家、学
子共同演出，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图为两岸小朋友演唱《敕
勒歌》。 本报记者 陈梦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