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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看

本报记者专栏

本报记者 刘深魁

连日来，大陆高校师生团访台成为热点，
在岛内刮起了一股“青春旋风”，再度凸显两岸
交流往来是人心所向、真情所盼、大势所趋。

7 月 15 日至 23 日，应马英九文教基金会
邀请，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教授率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
5 所大陆高校师生，一行 37 人走进台湾参访交
流。这是三年多来大陆高校首次组团赴台，对
促进恢复两岸双向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备受
关注。大陆师生先后走进台湾大学、政治大学
等高校交流，并赴台北、台中、新北、新竹和花
莲等县市参访。大陆高校师生团宝岛之行日
程充实精彩，场面热络温馨，两岸青年亲切互
动、真诚交心的画面引起台媒持续关注，岛内
民众拍手叫好。

然而，点赞和掌声之外，却有一些害怕两
岸走近走亲的杂音冒出来干扰。民进党政客看
到两岸青年手拉手载歌载舞、交友交心，立刻
坐不住了，发动“1450”（网军）在网上污蔑抹黑

“带风向”。有绿营民代更是荒唐，一听到大陆
学生发言讲“两岸同根同源”，就攻击说“这是

统战”。一时间，“大陆师生参访团是统战团”等
抹黑言论被炒作起来。

对于两岸往来交流，民进党当局一向是不
情不愿、绝不乐见，颠倒是非、抹红抹黑。从最
初“全党围剿”马英九回大陆祭祖开始，到拖延
大陆高校师生团访台，再到此番操弄“网军”攻
击抹黑，民进党当局的卑劣伎俩有目共睹。

台当局操弄“抗中保台”的把戏，台湾民众
并不买账。马英九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回
应道，两岸青年交流本就“浑然天成”，民进党
政治人物“把文化与历史的联结矮化成统战，
不值一驳”。岛内网友嘲讽民进党当局“玻璃心
碎一地”“抹黑一流，做事下流”“动不动讲统
战，已经黔驴技穷”“两岸本就同根同源同祖
宗，难道你绿的是美国人吗？”……

岛内媒体自然也是心如明镜。对大陆高校
师生团来访，岛内舆论多持肯定态度。“破冰之
旅”“具有指标意义”“为两岸关系吹来和煦暖
风”等语句，频频见诸报端、电视和网络。台湾

《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民进党挡不住两岸交
流的“暖风”，我们有责任推动两岸的互动，增

进理解，更有责任提供给年轻人一个有利于两
岸和平的交流环境。此次大陆学生来台参访，
迈出两岸和平重新开启的艰难一步，希望后继
有力，累积和平红利。

“多一分了解，就少一分误解！”台湾《中国
时报》刊文指出，两岸应掌握这一契机，深化青
年交流，以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进
而追求融合发展的目标。

民众期盼、台媒呼声，民进党不要再假装
听不见，故意给两岸交流“添堵”。否则，阻挡两
岸交流，必遭民众厌弃。上周，民怨之火直扑蔡
英文及民进党当局。数万人走上台北街头发起

“公平正义救台湾”大游行，抗议蔡当局在住宅
建设、两岸关系等方面的糟糕表现。在现场，许
多年轻人怒斥蔡英文承诺的“8 年兴建 20 万户
社会住宅”等政策跳票，高喊“居住正义”“下架
民进党，一起救台湾”等诉求。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
人选举临近，民众苦民进党久矣，大有汇集成

“反民进党大联盟”之势，将在全台燃起“下架
民进党”的怒火。

黑手挡不住青春之约

日益增加的地铁、宽敞笔直的
道路、鳞次栉比的高楼、各具特色
的公园和福道……暑假期间，18岁
的台青蔡和轩独自背上行囊来福
州参加海峡两岸跆拳道品势集训
营，一到福州他便感叹道：“这里变
化好大，越来越有‘国际范’！”

6 年前，受跆拳道启蒙教练陈
燕亭邀请，蔡和轩作为表演嘉宾
第一次来福州参加闽台文创周交
流活动。“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福
州与台湾这么近，无论是饮食习
惯，还是风土人情都很相似，让我
有一种亲切感。”

当 然 ，这 份 亲 切 感 还 源 自 他
的启蒙教练陈燕亭。台湾姑娘陈
燕 亭 来 大 陆 之 前 ,在 台 湾 从 事 跆
拳 道 教 学 已 有 10 多 年 。“ 我 一 直
希望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跆拳道
馆 ，但 由 于 岛 内 市 场 饱 和 、少 子
化等原因，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
现 ，所 以 ，我 来 到 土 亲 人 亲 的 福
州追逐梦想。”彼时，陈燕亭刚入
驻闽台家园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基
地 ，创 办 了 自 强 跆 拳 道 馆 ，迈 出
人生梦想的第一步。

近几年蔡和轩一直关注着教
练的发展。通过“云端”，陈燕亭也
时常与蔡和轩分享自己的创业心
得：“在哪里创业都会有困难，但只
要坚持就会有希望。”“在外打拼，
虽然有想家、孤独的时候，但也有
很多福州朋友在关心我、支持我，
让我觉得很温暖。”“福州对台青真
的很贴心，不仅提供便利的公租
房，还有创业补助、创业辅导等各
种扶持政策。”……

“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教练
在 福 州 究 竟 能 不 能 实 现 她 的 梦
想？”蔡和轩坦言，看着教练从零起
步，走过创业初期的艰难，挺过 3
年疫情的艰辛，逐渐在福州站稳脚
跟，拥有了 2 家跆拳道馆，培训学
员上百人，他深受鼓舞，让他更加
坚定地走职业跆拳道选手的道路。

即便再忙、再累，一路从小学
到初中，再到如今的高中，蔡和轩
坚持在每天完成学业后练习跆拳
道，有时一练就到深夜，第二天照
样准时起床上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他参
加在韩国举行的世界跆拳道年终

挑战赛 15~17 岁组的品势比赛，获
得了世界第二的好成绩，成为岛内
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岛内高校的
入学邀请函也纷至沓来。

“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离
不开教练多年来对我的鼓励和指
导，我希望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
更多福州的跆拳道学员。”今年，随
着疫情阴霾散去，陈燕亭也重启了
计划已久的海峡两岸跆拳道品势
集训营，邀请蔡和轩等岛内跆拳道
品势选手，来榕与福州跆拳道学员
们切磋交流、增进了解。

蔡和轩应约前来，除了分享自
己成功的经验外，也想再来看看这
座美丽城市。“这几日，我与小学员
们相处，发现两岸年轻一代没有
沟通障碍，几乎都是‘自来熟’，而
且，福州民众对台胞非常友善、热
情。当然，我也去了教练的公租房
做客，那里租金便宜、设施齐全、环
境优美，让我感受到福州的温度。”
蔡和轩说，希望能常来福州参与两
岸体育文化交流活动，有机会也希
望来这里发展，“因为在福州，我们
的未来不是梦”。

““在福州在福州，，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本报记者 吴洪 文/图

蔡和轩（后）在指导小学员训练。

新华社福州7月23日电 在福建船
政发展轨迹中触摸历史沧桑变革；探访

“妈祖故里”感悟两岸共同的信仰文化；
走进泉州九日山追寻古代“海丝”遗迹……
7 月 16 日至 22 日，第二十届台胞青年千
人夏令营福建航海文化分营在炎炎夏
日中汇聚热情似火的两岸青年。

据悉，此次活动吸引了 65名来自两
岸近 40所高校大学生及在闽台青参加，
先后赴福州、莆田、泉州、厦门等地，沉
浸式品味两岸同根同源的航海文化。

“开营那天刚好是我来大陆三周
年。”对于台青郑雅羚来说，此次夏令营

有种特别的意义。三年前，她离开台湾
来到大陆求学，将自己置于一个陌生却
又更加辽阔的舞台。来到福建，她体会
到尤为亲切的文化氛围。

“我认为文化可以跨越时空、跨越
地域。”郑雅羚说，在福建的航海文化
之旅既可以探索独特的美景和风情，
也让她加深对闽台文化同源的认识。
两岸青年学子都应该发扬共同的宝贵
文化遗产，并将其融入两岸文化与经
贸交流中。

在莆田湄洲岛，伴随着妈祖祖庙里
“三献礼”仪式的钟声、鼓声，两岸营员

一起双手合十、注视着妈祖像，行祭拜
礼。台湾青年说，这是一种非常熟悉的
氛围和感觉，每一次打鼓、每一次敲钟，
就好像回到家一样。

活动期间，两岸营员还登上台湾海
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 06”轮，观
摩海空联合搜救演练。据介绍，20 多年
来，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与台湾海上搜
救部门一道开展联合搜救行动 100 多
起，成功救助 1000 多名海上遇险人员，
为两岸交流往来铺就了一条安全、放
心、便捷的黄金水道。

“通过此次夏令营，我认识了很多

美好的人，看到很多美好的事物，相信
两岸青年都从中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台青周秉宏说，“总之一句话，闽台情
深，两岸一家亲。”

夏令营夜晚的篝火晚会，也成为拉
近两岸青年心灵距离的一场狂欢。营员
们载歌载舞，一起玩游戏，脸上都洋溢
着热烈、灿烂的笑容，在红红的火光中
显得格外耀眼。

自 2004年起，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活动迄今已成功举办 20 届，累计有 2 万
余名台湾青年参与其中，成为海峡两岸
青年交流的品牌项目之一。

夏令营营员参观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本报通讯员 汪明洋 摄

营员们在海上巡航救助船上合影。本报通讯员 汪明洋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梦婕） 近日，由外交部领事司指导，福建省
外办和厦门市外办共同主办的 2023 年福建省领事保护宣传月活
动在厦门举办。

活动以“领保护航一‘鹭’同行”为主题，通过主题航班、万屏联
动、非遗活动等形式，营造浓厚的领保宣传氛围，旨在普及预防性
领事保护知识，进一步提升福建居民海外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来自全省各地外办、厦门市有关部门、媒体、旅行社的
代表及群众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为期一个月，全省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富有特色
的宣传活动，切实维护我省“走出去”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及合
法权益。

2023年福建省领事保护宣传月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近日，“闽台融合发展研究基地”授
牌仪式暨两岸融合发展专题研讨会在闽江学院举行。来自厦门
大学台湾研究院、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福建师范大
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等大陆涉台研究机构的 60 余名专家学者参
加活动。

据介绍，该基地设立在闽江学院海峡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院，今后将通过提升闽台融合发展研究水平和实践探索，围绕福建
省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的
新需求，聚焦“四大经济”、聚焦重点产业，为建设好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建言献策。

授牌仪式后，还进行了海峡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院特聘顾
问、专家，特约研究员聘任仪式，以及“闽台融合研习社”授旗仪式。
海协会理事、中国机电商会台北办事处原主任李荣民获聘为海峡
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院特聘顾问，中国银行台北分行原行长蔡
荣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李非等人获聘为特聘专家。

李荣民表示，当前台企在大陆的投资中制造业占比超过 70%，
两岸贸易中机电产品占比超过 80%。两岸电子信息领域合作的产
业链、供应链已深度相嵌、深度契合，互补互利格局已经形成。“推
动两岸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两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
造迈向更高水平，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活动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两岸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
“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态势与展望”“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金融
政策”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

“闽台融合发展研究基地”
在闽江学院挂牌

本报讯（记者 何金 通讯员 赖淑玲 文/图） 22 日，“世遗海
丝情·泉台同心缘”2023年文化交流活动在泉州市洛江区举行。

本次活动异彩纷呈，武术表演《盛世雄风》、南音表演唱《荔镜
奇缘》、歌舞民谣《望春风》、印尼舞《椰岛欢歌》等文艺展演节目吸
引了众多的海内外游客。此外，书法表演、“魅力蓝染”体验、“古桥
新声”主题音乐节等节目，吸引了广大泉州中小学生和市民前来
参加。

本次活动以纪念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为契机，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世遗文化、海洋文化、闽南文化为纽带，通过沉浸式互动体
验，展现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精髓，加强两岸青少年交流，促进两
岸融合发展。

图为泉州提线木偶戏表演。

泉台文化交流活动举行

营员们参观海上巡航救助船驾驶舱。本报通讯员 汪明洋 摄

本报讯（记者 庄严 通讯员 林洋） 24 日，以“一条海上丝
路，万千非遗瑰宝”为主题的汉语桥线上体验营正式开营。体验营
的 128 名营员、黎明职业大学印尼留学生以及来自印尼雅加达华
文教育协调机构、印尼峇淡慈容学校、峇淡世界大学语言中心、黎
明职业大学等机构和高校的教师代表参加仪式。

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黎明职业大
学和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印尼峇淡慈容学校联合承办。
为了让营员们感受立体、多彩、丰富的非遗文化，黎明职业大学精
心准备了茶艺、陶艺、武术、布雕画等课程，希望营员们能够从中品
味泉州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无穷魅力，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
识和了解。

本次汉语桥线上体验营为期一周，采用直播和录播相结合的方
式，分成汉语华章、非遗瑰宝、海丝技艺三个篇章，构建了语言课堂、
文化课堂、技能课堂，让海外青少年充分认识海丝古城、世遗泉州。

汉语桥线上体验营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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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青年夏令营展开福建航海文化之旅

蔡和轩（后排左三）参加海峡两岸跆拳道品势集训营。

新华社南京7月24日电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24 日在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
事长洪秀柱等参加第三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
的台湾嘉宾代表，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

宋涛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了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是我
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通向民
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关系才能
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
涉，将两岸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两岸中国人自己手中，在中国式现
代化新征程上共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光明前景。

洪秀柱等嘉宾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将逐步实现中国
人追求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展现大国责任和担当，对国家统一意义
重大。台湾应把握好百年难得一遇的历史契机，坚持“九二共识”这
一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探索实现和平统一的进程与方案，共
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

宋涛会见台湾嘉宾

资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