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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协 是 什 么？”“政 协 是 怎 样 运 作
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如何实现的？”9
日，第十一届海峡青年节系列活动之一，
2023“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州
举行。

此次活动吸引了上百名两岸青年参
加。在去年首次举办该活动的基础上，今
年的活动围绕“协商民主与两岸融合发
展”的主题，邀请多位台青分享自己在福
建体验政协制度的感悟，倾听民主协商实
践当中的台胞声音，携手探索两岸融合发
展的新路径。

走进政协 体验“协商民主”

台湾教师、福州大学教授王量弘是十
三届福建省政协、十四届福州市政协台湾
列席人士。回忆起“走进政协”的诸多“第
一次”，他依旧记忆犹新：2020 年 1 月，福
州市政协第十三届第四次会议召开，首次
受邀观摩，并参与分组讨论；2021 年，受
邀参加福建省政协第十二届第四次会议，
第一次全流程参与会议，第一次参与提
案；2023 年，第一次参加政协现场调研，
赴福建高校，开展台湾人才及闽台高等教
育融合的调查……

“政协，对于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我来
说，曾经是一个陌生的机构。近年来，随着

参政议政活动的深入，我发现政协委员责
任重大。”通过观察，王量弘发现政协委员
不光要充分倾听民众心声，更要形成解决
问题的方案去执行，同时，还可以通过提
出意见、建议等方式进行民主监督，“我想
这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好表现”。

在参与政协会议时，王量弘提出了关
于“如何更好引进台湾人才、留住台湾人
才”的建议，获得了福州市有关部门的重
视。“这让我备受鼓舞，今后我将更积极地
参政议政，了解台胞心声，让更多台胞来
福建发展生活。”王量弘说。

“大陆的民主不是嘴巴说说而已，都
实实在在地落到了老百姓心里。”台湾姑
娘许真真是一个自媒体从业者，2021 年
刚跨海来到福州创业，就实实在在地感受
到了大陆协商民主制度带来的好处。

2022 年以来，福州分期分批向台胞
推出了公租房，不仅租金便宜、交通便利，
而且设施齐全、环境优美。今年 2 月，许真
真搬进了位于福州保利香槟国际的台胞
公寓。“安居才能乐业，对于初来乍到的台
青来说，‘住’是最大的问题。”许真真说，

“住”的问题解决了，让她可以更安心地投
入到工作中。

当得知这项政策的诞生，正是福州市
政协通过专题协商、问卷调查、实地调研
等方式收集意见建议后，由福州市人民政

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通过福州市台港澳
办等有关部门积极推进落实的，许真真感
叹不已。

“对于政协委员提出的问题，相关单
位的负责人会认真地一一答复，如果无法
马上解决的，也会将问题记录下来，全面
梳理并提出解决方案。”许真真说。

温暖依靠 共绘美好蓝图

为了帮助台青更好地融入福建，去年
首届“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中，福
州市政协委员与在闽台青结对子。一年
来，在政协委员的帮助下，他们有了哪些
变化呢？

“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如今的笃定前
行，我在福州找到了事业的方向。”“90后”
台青陈筱婷是自媒体创业者，通过拍摄视
频，用台青的视角讲述福州的乡土故事。

最初，她的素材都是在网上搜集，但
真伪难辨，让她颇为困扰。福州市政协在
调研时得知她的难题，于是帮助牵线找到
了福州市政协委员、福州市文化馆馆长池
小霞与她结对子，提供视频内容指导，让
她的创业之路有了温暖依靠。

在池小霞的帮助下，陈筱婷开启了福
州非遗文化探秘之旅，走街串巷探寻线面、
软木画制作、喜娘文化等非遗项目。目前，

她已制作完成十几期视频，成立了自己的
IP品牌企业，并延伸发展非遗文创产品。

“政协的协商民主制度是一种根植
于民、服务于民的民主制度。来自不同界
别的政协委员，通过收集所在界别的意
见、建议，广集民智、献计献策，让整个社
会获得了更好的提升。”陈筱婷说，希望
通过更多的视频制作，向台湾青年介绍
大陆的协商民主制度，让台湾朋友认识
大陆、了解大陆。

为了让台青更好发展，去年，福州市
台协会会长蒋佩琪与福州市政协委员、福
州市台联会长杨军也登台结对。“这一年
来，我们往来更加密切，还携手举办了许
多活动，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入手，助力台
青更好地融入福州。”蒋佩琪表示，当前大
陆正处于全面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台青不
能只做见证者，更要做参与者、贡献者，以
实际行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在大陆广袤
的舞台上，施展才干、实现理想。

“看到越来越多台胞参与大陆政协的
活动，为两岸的融合发展建言献策、成效良
多，这是让人十分欣喜的现象。”台湾中华
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认为，大陆
改革开放40多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
成就，协商民主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希
望更多台湾青年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来，与大陆青年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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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全幸雅） 作为海青节系列活动
之一，为期 7 天的“好年华 聚福州”闽台青年人才研
学营近日在福州举办，近 40 名两岸学子通过参观走
访，了解各项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寻找创业就业机会。

此次活动由福州市人才发展集团主办。其间，闽
台青年人才参观福州三坊七巷、烟台山历史文化街
区、闽江之心等景点，感受福州自然风光及历史文化
底蕴；深入福州两岸社区交流中心、福州市人才公
寓、台胞公租房等，了解在榕台胞台青学习、就业、创
业、生活情况；参访网龙网络集团、新大陆集团等企
业，实地了解福州经济发展脉搏。主办方还开设“好
年华 聚福州”人才驿站，为台湾学子解读各种惠台
利民政策措施，开展人才职业测评、岗位匹配等。

“好年华 聚福州”闽台青年
人才研学营举办

本报讯（记者 吴洪） 8 日，第十一届海峡青年
节·海峡气象青年汇——“两岸天气听我说”气象创意
短视频决赛在福州举办。决赛现场，综合专业评审打
分及两岸青年投票情况，共有12件短视频作品胜出。

据介绍，气象创意短视频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
了 1500 多名两岸青年参加，共收到 300 件气象创意
短视频作品。活动以两岸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搭
建沟通的桥梁，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目的。本
次大赛既集中检验了两岸青年的气象知识储备，又
促进了两岸青年的学习与交流，开拓了彼此的视野。

两岸青年一起谈“天”

本报讯 （记者 储白珊） 8 日 ，为 期 4 天 的“ 同
根 同 源 中 华 情 ”海 峡 两 岸 好 文 章 青 少 年 文 学 交 流
活 动 在 福 州 举 行 ，吸 引 了 百 余 名 来 自 海 峡 两 岸 的
青少年参加。

此次交流活动是第十一届海峡青年节系列活动
之一。主办方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学交流、民俗展
演、非遗展示、实地采风等活动，让两岸青少年共同感
受民俗民情、品味家乡风味、体验传统文化，为两岸同
根同源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发展搭建平台。

此次交流活动分为线上征文活动环节和线下采
风活动，分别在榕台两地展开。目前，线上征文活动覆
盖福州市中小学校和台湾地区部分学校，正进入火热
的征稿环节，优秀作品将在线上进行展示。

线下活动部分，31 位台湾师生代表来榕开展“同
根同源中华情”青少年文学采风活动。在一周的时间
里，他们将参访罗源县部分学校、罗源畲乡和福州三
坊七巷等地，就海峡两岸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民俗
体验进行交流。他们还将在榕体验非遗文化，感受优
秀传统技艺和畲族文化的魅力，共刻“两岸一家亲”寓
意的石雕作品。

“海峡两岸好文章”于 2014 年 11 月启动，至今已
成功举办了 7 届，海峡两岸共有近 100 万名学子参与。
每一届征文主题，都与两岸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息息
相关。活动不仅覆盖了福州市所有中小学生，每年还
吸引了台湾 50 多所学校、5000 多名学生参加，搭建起
两岸青少年互相学习、缔结友谊的平台。

海峡两岸好文章青少年文学交流活动举行

两岸学子在福州民族中学体验美食制作。本报记者 储白珊 通讯员 郑帅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8 日，第六届“海青杯”
两岸青年棒球交流营在福州举办，两岸近百名棒球
青少年相约绿茵赛场，以球会友，畅叙情谊。

本次活动由福州市体育局、长乐区人民政府、福
建省棒垒球协会共同主办。活动以“家·HOME”主
题，分为棒球、慢垒赛和参访活动两部分展开。在赛
场上，两岸青年激情奔跑、同场竞技，通过挥棒击球

“过招”，加深了彼此了解和友谊。
“就像棒球运动传递的团队协作精神一样，团

结、友谊之花通过比赛绽放。”台青李若帆祖籍福州，
这是他第一次在故乡的土地上比赛，感觉一切都特
别亲切和新鲜。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最主要是来交流，让两岸
情缘更深厚、更浓郁。”作为台湾队伍的总领队，马祖
慢投垒球委员会荣誉主委郑新勇表示，棒球是集趣
味、策略、技巧与协作为一体的集体运动，两岸青年
在赛场上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展现了青春风采。希
望未来能有更多台湾棒球队“登陆”交流，跟大陆球
手切磋球技、分享经验、增进感情，促进两岸民间交
流和棒球运动推广。

两岸青年棒球交流营举办

本报讯（记者 全幸雅） 9 日，“中建海峡杯”第十届
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总决赛在闽清县雄江镇完
美收官。

本次大赛主题为“元·构”，考察了大学生的图面设计技能
与实体建构技巧，旨在通过创意设计及实体建构，加深对建筑
的材料性能、建造方式及结构的了解，助力大陆乡村振兴，深
化两岸青年友谊。

经过初赛，11支大陆高校队伍和 4支台湾高校队伍成
功入围决赛，在雄江镇进行实体搭建。最终，来自台湾铭传

大学作品《山岳之渝》摘得金奖，沈阳建筑大学作品《一片
雪花》和重庆大学作品《浮光》获得银奖，合肥工业大学作
品《帆影竹斜》、大连理工大学作品《杬微筑屿》和厦门大学
作品《穿月》获得铜奖，台北科技大学作品《闽涛》等获得优
秀模型奖。

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自开办以来已成功举
办了十届。本届大赛由福建省学生联合会、台湾中华青年
交流协会、福建省土木建筑学会、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共同主办。

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总决赛收官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9日就日本政客麻生太
郎窜台妄言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近日
窜访台湾，同蔡英文、赖清德等人会面，并在台发表演讲称台海及
地区不可发生战事，当前应做好发挥强大威慑力和进行战斗的心
理准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表示，日本个别政客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
台湾地区并大放厥词，渲染台海局势紧张，挑动对立对抗，粗暴干
涉中国内政，此举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
神，严重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已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
涉，予以强烈谴责。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
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发言人指出，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长达
半个世纪，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残酷镇压，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对
中国负有严重历史罪责，最应该做的就是反躬自省、谨言慎行。日
本政客窜台言必称战，摆出唯恐台海不乱的架势，是想把台湾民众
推向火坑。“中国早已不是 1895 年签订《马关条约》时的清政府，日
本个别政客又哪来的资格和底气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

发言人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我们严肃敦促日
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
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不得以任何方式为“台独”分裂
势力撑腰打气。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台独”完全是死路一条，媚
日卖台只会祸害台民众，任何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的行径都
注定以失败告终。

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客
麻生太郎窜台妄言答记者问

本报讯 （周雄铭） 7 日 ，为 期 一 周 的“ 两 岸 一 家 文 化 寻
根”——2023“迁台记忆”台胞祖地行活动在武平县启动，参加活动
的有台胞以及两岸婚姻家庭子女。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省台联、省档案馆、省姓氏源流研究会领
导分别向“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当地捐赠者代表，颁发了“迁台记
忆”档案文献捐赠证书。龙岩市台联代表当地台胞台属，向省档案
馆捐献“迁台记忆”档案文献。

省台联有关负责人表示，“迁台记忆”档案文献是两岸同根同
源的历史见证，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征集和保护“迁台记
忆”档案文献，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更具有重要的
政治意义。近年来，省台联与省台港澳办、省海外联谊会、省档案馆
等密切配合，深入开展“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征集保护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台联组织已征集“迁台记忆”档案
文献资料 5000余件。

省台联有关负责人强调，举办“迁台记忆”台胞祖地行活动，是
立足当地对台资源优势，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生动
实践，是汇聚社会发力量、共同做好“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征集保护
工作的具体举措。希望通过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挖掘深度，延
伸征集广度，共同把“迁台记忆”档案文献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
留住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

在武平期间，台胞们参观武平县兴贤坊传统文化街区、武平梁
山书院、定光佛祖庙等，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考察麦科斯公司、福
隆电子公司等企业，与当地青年互动交流；台胞们还参观武平松花
寨生态茶庄，实地了解当地茶产业发展情况；开展交流座谈，畅叙

“迁台记忆”台胞祖地行的感想和体会。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台联、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

会共同主办。

“两岸一家 文化寻根”

“迁台记忆”台胞祖地行活动举行

近日，由中国-东盟中心、福建省青年联合会、福建省外办、福
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等联合主办的 2023 中国

（福建）-东盟青年论坛在福州举行。
作为“中国-东盟周 2023”系列活动之一，来自 8个国家的政府

官员、驻华使节、友城代表及近 60 名省内东盟留学生代表以“展现
青年担当，共建文明丝路”为主题，围绕“中国与东盟共同繁荣之
路”“让教育点亮中国东盟青年的未来”“创新向未来 丝路青年说”
等议题展开交流，并近距离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参加论坛的东盟青年参加书法（上图）、
剪纸、宋代点茶、茉莉花摄影等活动。他们在体验中更深入地了解
中国文化，在互动交流中加深友谊。

本报记者 陈梦婕 通讯员 林锋 摄影报道

2023年中国（福建）-东盟
青年论坛举行

新华社福州8月9日电 9 日，闽台两地十多位艺术家携百余
件书画艺术作品亮相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为期五天的“艺同
源绘两岸”书画艺术交流展，以墨会友、以画传情。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百余件闽台艺术家书画作品，传播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两岸艺术交流。参展艺术家还现场挥毫泼墨，
共同创作一幅国画花卉作品，并赠予泉州闽台缘博物馆作为馆藏。

参加此次交流展的台湾“虾画”名家孙晖说：“这次我们与大陆
的朋友深入地分享了创作心得和感悟，盼望这样的活动更多一些，
让两岸人民常来常往，携手让根脉相连的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

高雄书法学会常务理事、台湾采风书画艺术馆馆长张明琴表
示，这次台湾艺术家带来了人物、花鸟等不同主题的多件作品，与
大陆朋友一起讨论切磋。“大陆艺术家的‘大山大水大写意’艺术创
作风格在台湾比较少见，这次来到大陆获益良多，大家能够在艺术
上互相借鉴、共同提升，非常有意义。”

本次活动由泉州市丰泽区委台港澳办公室指导，福建福台通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主办，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两岸艺术家书画作
品义卖、网络直播“云观展”和艺术研讨会等活动，探讨和推动中华
传统艺术传承和创新。

闽台艺术家共聚泉州
“艺同源绘两岸”书画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文/图）翻滚、跳跃、头转……
炫酷的舞技引来阵阵掌声与喝彩（右图）。8 日，作为
第十一届海峡青年节系列活动之一，海峡两岸霹雳舞
大赛决赛在福清举办，两岸百余名选手齐聚一堂，以
舞会友、以舞交流，刮起一股“青春旋风”。

决赛现场，两岸选手通过激烈的斗舞比拼，分别决
出少儿Breaking霹雳舞U14男子组、Breaking霹雳舞女
子组以及成人Breaking霹雳舞 2v2的冠军。童杰荣（福
建）获得霹雳舞男子组冠军，詹丰华（台湾）获得亚军；陈
洛凡（福建）获得女子组冠军；龚晋（云南）、江承谙（台

湾）获得成人2v2的冠军。
本次大赛中，有 54 名霹雳舞选手来自台湾，其中

一半以上是“首来族”。“街舞是当下两岸年轻人最为
喜爱的潮流语言之一，两岸青年一起排练、互相学习、
增进友谊，充分感受活力与奋斗，这是一件很棒的
事。”台湾筑梦者街舞队队长田晋瑜说。

本次活动由福清市人民政府主办。主办方表示，霹
雳舞是深受海峡两岸青少年喜爱的舞蹈，本次大赛有
助于进一步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青少年交流
交心。

两岸青年“舞”动青春

关 注 第 十 一 届 海 峡 青 年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