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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看

本报记者专栏

本报记者 陈梦婕

本报讯 （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叶建隆 文/图） 近日，作为第十一届海
峡青年节“两岸青年嘉年华”系列活动
之一，由连江县委、县政府主办的定海
湾·连马讨海音乐节举行，吸引数千名
乐迷参加，感受音乐的魅力（如图）。

活动现场，草东没有派对、灵魂沙
发、莉莉周他说、皇后皮箱等人气乐队
轮番登场，多元音乐形式在沙滩上卷
起层层“热浪”。一首首乐迷耳熟能详
的歌曲，时不时引发现场大合唱。演职
人员与观众交流互动，使得台下尖叫
声不绝于耳，将现场气氛一次又一次
推向高潮。

参 加 音 乐 节 舞 台 演 出 的 演 职 人
员，超半数来自台湾，也吸引了马祖参
访团到场观看。“这是继连马龙舟友谊
赛、两岸环马祖澳骑游活动之后，连江
今年以来举办的第三场大型两岸文化
交流活动。”连江县台港澳办有关负责
人表示，本次音乐节通过两岸青年喜
闻乐见的方式，让青年在同吃同住同
玩中增进情谊，凝聚两岸音乐爱好者

的共同记忆，传递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的价值观。

“超好玩、超贴心，连马讨海音乐
节丫霸！”参加过大大小小 10 多场音乐
节的小陈来自台湾，他对本次音乐节
的保障工作赞不绝口：场区内设置了
专门的乐迷路线图，有交通引导志愿
者，场区外还配有音乐节接驳专车，考
虑饮食习惯不同，现场还配备了免费
的医疗点，让大家能安心享受音乐节。

此外，主办方还提供了美食集市、
沙滩天幕等演出之外的更多精彩体验。

据统计，连马讨海音乐节当天现场
接待观众近4000人次，其中外地观众占
比超一半。为此，连江推出凭音乐节门
票可享受住宿、餐饮打折，专属购物折
扣及十大景区免票等优惠措施，并围绕
同心村、古石村、奇达村旗冠顶、平流尾
地质公园等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假区
热门打卡地，推出 1至 3日连江游线路，
借此留住游客，进一步扩大连江旅游目
的地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拓展文旅经
济发展新空间。

两岸乐迷共享连马讨海音乐节盛宴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16 日，台湾科技大学东南区校友会
2023 校友经济论坛在福州举行，近百名两岸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围
绕绿碳科技、新能源、碳达峰碳中和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
两岸加强能源领域合作、推动绿色转型的新思路、新模式、新业态。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联合会、台湾科技大学东南区校友
会共同主办。论坛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也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部
分专家结合“石墨烯新材料在海上风电创新应用”“大陆海上风电运维市
场前景”“智能物流在新能源行业的应用”等议题，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

能源资源互通是两岸应通尽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福建建设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领域。与会者认为，加快能源低碳转型是海峡两岸共
同面对的课题，“双碳”目标下两岸能源资源合作空间巨大。两岸可以在电
力资源互联互通、海上风电开发利用、节能降碳增效、新能源技术创新等
领域深化合作，这将有助于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随着大陆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福建海上风电的建设，吸引
了众多台胞台企的关注，不少台湾科技大学校友更是积极参与其中，
已经在福建相关领域展开业务合作，为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智慧和力
量。”台湾科技大学东南区校友会负责人曾月春表示，她和团队长期从
事高分子复合材料配方及应用领域的研究，此前跟中国华电集团福建
分公司共同开发了海上风电新材料应用的项目，已经在福建相关海域
投用，这也是两岸在该领域的首个合作项目。

此外，台湾科技大学东南区校友会 2023 年年会也同步在福州举
办，这是该校友会首次在福州举办年会，将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两岸业界在榕共话绿色低碳发展

“让台胞感受到大陆的和平善意”“力度非
常大”“措施非常细致、周到”“为深化两岸融合
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打造范例”……上
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后，受到台湾各
界高度关注，大家普遍认为，政策措施力度大，
充分释放善意诚意，给台胞带来重要利好，对推
动两岸融合发展具有指标性意义。

岛内政党团体负责人、专家学者、媒体人士
等对《意见》纷纷予以积极评价。新党主席吴成
典指出，大陆此次出台重要举措，为两岸同胞往
来闽台及台湾民众在福建停居留营造更宽松政
策环境，这是完全正确的方向。希望台湾民众有
机会多去大陆走走，了解大陆真实现况。

统一联盟党主席戚嘉林认为，“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概念将历史和现实相连接，致力于建构两
岸共同的体验和认知，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打造范例，具有里程碑意义。

“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最有条件进行深度
融合发展。”台湾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秘
书长邓岱贤说，《意见》包含便利台胞在闽生活、
经贸深度融合、深化社会人文交流等多方面，内
容十分丰富，提出了具体措施，让台胞感受到大
陆的和平善意，将全面促进闽台融合发展。

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表示，大陆
一直是台湾重要市场，对台湾经济成长大有帮
助。台湾工商界对任何有利于两岸交流和经贸
活动的措施都乐观其成，期待有好效果。

“力度非常大，对台胞在大陆发展及两岸关系
和平往来，都有很大的助力。”海峡两岸公共事务
协会理事长邓哲伟注意到，《意见》提出鼓励台胞
来闽就业，尤其是为台湾教师、医师、律师等群体
提供更大发展空间。他说，《意见》出台是两岸融合
发展理念的具体落实，给台胞带来实实在在利好。

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认为，《意见》透露
出大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三大重点：硬件建
设，以通促融、应通尽通；软件建设，为台胞提供
更多发展机会；感情建设，以情促融，增进同胞
情谊。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意味
着未来可以把成功经验推广到大陆更多省区
市，让更多台胞受益。

“仔细通读《意见》发现，措施非常细致、周
到，未来去福建生活，与台湾并无两样，完全可
以无缝接轨。”台湾资深媒体人王丰说，随着相
关措施全面落实，台胞在福建会更有家的温馨
感，切身体会到两岸就是一家。

《意见》发布后，岛内媒体高度关注，纷纷即
时转载，突出报道其中的重点、要点、亮点。《中
国时报》报道在标题中突出“释善意！”，重点关
注《意见》中有关台胞在闽居住和购房置业的政
策。《旺报》引述学者分析指出，大陆出台《意见》
表达出善意，新措施力度非常大，体现了希望深
化两岸融合发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旺
报》社评指出，《意见》释出三个讯号，即和平、尊
重台湾民意、促融。

台湾《联合报》新闻观察文章指出，《意见》对
台湾企业和民间大开融合之门，对有意赴大陆发

展的台商台青具吸引力。该报还刊发淡江大学大
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的文章指出，两岸融合
发展的主轴是“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目的是为两岸和平统一建立坚实的精神和物质基
础。以福建为试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指标性意义。

网络媒体“东森新闻云”详细报道《意见》主
要内容，并采访学者指出，《意见》出台表达善
意，尽最大可能扫除两岸融合障碍，让台胞来大
陆先以福建为试点享受同等待遇，是希望通过
融合方式促进两岸关系继续和平发展。

上周，“超思”进口蛋事件继续发酵。就在外
界质疑民进党当局黑箱操作、官商勾结之际，又
有台媒爆料，农业事务主管部门指示台农公司
修改保质期，把原来的 9月 24日改成 10月 5日。

对此，台中市政府要求农业部门提供巴西
蛋的流向，但对方宣称“不方便给”。台中市长卢
秀燕对民进党当局如此保密提出疑义。台中市
议员林昊佑表示，台湾过去是“蛋荒”，现在变成

“蛋慌”，农业部门采购过程不清不楚，流向通路
也不明不白，民众吃个鸡蛋都心慌慌。

YouTube 频道的最新网络民调显示，有高
达 96%的岛内网民认为，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
人陈吉仲应该下台。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
花 5.7 亿元新台币补贴进口鸡蛋，肥了像“超思”
这样的进口商，却扼杀了岛内蛋农的发展机会。

台湾学者曾志超撰文质问，台农业部门一再
袒护“超思”，不惜作出许多荒唐的举动。令人不禁
怀疑，此举是为了掩饰背后不能曝光的庞大利益。

深化融合发展 颇具指标意义

本报讯（记者 吴洪 文/图） 提起毛笔，沾上颜料，在脸上
勾勒出白色的琼花，再用红色涂抹脸庞，呈现出红底白花的造
型……不一会儿，八家将中夏大神的脸谱就画好了。这张脸谱
出自台湾台南西来庵吉兴堂的年轻人林峻义之手。

15 日，第十一届海峡青年节系列活动之一，闽台青年五福文
化传承研习营活动在福州闽江之心举行。本次活动以“福‘舟’好

‘将’来”为主题，以两岸民俗活动中青年最热衷的“家将”元素为
切入点，结合龙舟、塔骨等闽都民俗文化，吸引了百名两岸青年参
与，其中台湾同胞 74名。

此次传承研习营的重头戏是首届两岸青年“家将”脸谱邀请
赛，邀请两岸不同流派的 8 名青年面师通过抽签的形式，分别绘
画出甘、柳、谢、范四大将军与春、夏、秋、冬四季大神不同的“家
将”形象，最后共同登台进行八家将表演。该表演是民俗阵头表演
的一种，发源于清末福州市台江区的苍霞区域，而后衍播至台湾
以及东南亚地区，成为台湾乃至海外华人华侨民俗节庆中不可或
缺的表演艺阵。

作为一名台湾的“家将”文化传承者，林峻义是第一次来福
州。能与来自两岸不同流派的面师切磋技艺，林峻义感触良多：

“虽然大家流派不同，但是基本都保留了传承自福州的‘家将’文
化底色，体现了‘家将’脸谱背后两岸同根同源、同宗共祖的历史
渊源。”林峻义的父亲是台南西来庵吉兴堂的“家将”团创办者，从
小耳濡目染看着父亲跳“家将”，成年后便子承父业进入了该领
域。林峻义认为，在两岸“家将”文化正在式微的时候，两岸青年彼
此交流心得、互通有无，可以寻找到传承这项民俗文化的好方法，
吸引更多两岸青年关注、了解这项民俗。

活动承办方——福州市台江区弘圣传统文化交流服务中心
理事长林志军表示，家将文化是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
一张张脸谱、一场场阵头表演已成为联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希望两岸青年能共同携手，运用新媒体技术、沉浸式体验等两岸
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这一民俗文化发扬光大。

绘脸谱 话传承
闽台青年五福文化传承研习营活动举行

八家将阵头民俗表演

来自两岸的青年面师在现场绘制“家将”脸谱。

本报讯（记者 全幸雅 通讯员 黄文
冰 文/图） 近日，2023 年闽台张圣君信俗
文化节在永泰县举行，来自两岸的专家学
者、青年、信众等 1000多人参加活动。

在张圣君诞辰 999 周年祈福大典上，
两岸信众在主祭人的带领下列阵而立，进
行庄重的祈福礼仪。台湾青年、厦门大学戏
剧影视学在读博士周暐闳激动地说：“第一
次在大陆参加这样隆重的信俗活动，非常
震撼。期待两岸举办更多的信俗文化交流
活动，让两岸民众畅叙亲情、共话发展。”

在2023闽台张圣君文化文创交流研讨
会上，与会嘉宾就传承和弘扬张圣君信俗文
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等议题展开交流研
讨。会上还举行了樟台青年圣君信俗文化交
流基地授牌、张圣君信俗文化两岸交流使者
和公益使者颁奖等仪式，发布了张圣君 IP形
象及张圣君个性化邮票、邮戳等周边产品。

台胞、上海苏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文山表示，两岸同根同源，张圣君信
俗是两岸民众共同拥有的，用文创赋能张
圣君信俗文化，是一种创新性发展，能让更
多两岸青年认识和了解张圣君信俗文化。

在寻根之旅环节中，两岸嘉宾走进位
于永泰县嵩口镇的张圣君殿，聆听故事，进
一步了解张圣君信俗的起源与发展。嘉宾
们还参观了梧桐镇坵演村、嵩口镇月洲村，
实地感受闽台乡建乡创的成果。

据记载，张圣君又称张真君，号慈观，永
泰县嵩口镇月洲村人，生于唐天祐年间。他
学法数载，艺成下山，斩妖伏魔、为民除害，
做了不少造福桑梓的好事、善事，之后他云
游到闽清金沙九龙潭，坐化升天，乡人以其
身躯塑像建金沙堂奉祀。永泰乡人亦建庙奉
祀。张圣君信俗在农村地区围绕着农业主
题，到了城市演变为亲商护商的商业主题。

闽台交流张圣君信俗文化

张圣君 IP 形象发布。

本报讯（记者 吴洪）近日，作为首届闽台陶瓷文化节系列活动之
一，“2023两岸大学生德化陶瓷聚落文化和传统建筑调查夏令营暨学术研
讨会”在德化举办。来自华东理工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及台湾华
梵大学、台北科技大学等两岸13所大学近百名师生参与活动。

其间，两岸师生深入世界遗产地德化三班镇、上涌镇等传统白瓷村
镇聚落以及古街、古窑址等遗产资源所在村落，进行为期6天的深度考
察，就两岸乡村资源的再生与活化再利用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分析村落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活动旨在吸引更多两岸青年参与德化陶
瓷聚落的保护、研究与传承，促进两岸乡村融合发展。

以瓷为媒

两岸学子探索乡村融合之路

（上接第一版）
“有需求就有市场，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开市场，实现集装箱运输

与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双赢。”南平新城港区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运
营部经理林志钦说，“但从物流市场发展规律来讲，对于已经习惯了
陆路运输的内陆地区货主而言，集装箱水路运输是一种全新的物流
组织方式，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双方都需要一个彼此适应、相互接纳的
过程。我们要引货上船，让船行江海、货畅其流。”

唤醒沉睡的内河航运市场
2023年 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振兴发展闽

江航运”。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省交通运输厅、省港口集团高度

重视闽江航运发展，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结合主题教育，组织开展加
快推进闽江航运振兴发展课题调研，全面走访码头、航运、物流企业和
周边工业企业，摸清影响和制约闽江航运发展的主要问题。

“我们对运输时效要求较高，水路时间相比陆路更长，还可能受
船闸过坝时间限制，能不能保障产品及时运出，我们心里没底。”福建
新金农饲料有限公司经理田丽华说。

福建省勇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理余丽燕则认为：“水路运输
费加上码头装卸费、堆存费等费用，相对于公路运输并没有太大的成
本优势，不足以改变多年来已经成熟的运输模式。”

“航线运营初期，由于货源不足，导致货物运输平均成本高。我们几乎每
个航次都是亏本运营，很难通过降低运输费用去吸引客户。”贾春永表示。

福建易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忠告诉记者，不管是原
材料输入，还是产品输出，稳定的运输渠道至关重要。“许多货主对航
线能否保持稳定运营缺乏信心，此外部分货主企业已有陆路运输长
期合作合同，也导致航线推广困难。”

找准方向，破解症结。省交通运输厅指导省港航中心会同南平市交
通运输局，以及省港口集团权属马尾港务、新城港区两家码头公司，建
立专项实地调研、专场座谈交流、专人跟踪对接、专班协调推动的“四
专”服务机制，实行“一周一汇总、半月一协调、一月一调度”，全力通堵
点、稳船期、降成本，因势利导加快推动闽江航运振兴发展。

“省港口集团牵头成立工作专班，抽调业务骨干，统筹业务资源，
实现马尾青州作业区和延平新城港区两港一体化运营。为培育闽江航
运市场，集团强化资金保障，加大航线密度，降低码头装卸费、堆存费
等收费标准，有效吸引内外贸客户向南平港集聚。”福建省港口集团南
平港运营暨闽江干流通航专班办公室主任徐钢介绍。

福建水口发电集团积极调整船闸运行模式，开闸时间由原先的
周一至周六白天开放 6.5小时调整为周一至周日全时段开闸，使班轮
航线运行时间保持稳定，有力保障船舶通航顺畅。

近两个月，闽江集装箱运输逐步赢得了市场认可，货物运输量稳
步增长。“在相关部门指导下，我们根据生产需要，规划物流组织方
案，8 月份通过水路运输购入玉米、小麦 2000 多吨，装满 88 个货柜，
运输时间都在预计范围内。”田丽华说。

“我们产品从南平港运往马尾再转江阴港区，全程水路运输，综
合考虑码头装卸费、堆存费减免等多项优惠政策，运费每吨较原来陆
路运输低 15 元，8 月份我们有 68 个标箱酸洗砂出港，物流成本较陆
路运输低了近 3万元。”余丽燕告诉记者。

数据显示，8月份“武夷1号”“武夷2号”两艘船实现双向对开、满负
荷运行，班轮航次和运输量增长明显，单月开航30个航次，运输量548标
箱7336吨，超过前7个月总量。截至9月15日，闽江干流南平至马尾集装
箱班轮航线共航行97航次，运输1301个标箱，集装箱货重16618吨。

“软环境”“硬设施”同步提升
8 月 24 日，福建易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船舶采购项目二次招

标中标结果公示结束，该公司为闽江航运量身打造的 5 艘船舶进入
建造阶段。本批建造的 2艘多用途船舶单艘装箱量可达 54标箱，投用
后闽江集装箱运力将进一步提升。

“随着内河集装箱运输逐步受到市场认可，我们与南平周边农牧、
建材、新材料制造等工业企业也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金忠介绍，“经
过充分的市场调研考察，我们决定直接参与闽江航运服务。”

经过半年多的探索发展，闽江干流集装箱运输吸引了知名航运
企业关注。中谷、安通、信风、郁州等多家航运企业将南平港作为目的
港，纳入航线网络布局，为闽江航运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软环境”逐步改善，“硬设施”也在不断提升。
在闽江上游沙溪河右岸，三明港沙县港区青州作业区 1~3 号泊

位工程施工现场，起重机、挖掘机、压路机正在紧锣密鼓地作业。现场
施工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码头前沿水域基槽开挖及方块预制已完成，
正在进行方块安装阶段和后方陆域强夯施工。

“项目总概算1.23亿元，建设3个500吨级（水工结构1000吨级）通
用泊位，年设计通过能力 64万吨，建成投产后，三明将打开出海口，实
现江海协作。”三明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届时，随着运距延
长，辐射范围扩大，货源得到拓展，闽江集装箱运输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南平港、福州港、三明港‘三港联动’，聚焦集
装箱、散货、旅客运输‘三种业态’，继续强化服务指导，完善港区配套
设施，增强综合保障能力，加快发展水水联运，做大做强集装箱、散货
运输，深化水运与文旅经济融合，打造闽江水路客运精品航线，全力推
进闽江航运振兴发展。”福建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于锐星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