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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厦门，五通客运码头人流如织。推

着满满当当的行李车，来自台湾高雄的林女

士正准备登船，自从半年前第一次体验福建

厦门至金门“小三通”航线，她就喜欢上了这

种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

作为全国最大的对台海港客运直航口

岸，五通客运码头的 22 条通道保障旅客快

捷通关。今年 9 月 1 日起，厦金“小三通”客

运航线每日由 16 班次增至 20 班次。“班次增

加了，我们来厦门更便利，和大陆同胞往来

更频繁，走近走亲。”林女士说。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越走越近、越走越

亲。2023 年 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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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一年多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建设已形成一批先行先试经验，取得一批首

创性对台融合发展成果，福建正日益成为台

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让台胞愿意来、留得
住、融得进、发展好

今年 6 月 13 日揭牌的“近便利”台胞服

务专区，与五通客运码头一墙之隔。“近便

利”与闽南语“真便利”谐音，专区集合了公

安、数据管理、银行等 5 个部门 49 个事项，截

至目前，已服务台胞 9700 余人次。

“以往台胞办理相关业务，得到市区。”

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马翠

琳介绍，如今台胞从码头一下船，就能到“近

便利”办业务，从手机卡、银行卡到台胞证、

驾驶证等一站式办理，方便又快捷。

应通尽通、能通先通。在福建，台胞往

来通道更加畅通，“小三通”航线持续加密，

从复航之初的每周 26 航次增至最多 182 航

次。今年上半年，从福建口岸入境台胞 43.4
万人次，增长 1.65 倍。

畅通往来通道，吸引台胞“愿意来、留得

住”；深化融合发展，还要让台胞“融得进、发

展好”。福建不断完善增进台胞福祉和享受

同等待遇的政策制度，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我今年初从台湾来到福州，因为大陆

市场大、机遇多 ，我想来看看 。”46 岁的台

胞、橄榄球教练康永明曾在台湾任教 20 多

年，如今在福州的生活忙碌而幸福，“每天先

送两个孩子上学，再坐上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的校车，为选修橄榄球课的学生上课。”

回忆起年初来福州，康永明为两岸融合

发展的好政策点赞，“我只用了一周时间，就

办好了台湾居民居住证，还申请入住了福州

台胞公寓的过渡性住房，3 个月内免租金。”

为保障台胞在闽就业创业，福建已公布

3 批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目录，

合计 50 个职业，目前，已有 1500 多名台胞通

过直接采认方式取得相应证书。现在，台胞

在闽社会参与更加广泛，一些台胞出任、获

聘台资企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负责人、法定代

表人和仲裁员、调解员等。

“随着一系列好政策落实落细，福建已

成为越来越多台胞登陆的首选地。”福州市

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蒋佩琪说，“目前在

福建创业就业、实习研学的台湾青年近 5 万

人，越来越多台胞乐意扎根福建。”据悉，今

年上半年，签发 5 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数量同比增长 46.6%，制发台湾居民居

住证数量同比增长 2.63 倍。

深化交流合作，共享
发展机遇

揭开马祖高粱酒的瓶盖，馥郁芬芳的酒

香扑鼻而来。“我们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今年 9 月，有着 68 年历史的马祖酒厂被正式

认定为‘福州老字号’，成为第一个大陆老字

号的马祖品牌。”马祖酒厂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九铭激动地说。

今年 5 月，福州发布福马“同城生活圈”

10 条措施，从硬件设施、软件配套、产业融

合等方面发力，明确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

马祖地区以及在福州登记注册的台资企业

申报‘福州老字号’”。

“老字号是个金字招牌，给台企发展带

来更大空间、更多机遇。被认定为‘福州老

字号’，给我们非常大的鼓舞，让我们坚定了

拓展大陆市场的信心。”刘九铭说。

共享发展机遇，两岸经济融合不断深

化。今年上半年，福建全省新设台资企业

1121 家，同比增长 27.4%，新设台企户数位

居大陆第一。截至今年 7 月底，福建已策划

生成首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 121 个，总

投资超过 1 万亿元。闽台经贸稳步增长，今

年上半年闽台贸易额 464.6 亿元，同比增长

4.9%。

厦门同安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种子种

苗）产业园内，近千亩农场绿意盎然。台湾

农业专家曾明宝扎根于此，见证着两岸农业

合作的美好图景。

“过去，两岸行业标准不互通。就拿相

关农残标准来说，以前需要一条条查询。现

在，通过平台就能进行智能比对，给企业带

来很大便利，也让台湾农产品能更快适应并

融入大陆市场。”曾明宝说。

行业标准共通持续推进，上线“两岸行

业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和“福建省两岸标准

共通信息和服务平台”，累计研制公布两岸

共通标准 226 项；金融合作创新发展，设立

大陆首只由台商发起的两岸产业投资基金；

率先打通台胞境外自有人民币投资大陆通

道，落地大陆首笔台胞跨境直接汇入人民币

购 买 商 品 房 和 两 岸 融 合 数 字 人 民 币 债 券

……促融合、探新路，福建不断迈出新步伐。

“《意见》引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

实，为我们台胞台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更加便利的生活条件。”厦门市台商投

资企业协会会长韩萤焕表示。

增进人文交流，促进
情感融合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武夷山，近距离了

解茶叶传统制作工艺，感到不虚此行。”第十

六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活动之一、“武夷

之友”两岸青年“喫茶去”体验营活动中，台

湾青年叶人豪说。

住茶宿、吃茶膳、行茶径、品茶趣、探茶

乡、泡茶汤、赏茶戏、学茶舞……氤氲茶香

中，50 余名台湾青年体验茶文化，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彩色墙绘、文化长廊、照片墙……“以

前，村子里有许多荒地，很不美观。现在，人

居环境大变样，荒地也变成小公园，看着真

舒心！”在福建平潭上楼村，62 岁的村民吴

玉兴感慨道。

变化源自平潭的两岸社区融合建设。

近年来，前后有 9 批台湾青年驻村驻点，为

乡村建设献计出力，上楼村的面貌焕然一

新。“平潭为我们提供了发挥专长、逐梦筑梦

的舞台，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期待在这

里书写更精彩的人生。”在上楼村驻点的台

湾社工邱晨芯说。

血浓于水，亲望亲好。福建积极打造

“一市一品牌、一县一特色、一部门一精品”

两岸交流格局，以情感融合拉近两岸同胞的

心灵距离——

莆田以妈祖文化为纽带，湄洲岛已成为

大陆吸引台胞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并获批设

立海峡两岸交流基地；龙岩加快建设龙岩市

闽台棒垒球区域发展中心，两岸棒球赛、棒

球文化节接连“火出圈”；三明作为大陆首个

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完善支持台

胞台企参与乡村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让广

袤的田野成为台胞逐梦的热土……据悉，截

至今年 10 月底，福建已累计举办 200 多场重

要涉台交流活动，参与台胞超过 2.5 万人次。

“福建九市一区与台湾渊源深厚且各具

特 色 优 势 ，要 以 差 异 化 政 策 做 足 各 地‘ 长

板’，以机制创新盘活各方资源，加快形成全

域融合发展新格局。”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

台湾研究所所长苏美祥表示。

10 月 29 日，福建发布贯彻落实《意见》

第三批政策措施，推出 4 方面 17 条惠台利民

政策措施。福建省台港澳事务办公室有关

负责同志表示，福建将继续探索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在完善两岸融合政策体系、落

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促进闽台经济融合发

展、扩大闽台社会人文交流等方面迈出新的

步伐。

在福建创业就业在福建创业就业、、实习研学的台湾青年近实习研学的台湾青年近 55万人万人——

““市场大市场大、、机遇多机遇多，，我想来看看我想来看看””
本报记者   钟自炜

■■两岸脉动两岸脉动R

跨 越 海 峡 ，两 岸 青 年 再

相逢。

日前，由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等 7 所大陆高校 40 名师生组

成的大陆高校师生访问团赴台

交流，受到岛内各界特别是青

年 学 子 的 热 烈 欢 迎 与 热 情 接

待。两岸青年围绕教育、体育、

文艺等话题深入交流，场面温

馨、气氛热烈，成为台海严峻形

势下的一道亮丽风景，也为两

岸 同 胞 交 流 交 往 带 来 一 股

暖流。

这 是 两 岸 青 年 的 青 春 之

约。去年春天，马英九先生率

台湾青年赴大陆参访，两岸年

轻朋友相谈甚欢，相约早日再

见；当年 7 月，大陆高校师生应

邀赴台参访。今年 4 月，马英

九先生再次率台湾青年来大陆

参访；日前，大陆高校师生应邀

赴台交流……你来我往，常来

常往，跨越海峡的双向奔赴，让

两岸青年在交流交往、交融交

心中一步步走近走亲、心手相

连，也成为两岸交流的佳话。

旧友相逢，新朋初识，两岸

青年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话题、

道不尽的深厚友谊。马英九先

生和奥运冠军马龙为乒乓球交

流体验开球，获得满堂喝彩；师

生们走进台北孔庙，了解中华

文化薪火相传的生命力；来到

日月潭，“小学课本里的美景就

在眼前”……一幕幕两岸青年

交流的生动场景，源于两岸同

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历史，美好回忆也在两岸

青 年 的 青 春 相 册 里 烙 下 鲜 明

印记。

“此次参访虽是‘小交流’，但意在带动‘大交流’”“两

岸更多交流，能带来更多认识，减少误会，也更能发挥各

自优势与长处，创造更多进步与成长”……岛内舆论高度

评价此次大陆高校师生访问团的到来，认为这对于缓和

台海形势、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

离、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岛内主流民意。近日，台湾旅行

商业同业公会与地方旅行公会等团体、各大观光社团到

台“观光署”陈情，强烈呼吁当局加速沟通开放大陆游客

来台观光，立刻解除赴大陆旅游“禁团令”，并打出“要客

机不要战机”的标语。由此可见，岛内旅游业界苦民进党

当局相关“禁令”久矣。

祖国大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致力加强两

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乐见两岸同胞走

近走亲。然而，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立

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甚至打压

恐吓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大陆高校师生访问团两

度赴台，岛内少数政客都刻意阻挠、口出恶言，乱扣“统

战”帽子，无视台湾民众对访问团的满心期待和热烈欢

迎。正如岛内网友评论，“民进党到底在怕什么？”“真的

很可笑！”

“要客机不要战机”“要打球不要打仗”，岛内有识之

士的质朴话语充分说明，两岸加强交流合作是民心所向、

大势所趋，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两岸交流合作，

也无法割断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广

大台湾同胞的呼声心声，尽快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交

流合作设置的种种障碍。

一湾浅浅的海峡，无法阻隔两岸青年的双向奔赴；种

种政治操弄，无法切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在交流中

碰撞火花、共话梦想，在合作中促进理解、共同成长，两岸

青年携手打拼、同路追梦，定能源源不断为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更多青春活力。

跨
越
海
峡
的
青
春
之
约

程  

龙

留在开国上将、菲律宾归侨叶飞体内 66 年的子弹头，著

名科学家、美国归侨钱学森“写给留美的中国同学们”的回国

倡议书，“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英国归侨黄大年

的野外探测仪器，美国盐湖城侨胞“祝福 2022 北京冬奥会圆

满成功”签名条幅……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里，“共和国印记

——侨心共筑中国梦”华侨文物联展正在展出，一件件珍贵文

物、一幅幅历史照片令人动容，诉说着海内外中华儿女赤忱的

爱国情怀。

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

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科学家放弃

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满怀热

情在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个方面积极支持和参与新中

国建设；一些归侨为建立和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奔赴战场，

保家卫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事业同大批心系桑

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他们发挥在资金、技术、管

理、商业网络等方面的优势，投资设厂、兴办公益事业，积极助

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书写了“家国情深、血浓于水”的动人

篇章。

如今，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在科教领域的最前沿，

在乡村振兴的行列里，在对外开放的火热实践中，到处都活跃

着侨胞的身影。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积极响应党和人民

的号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与祖国共奋进、与人民齐奋

斗。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在抚

今追昔的历史对话中，在砥砺奋进的前行道路上，只要海内外

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斗，

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

侨心共筑中国梦
张张     烁烁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

大。“我们的‘家谱’从哪里开始？”“中华文明

在香港有哪些‘足迹’？”……日前，由香港故

宫文化博物馆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联合主办

的“中华文明溯源”特别展览在香港展出，约

110 件（套）新石器时代至夏朝的珍贵文物亮

相，吸引了大批香港市民和游客。

“中华文明溯源”展览分为三个单元——

“孕育：文明初成”“绽放：古国文明的发展”及

“传承：王朝时代的开始”。“这些珍贵文物跨

越约 5000 年历史，生动记录了中华先民的生

活，展示着中华文化的血脉薪火相传。”作为

“中华文明溯源”特展的策展团队成员，香港

故宫文化博物馆副研究员黄炜均对展出文物

如数家珍。他介绍，这些文物来自北京、甘

肃、辽宁等省市和香港的共 14 家博物馆和考

古机构，其中 16 件为国家一级文物，大部分

文物是首次在香港展出。

展厅中央，一块拥有优美 C 形曲线的玉

龙格外引人注目。“玉和龙自古以来就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元素，这个玉龙来自红山文化中

晚期遗址，是中国最早具有龙形象的实物之

一。”黄炜均指着展品一一介绍，“这是玉琮，

作为身份的标志，是良渚文化玉礼器系统的

代表，也体现了良渚玉文化对周边文化和后

世的广泛影响；这是铜斝，是来自二里头文化

的青铜礼器，反映了二里头文化独特、发达的

青铜铸造技术，以及中华礼仪制度的形成。”

数千年前的器物设计，展现着古人融合

审美与实用的智慧。“从辽河平原红山文化的

玉猪龙，到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花叶纹圜底

罐，再到香港考古发掘的陶纺轮，这些文物立

体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也展开了

一幅香港与内地血脉相连的生动图景。”中国

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谭平说。

策展团队在场地布置、展示形式方面别

出心裁：以考古探方为布展灵感，辅以棕红色

的主色调，令观众沉浸在“埋藏文物的土壤

层”；借助 360 度全景拍摄，以多媒体装置再

现恢弘壮观的陕西石峁遗址，展现当时的社

会动员能力和人民精神生活……

“小朋友们留意，‘溯源’途中，小心有动

物出没哦！”在近日举行的展览延伸学习活动

“小小考古学家”亲子工作坊上，导师周熙卓

指导小学生们寻找“埋藏的宝藏”，以生动有

趣的方式探索中华文明的足迹。

“可能会有龙、虎、蝉，或是鸟、龟、鱼，大

家找找看动物在哪里？”导师话音刚落，11 岁

的林之维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考古”：右手持

考古刷，一层层拂开表面沙土；左手小心翼翼

地取出陶器“人抱鱼像”复制品；拉开卷尺仔

细测量“文物”的长、宽、高，在记录本上勾勒

出其正面及侧面的线条……“几千年前，人们

就可以制作这么精美的陶器了，真厉害！”他

一边画着，一边向身旁的父亲感叹道。

“这些神奇动物源自古人的精神世界，代

表着古人对生活的祈愿和祝福。这些文化元

素在当今社会依然可以找到痕迹，相信孩子

们可以从中找到共鸣。”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学习及参与经理胡沐云表示，期望此次活动

可以让学生感受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领略

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中华文明溯源”特别展览在香港展出——

寻文物之光   溯文明之源
本报记者   陈   然

在粤港澳大湾区，一系列在建和已启用的大

科学装置集群效应显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左图：广东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建设进入

收尾阶段。           新华社记者   刘悦湘摄   
上图：科研人员在位于广东深圳光明科学城

的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调试实验设

备。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