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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相信，我也相信，心的彼岸有人等着
你。踏浪前行，看灯塔如星，千里万里也不负约
定……”在日前于福建厦门举办的第十五届海峡论
坛大会上，台湾歌手与大陆歌手携手演唱的论坛主
题歌《我们相信》，唤起了在场两岸同胞的共鸣。

今年的海峡论坛是大陆新冠疫情防控平稳转
段后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两岸民间交流盛会。两岸
新朋老友欢聚一堂，诉亲情、话友谊、谈机遇、
谋合作，现场气氛热烈、活力十足。与会嘉宾纷
纷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
近走亲；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前景光明，为台胞
提供广阔机遇。

形式丰富多样

河南嵩山少林寺武僧团演绎的“武侠绝学”、
闽台宋江阵团队合作带来的“‘武’动两岸”表
演、由两岸同胞组建的黑猫乐队演奏的武侠歌曲
串烧……现场高潮迭起、精彩不断，引来两岸武
术爱好者阵阵喝彩。作为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的子
活动，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武术论坛近日在厦
门举办。两岸嘉宾以武会友，共论武术传承与交
流。“想起小时候在台湾拍戏，我遇到的台湾工作
人员都很亲切，他们就像家人一样。”活动现场，
大陆“武打”演员释小龙动情地说，希望两岸之
间能有更多面对面的交流，多沟通有助于减少误
解、增进友谊。

《台湾一九一三》《两岸家书》《东风吹起正当
归》……在最近举办的第十五届海峡论坛·海峡影
视季影视对接项目推介会上，一批优秀的两岸影
视作品集中亮相，受到两岸影视业者和专业机构
的好评。参加活动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港澳台办
公室副主任燕旎表示，入围项目虽然作品题材、
类型各不相同，但讲述的都是体现两岸同文同种
的中国故事，都饱含着一样的民族认同、文化认
同和国家认同。“这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文化同根，
历史同源，血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两岸基层治理论坛上，来自海峡两岸300多名
代表从多个方面就深化两岸乡村工匠交流合作进
行深入思考和探讨；海峡妇女论坛上，400余名两
岸妇女代表以“为家而歌·同心向未来”为主题，
展现两岸巾帼和衷共济、同心同行的力量；两岸
社区服务恳谈会上，两岸嘉宾150多人共话建设健
康社区……在四大板块、数十场的活动交流中，
两岸嘉宾积极互动，分享各自领域里的专业见解
和建议，用实际行动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洋溢青春气息

00 后台青林淮劲首次参加海峡论坛，这些天
忙着结识新朋友和获取政策信息。大学刚毕业的
他今年第一次来大陆，目前在厦门落脚。家里人

告诉他，这里市场比较大，所以他来寻找机遇，
锻炼成长。

青年是海峡论坛中的主角，也是两岸交流中最
活跃的力量。作为首次参会的“新鲜人”，不少台青
像林淮劲一样，用好奇的眼光了解大陆的经济社会
发展和风土人情，并通过社交平台分享这里的见
闻；而对于一些在大陆拼搏奋斗并取得一番成绩的
台青来说，他们也很愿意来到海峡论坛分享经验，
并向其他台青发出“到大陆来闯一闯”的邀请。

台青李伟国7年前下定决心来到大陆，他加入
两岸青年创业孵化器——华灿工场，成为大陆台
青创客圈小有名气的带头人和创业“保姆”。2022
年，李伟国迈出新的一步，成立了自己的品牌公
司葳乐科技，将传统文化理念与当地产业相结
合，与大陆青年携手举办丰富多元的嘉年华活
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才能有‘1 加 1 大于 2’
的效应。”在今年的海峡青年论坛上，他在分享创
业故事时说，在大陆奋斗没有“天花板”，欢迎岛
内台青多来大陆走走看看。

与此同时，本届海峡论坛面向台湾青年提供
1200多个就业岗位、1000多个实习实训岗位。“论坛
提供的就业创业机会，让刚来大陆的台湾青年能更
好地站稳脚跟，为未来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在
厦门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台湾青年张博勋说。

共促融合发展

“金马汇福，潮购两岸”，日前在位于厦门市
集美区的嘉庚书房内，金门高粱酒、贡糖、线面

以及马祖鱼丸、红糟素肉酱等特色产品在线上线
下热卖。这是本届海峡论坛新增的“金马好物
汇”金门马祖特产专场直播推广活动。“希望通过
直播推广，让更多大陆朋友了解金门的历史人
文、民俗风物。”台湾金门同乡会总会总会长杨维
居说。

15 年来，海峡论坛不仅在两岸间架起“连
心桥”，而且铺就“惠民路”。截至目前，海峡
论坛发布了上百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
施。在今年的海峡论坛上，大陆方面宣布，中
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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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措受到两岸同胞的广泛关
注，也极大鼓舞了台胞对两岸关系融合发展的
信心和期待。

此外，在今年的海峡论坛上，全国台企联青
委会、厦门市台协青委会、厦门银行等6家单位联
合签署合作宣言，推动落实“台港澳青年实习实
训工作站”；两岸专家学者发起成立数字、海洋、
卫生健康3个科技领域的海峡两岸学会联合体，一
批科技项目签约；海峡两岸社会发展论坛聚焦数
字化社会发展，为两岸在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提
供交流平台……

“祖国的发展是台湾同胞千载难逢的机遇。”
44 年前从金门回到大陆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
夫说，台湾年轻人来大陆不仅可以成就自己的一
番事业，而且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实现之时
能够自豪地说，“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也有我的
一份贡献”。

“祖国的发展是台湾同胞千载难逢的机遇”
——两岸嘉宾海峡论坛共话交流合作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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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青春同行 共享未来”两岸新媒体
中华文化河南创享行 （以下简称创享行） 的
台湾青年近日走进河南省南阳市。南阳市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两岸同胞耳熟能详的许多历史
名人，如“医圣”张仲景等皆出自这里。羊续
悬鱼等典故或传说，也都发源于此。在这
里，台湾青年和两岸媒体人展开他们的中华
文化传承之旅。

在“医圣祠”，台湾青年深入了解“医
圣”张仲景生平及其对中医药的贡献，在工作
人员的领读下，一起朗诵 《医圣颂》。一名高
雄台青表示，在南阳遇到的每个人，对自己的
家乡都非常热爱，对远来的客人也非常热情，
对南阳的名人如数家珍，令她印象深刻。

南阳市县级市邓州市张村镇上营村是远近
闻名的“台湾村”，全村 2300多人，有 1300人
是台湾少数民族后裔，已经在此居住了 300 多
年。参加此次创享行的王梦雁是台湾少数民
族布农人，走入“台湾村”时，王梦雁特地
穿上了布农人的民族服饰，受到了村民们的
热情欢迎。

走过先民的陵寝园和茅草屋，欣赏模仿阿

里山建造的高山流水景观，台湾青年来到由连
战先生题字的邓州市张村镇小学，和孩子们一
起唱跳 《我们都是一家人》。王梦雁惊喜的是
在村里见到了87岁高龄的布农老人周庆顺和78
岁高龄的邹族老人陈相桂。王梦雁说，“台湾
村”真让她感觉身处家乡，虽然老人家已经完
全融入当地，满口河南方言，交谈时还要人帮
忙转述，但她仍油然而生一股同宗之情。之后
她会争取带着亲朋好友再访“台湾村”。

创享行南阳之行的最后一天恰逢端午佳
节，台青们来到了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南阳市淅
川县，在灌河之上体验了一把龙舟竞赛的速度
与激情。

两千多年前，屈原就是在这里写下楚辞
名篇。如今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
源区、渠首所在地。台青们走上渠首大坝，感
受“南水北调”这个福泽绵长的世纪工程。

南 阳 市 台 办 主 任 任 平 介 绍 ， 南 阳 是 河
南 省 对 台 交 流 合 作 大 市 ， 文 化 底 蕴 厚 重 ，
资源丰富，对台联系密切。欢迎台胞特别
是台青选择南阳作为登陆发展、旅游观光
的首选之地。

台 青 刘 育 亲
说，南阳能够实现
高质量发展，不仅
是中华文化深厚积
淀的成果，也是新
时代南阳人民智慧
与勤劳的结晶。台
青们在这里充分感
受到了“两岸一家
亲”的同胞亲情，
也看到了这里的发
展潜力，会通过新
媒体把此行的见闻
体会分享 给 更 多
的人。

图 为 两 岸 青
年 走 进 南 阳“ 台
湾村”。

主办方供图

两岸新媒体中华文化河南创享行走进南阳——

充分感受“两岸一家亲”的同胞亲情
田云鹏

外交部驻港公署启动“走进中国
中西部 共促‘一带一路’合作”活动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郑欣）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近日启
动“走进中国中西部，共促‘一带一路’合作”外国在港领团和
商界参访活动，以支持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立足香港平台，同中
国内地城市加强互利合作，更踊跃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在启动仪式上说，香
港作为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有能力也更有意愿全面参
与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在融入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实
现自身更好发展，这对广大外国在港商界而言是更大舞台、更
多机遇。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香港特区政
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健民、外国驻港机构总领事或代
表、外国在港商会主要负责人、跨国企业及金融机构高管、媒体
代表等近70位嘉宾参团。

参访团将于24日至30日先后参访郑州、洛阳、西安、延安四
市，参加一系列会见、考察、参观活动，帮助在港领团和商界代
表领略“老家河南”“大美陕西”的独特魅力，抢抓中国中西部高
质量发展带来的商机。

中 国 香 港 青 年 代 表 在 人 权
理 事 会 发 声 支 持 香 港 国 安 法

据新华社日内瓦电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青年代表容诗蕴近
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53 届会议上发言，介绍香港实施国安
法后社会发展情况，表达香港青年一代对“一国两制”的衷心
拥护。

容诗蕴表示，“一国两制”使香港既能分享祖国的广阔资源和
巨大市场，又能保留自身社会经济制度、享有高度自治权。香港
国安法实施后，社会重回稳定，为未来发展奠定重要基础。所谓
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受到国安法损害的说法纯属诽谤。事实上，大
多数西方国家都存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这是保护民众、确
保经济健康发展和普遍繁荣的必要条件。根据香港基本法和 《香
港人权法案条例》，民众各项权利均得到充分保障。香港是国际都
市，衷心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尊重和支持香港青年的观点。

香港国安法颁布将满3周年，香港近来举办一系列国安教育活
动。图为香港市民在中环展城馆参观国家安全主题展览。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本报北京6月26日电（记者严冰） 记
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国铁集团） 获悉，6月25日，为期5天的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圆满收官，运输安全平稳
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7037.9 万人
次，较 2019 年同期增加 714.1 万人次、增长
11.3%，其中6月22日发送1608.7万人次，创
端午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端
午假期，探亲流、学生流、旅游流等出行
需求旺盛，电煤等重点物资保供运输任务
繁重，铁路部门统筹客货运输组织，精心

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千方百计增加运力投
放，提升服务品质，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
有序出行和重点物资运输。

一是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
求。实行高峰列车运行图，日均开行旅客
列车10776列，最高峰日达到11174列。根
据铁路 12306 车票预售数据，灵活安排运
力，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动卧列车、普速
旅客列车等方式，提升重点地区、热门方
向、旅游城市间的运输能力，累计增开夜
间高铁列车309列、动卧列车184列，持续
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
二是提升服务质量，改善旅客出行体

验。积极应对大客流运输组织服务工作，加
强高峰时段进站候车旅客引导和乘降组织，
确保了站车良好出行秩序。认真做好餐饮
供水、卫生保洁等基本服务，加强老幼病残
孕等重点旅客爱心服务，确保12306在线选
铺试点、学生优惠票在线核验等新功能平稳
运行，进一步提升了旅客出行体验。

三是加强重点物资运输，保障国计民
生需要。加强节日期间电煤保供组织，6月
21 日至 25 日，国家铁路发送电煤 2058 万
吨，同比增长 3.2%，363 家铁路直供电厂
可用存煤量平均保持在30天以上，为各地
迎峰度夏提供保障。加强中欧班列、西部
陆海新通道班列、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
运输组织，保障了外贸货物跨境运输需求。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发送旅客7037.9万人次
较2019年同期增长11.3%

港澳及内地青年校园文创产品甘肃交流训练营近日在兰州大学举办。来自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
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子参与其中，通过学习中国染缬的历史发展脉络，体验扎染制作工艺，深入
了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为港澳及内地青年师生展示亲手制作的扎染作品。 中新社记者 李亚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