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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基层

作为海峡两岸规模最大、范围
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海
峡论坛历经十六载，始终坚持民间
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自 2009
年以来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
年通过这个平台更深入地了解大
陆，进而投身两岸交流大潮。

本届海峡论坛上，有不少每届
都赴约的老朋友，也有许多第一次
参会的新面孔。来自台湾台南的福
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王
量弘，此番带着台湾师生参访团来
到论坛。“10年前，我其实是抱着探
索的心态来大陆做科研，没想到大
陆的发展环境如此之好、进步如此
迅速，这也验证了我当初的选择是
对的、留下来也是对的。”王量弘说。

台湾青年罗鼎钧对记者说，
2016 年以来，他从未缺席海峡论
坛。“海峡论坛一届比一届精彩，并
且越来越接地气。”罗鼎钧说，许多
台湾朋友从“首来”变成“常来”，不
少人还和他一样，选择扎根并融入
大陆发展。“岛内的台湾同胞殷切期
盼两岸交流，也特别珍视和平。”罗
鼎钧与来自东北的妻子注重向女儿
传递家国情怀，希望从自己的小家
庭做起，影响身边更多人。

“冠姓地名，血缘存；冠籍地名，
地缘存……”在第十二届“同名村·心
连心”联谊活动上，由台湾闽台同宗
同名村交流中心创办人陆炳文创作

的歌曲《缘源圆：同名村之歌》感动众
人。陆炳文曾用10年时间，走遍台
湾210座祠堂，见证两岸同胞血浓于
水、同根同源的亲情。“这首歌献给海
峡两岸所有宗亲乡亲。”陆炳文说。

融通两岸

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对
于闽台融合的话题，本届海峡论坛
各界嘉宾深有感触。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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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1 年来，从
稳中有进的闽台经贸合作，到加快
推进的“小四通”，再到进一步落实
的台胞台企同等待遇……闽台各领
域融合发展持续推进，福建积极建
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让台胞
到福建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在厦门发展的 80 后台青范姜
锋，2016年与大陆伙伴携手打造双
创基地，从“追梦人”变成“摆渡人”，
致力于协助更多台湾青年实现创业
梦想，至今已推动约 4 万名台湾青
年到大陆交流，落地超过 500 个台
青项目。“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
范区，鼓励台胞来福建创业就业，加
强海峡两岸创业就业平台建设，这
对我们基地的发展真是机遇满满，
也更坚定了我在大陆发展的信心。”
范姜锋告诉记者，希望更多台湾同
胞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参
与民族复兴进程，分享中国式现代
化的历史机遇。“亲望亲好，在两岸

交流大潮中逐梦前行，一颗种子可
以变成参天大树。”他说。

本届海峡论坛上，从贴近两岸人
民生活的职工、妇女、婚姻、社区服务
等活动，到专业性十足的科技金融、
卫生健康、智能制造等活动，再到充
满青春活力的体育、文学、新媒体、乡
建乡创等活动，两岸同胞热情参与，
共绘融合愿景。从两岸有关机构和
企业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到便利台胞
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一系
列相关安排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追梦、
筑梦、圆梦提供助力，进一步激励台
胞共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大陆快速发展，就业机会越来
越多。一系列惠台政策措施出炉，
给台胞带来巨大机遇。”在以“两岸
融合发展与台湾机遇”为主题的两
岸智库论坛中，台湾竞争力论坛理
事长纪俊臣说。

相向而行

“海峡论坛今年已是第十六届，
每年都有丰硕的成果，对于扩大两
岸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各领域合作
有重要作用。”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
事长赖正镒对记者说，他经常往来
两岸，深切体会到“两岸关系好，台
湾才会好”。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同根同
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
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
作是两岸同胞的主流民意。尽管民
进党当局施以限制、打压甚至恐吓，

妄图阻止台湾民众前来大陆参会交
流，岛内人士依然踊跃参会或积极
发声，用实际言行表达对两岸交流
合作的支持。

“虽千万人吾往矣！”首次参加
海峡论坛的台湾云林县县长张丽
善，借孟子之言抒发参会的坚定心
情。张丽善说，尽管她出发前受到
很多恶意攻击，但仍义无反顾地前
来交流。“台湾的主流民意是期待台
海和平、互利共赢，共同打开两岸欣
欣向荣的愿景。”张丽善说，希望通
过对话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共同为
两岸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海峡论坛长期以来是两岸民
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平台，民进党
当局阻挠恐吓，就是想切断两岸民
间的对话管道。”台湾中信金融管理
学院教授孙大千说，正因如此，本届
海峡论坛具有打击“台独”势力阴谋
的重要意义，台湾各界人士积极参
会，更是传递了台湾主流民意期待
两岸和平的明确讯息。

“尽管民进党当局像往常一样
又‘三令五申’不愿看到岛内民众参
加海峡论坛，但还是有几千人完全
不理会赖清德为首的民进党当局阻
拦，来到福建和大陆的朋友畅谈交
流，共享合作，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
了一切。”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
溢诚对记者说，近段时间，两岸关系
比以前更为紧张，但那是民进党当
局制造的问题。“对台湾民众来说，
我们依然很愿意和大陆展开交流，
融合发展，相向而行。”何溢诚说。

“亲望亲好，在两岸交流大潮中逐梦前行”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张 盼

仲夏时节，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如约而
至。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
合发展”主题，集中活动为期一周，主会场设
在福建厦门，由两岸86家单位共同主办，包
括主论坛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
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0项活动，7000多名
台湾各界嘉宾相聚鹭岛，畅叙乡情乡谊、共
话融合发展。

“作为海峡论坛的‘老朋友’，我几乎每
届都会参与。”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吴家
莹告诉记者，“海峡论坛以大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不仅让两岸同胞有机会热络交往，更
推动两岸各领域深入交流融合，是我们每年
都期待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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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许晓青）
8名香港新生代电影演员近日集中亮
相上海。在第 26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电影论坛“卓尔不凡：香港影坛新
生代”专题论坛上，他们对话香港著名
导演尔冬升，畅谈演艺事业的心得体
会，并寻求与内地电影界的合作机会。

这是多年来香港新生代人气演员
到访上海最集中的一次，他们中有不
少是90后，甚至有2000年以后出生的
新晋电影人。

8名青年演员已在香港影坛小有

名气，其中王丹妮、梁雍婷、谢咏欣曾
在香港电影金像奖评选中获得殊荣，
其余 5 名演员许恩怡、杨偲泳、朱鉴
然、梁仲恒、周汉宁，也因出演热门新
片，曾在内地登上大银幕。

尔冬升在论坛上谈到，近年来香
港青年演员的影视事业发展面临诸
多挑战，他们渴望获得更多认可，也
包括到内地寻找更多机会，获得更多
片约。他认为，这批新生代香港演
员，可塑性很强，若年轻人假以时日
在片场磨砺，可以有很美好的未来。

多名香港青年演员也表达了“希
望到内地拍戏”的心愿。他们大多已
能担纲香港都市题材电影的主角，但
同时希望获得更多机会参与内地古装
片及各种类型影视剧的演出。

“我可以继续给自己加压，努力
拍更多戏。”已有《年少日记》《白日之
下》两部作品在内地院线公映的周汉
宁说。这两部影片去年双双入围第
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

“其实我们从前辈身上可以学到
很多！”“到内地拍戏更是增加我们的

阅历。”“希望自己下
一部作品，就可与内
地导演合作。”多名香
港青年演员还谈到要
在演艺事业上承前启

后，以电影为桥，增强与内地前辈及同
龄人交流。

尔冬升感慨，希望大家多多接触社
会，到内地要积极接触形形色色、各行各
业的人。“很多阅历，单靠自己一个人，你
很难积累；而是要靠多看、多交流，还有
多多阅读，从书本里增长见识。”

在论坛现场，来自阿里影业、博纳
影业等的负责人，也对这些香港新生
代演员给予了较高评价，希望今后有
更多机会选用香港青年演员，合作摄
制更多高质量影片，讲好中国故事。

香港新生代演员集中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香港新生代演员集中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

福建省罗源县结合当地自然和人文景观，通过财税政策、金融扶持等措
施推动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图为近日游客在罗
源县鉴江镇井水村乐享乡村美景。 林荣亮摄

新华社澳门6月24日电（记者
刘刚、郭雨祺） 由澳门青年发展服
务中心主办的“青服群英荟：澳门青
年发展服务项目创意大赛”24 日启
动报名，旨在进一步激活澳门青年的
创意思维，推动青年服务项目的创新
与实践。

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副总干
事张嘉敏表示，希望通过本次大赛，
为澳门青年搭建一个展示创意、实现
梦想的舞台，让每一个优秀的创意都
有机会得到实践。同时深入了解青
年的需求和期望，为他们提供更加精
准、有效的支持。

大赛以“点子无限，青服同行”为
主题，共设有“金点子奖”“银点子奖”

“铜点子奖”和“优秀奖”共30个奖项
名额，奖金合共21万澳门元。

大赛项目经理张美然表示，大赛
将围绕青年发展服务主题，面向广大
青年个人或团体开放，参赛者可围绕
青年发展的多个维度提出具服务性、
创新性、可行性和社会影响的项目方
案。评审过程将涵盖初审及专家评
估环节，确保公平公正评选出优秀的

“点子”提案。
获选的提案项目将有机会获得

青服中心提供的共创资源等支援，
并成为项目经理，负责项目的具体
实施及管理。优秀项目将在多个场
合展示推广，激励更多青年投身社
会服务。

本报北京6月24日电（记者林
丽鹂） 记者24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获悉，“湾区认证”推动三地质
量认证规则衔接取得新成效，并入选
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
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二批）。截至
目前，粤港澳三地共同开发“湾区认
证”项目32项，发放“湾区认证”证书
17张，覆盖工业消费品、农食产品和
服务业等领域。“湾区认证”产品已进
入多家连锁商超和餐饮店，实现粤港
澳同步上市。

“湾区认证”是在市场监管总局
和粤港澳三地政府有关部门指导下，
三地认证机构等经营主体，在工业消
费品、农食产品和服务业等领域，基
于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以粤
港澳认证联盟形式开展的高端品质
认证活动。

“湾区认证”坚持粤港澳共商、共
享、共治，有力推动了内地和港澳地

区检测认证规则对接和融合发展。
一是“湾区认证”制度共建。三地认
证机构等经营主体共同组建粤港澳
大湾区认证联盟，三地技术专家共同
组成“湾区认证”专业技术委员会，广
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由三
地代表共同担任理事，确保“湾区认
证”由三地共同管理、共同实施。二
是“湾区认证”规则共通。“湾区认证”
认证规则和依据标准由三地技术专
家共同制定，技术指标不仅要求符合
三地市场准入要求，还要求具备引领
行业升级发展的高品质特性，用严谨
科学的质量认证手段满足公众对高
品质的追求，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三是“湾区认证”工作共推。市场监
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广东省市场监管
局、香港创新科技署、澳门经济及科
技发展局联合成立推进“湾区认证”
工作常态化联络机制协调小组，强化

“湾区认证”政策制度协调。

粤港澳三地共同开发“湾区认证”项目32项

本报上海6月24日电（记者姜
泓冰）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和
旺旺集团《旺报》共同主办的“低碳循
环与智慧健康”2024 年沪台研讨会
近日在上海举行。沪台两地 150 余
位嘉宾与会，共同探讨新形势下绿色
低碳和生命健康的创新发展。

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彭沉雷
在致辞时表示，台湾地区在低碳环
保、健康医养产业发展等方面积累
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本
次论坛将为两岸各界互学互鉴、集
思广益提供新平台，激发创见、启
迪未来。

立足台湾“农业减碳”，旺旺集团

副董事长周锡玮从绿碳、蓝碳、土壤
固碳等不同角度展望了多功能农业
的发展前景。

此外，在以“绿色低碳与循环创
新”和“数智医疗与老龄化健康”为
主题的两场圆桌讨论中，沪台专家
们分别围绕发展塑料循环经济、生
态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海峡两岸低
碳策略与契机、文化艺术帮助气候
行动，以及健康老龄化新实践、数字
医疗与老龄化健康管理等内容阐述
观点，开展交流。

自 2011 年首次举办以来，沪台
研讨会聚焦沪台经贸文化主题，旨在
促进两岸合作交流。

沪台嘉宾共话“低碳循环与智慧健康”沪台嘉宾共话“低碳循环与智慧健康”

6月 24日，深港跨境纯电动旅游巴士开行启动仪式在香港“上水—文锦
渡跨境巴士总站”举行。该车为纯电驱动49座旅游巴士，续航里程430公里，
由香港国际能源电动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设
计制造，适应香港的地理环境、气候特性和充电设施情况。图为主礼嘉宾出
席开行启动仪式。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澳门启动青年发展服务项目创意大赛澳门启动青年发展服务项目创意大赛

近日，位于广东
广州的中新广州知
识城知识塔项目已
经完成主体结构全
面封顶。知识塔楼
高 302 米、总建筑面
积 40 万平方米，建
成后将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推动科技创
新、城市建设等领域
合作的重要载体。

王美燕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