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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也是两岸的未来。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主席朱立
伦时再次强调两岸青年议题，彰显大陆希望倾听台湾青年心声、愿意助力两岸青年成长。

近年，台湾再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环境恶化，失业问题突出，阶层矛盾凸
显，社会上尤其青年一代弥漫着焦虑感，充斥着失落感。台湾青年普遍面临“高学历、
低就业”及“高房价、低起薪”等现实挑战，有人用四种瓜果比喻眼下台湾青年无奈的
现状：他们被人称为“草莓族”，做着“苹果梦”，拿着“芭乐价”（一种平价水果，形容
工资很低），成天摆着“苦瓜脸”。在此背景下，“小确幸”像是一味心灵鸡汤，提醒人们
可以换个角度看待生活，即做好自己、活在当下，不追忆过去的荣耀，不太憧憬未来，
而在生活小事上寻找幸福感、满足感。

“小确幸”心态是“后现代主义”、“后物质主义”的思想反应与心理表现，既有积极
的社会意义，也有消极的社会影响。这种社会思潮出现有其经济背景，虽有助于净化心
灵、稳定社会，但也会让人满足现状，失去理想，不求改革，不愿开放，甚至排斥改
革、反对开放，从而影响发展。有的台湾青年在这种思潮下追求平淡，失去开拓动力，
不愿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提着皮包走世界、闯天下，所追求的仅是实在的生活状态和比
较微小的个人梦想。他们就如池塘内的青蛙，只知悠闲池中游、享受当下乐，不太在意
池塘外是什么样、会怎么样，因此至今仍有台湾青年认为“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

但是，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面临大挑战、大变局，当前台湾所需要的，不是“小确
幸”心态，而是“大时代”格局。随着这种思潮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台湾各界包括青年一代开
始进行反思，勇于放弃“小确幸”、敢于追求“大确幸”呼声日渐高涨。“小确幸心态、慢节奏生
活会让我们跟大陆同龄人比显得比较没有竞争力。”一位大陆台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不少
大陆台生表示，跨海读书就是想要“远离舒适圈，拒绝“小确幸”。

随着台湾经济停滞、大陆经济腾飞，西进大陆、逐鹿中原逐渐成为台湾青年一种风
潮、一大选项。民调显示，超过1/3的台湾青年想要西进大陆，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
择前往大陆求学深造、创业发展。从以往“来台大，去美国”变成如今“来北大，去大
陆”，当前台湾青年西进大陆已成气候，“大陆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成为越来越多台湾
青年的心声。

两岸文化相近、语言相通，大陆市场巨大、潜力无限，而且大陆产官学媒等各界高
度关注两岸青年议题，政府部门不断出台政策助力两岸青年发展，民间企业专门设立基
金鼓励台湾青年创业，让台湾青年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两岸和平红利。如今，“一带一
路”战略构想更是为台湾青年寻梦大陆开启了“筑梦空间”。最近，我们中国华艺广播公

司则秉持服务台胞的一贯宗旨，组织筹办了大型采访活动“台生大陆求学就业记”，
为台湾青年大陆圆梦呐喊呼吁。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化、两岸各界共同努
力，海峡西岸的这片蓝海已为台湾青年敞开，必将成为他们实践人生

价值、寻求美好生活的又一广袤沃土。台湾“小确幸”面对时
代大挑战，理应抓住台海新契机，适应两岸新常态，逐鹿

大陆新蓝海，开创人生新篇章。两岸的发展在成就青
年，两岸的明天在召唤青年。坚信两岸青年必

将成为两岸福祉的建设者、两岸和平的守
护者，并在实现人生价值、创造美好

生活中共享民族复兴的光荣与梦
想。

（作者为中国华艺广播
公司总经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 5 月 15 日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
蓝皮书”，曾连续13年雄踞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榜首的
香港，首次退居第二，被深圳超越。香港各界普遍认
为，欠缺创新科技人才、社会内耗持续等原因，导致
香港竞争力下降。

政治氛围影响经济

在北京发布的这本蓝皮书显示，香港 2014 年在综
合经济竞争力方面被深圳超越，由第一位跌至第二
位，第三和第四位分别是上海与台北。而可持续竞争
力方面，香港继续排名第一，其后是上海、北京及澳
门。

蓝皮书提到，香港的社会矛盾，包括去年发生的
非法“占中”、访港内地旅客受到滋扰，以及教育、医
疗等社会资源分配问题等，削弱了香港的竞争力。

香港回归以后，虽连遭非典、亚洲金融风暴等重
大危机，但都在港人努力和中央支持下转危为安，发
展取得不俗成绩。数据显示，2004 年至 2011 年的 7 年
间，香港GDP平均增速达5%，是同期其他发达经济体
平均值的近两倍。到去年为止，香港已经连续 20年被
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但是，和同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和韩国相比，
香港近些年的经济表现却有些黯然失色。学者指出，
新、韩与香港最大的不同，在于拥有强政府所主导的
经济模式，而香港政府一贯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在大
的经济战略上缺乏长远规划，无法保持结构性的优
势。

更令人担心的是，特区政府即使想有所作为，也
受到政治环境极大的掣肘。香港反对派势力近些年

“为反对而反对”的做法愈演愈烈，对政府所推的一
切政策都进行杯葛和“拉布”，令香港的重大施政举
步维艰，比如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建设因故延误，开发
新界政策引发激烈抗议等，都让香港损失大量金钱和

时间。
香港反对派近年还大力制造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矛

盾，一系列针对内地游客的赶客行为，令香港旅游招
牌蒙尘。去年长达79天的非法“占中”，更是令香港的
国际形象大受损伤。

科技创新和人才不足

香港立法会议员黄定光向媒体表示，目前香港出
现内耗，没有将时间投放在经济发展上，很多议题都
被政治化。他认为，特区政府需重新考虑香港的经济
道路，除金融、贸易及物流等支柱产业以外，应发展
更多其他产业，使经济结构更稳固。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吴永嘉认为，深圳与
香港在经济竞争力上，可谓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香港
这些年花了很多时间在政治上争论，尤其是基础建设
的实施一直拖延。

社科院的蓝皮书也提及香港应进一步发展创新科
技。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表示，香
港所缺乏的人才和科研，都是对竞争力十分重要的元
素，加上香港原本的产业逐渐萎缩，只靠金融业这一

“老本”支撑着，却又忽略创新，他预计深圳的经济总
量会在5年内超越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
量则认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金融业便是香
港的优势和特色。

吴永嘉认同说，香港在营商环境的自由度上，始
终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可以解决政治争论，将目
光多点投向经济发展、民生发展等议题，相信香港始
终都是一个适合营商的地方。

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香
港在各方面的确仍有提高竞争力的空间。他坦言目前
香港土地资源昂贵，不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香
港应检视人才培训和鼓励创意。

本报上海5月16日电（宗磊） 由中国华艺广播公司主办的“青春梦·两岸情
——台生大陆求学就业交流汇”活动5月16日在上海举行，同一主题的系列采访
活动就此正式启动。

该系列采访活动组织多家媒体，以在大陆求学就业的台湾学生为报道对象，
透过他们求学就业中的生活点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视频、文字、图片等
多种形式，真实全面地呈现台生在大陆的成长历程。采访活动将历时半年，分别
前往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福建等台生求学相对集中的地区采访台生代表。

近年，台湾学子求学就业开始放眼大陆。华广网近日的一项网络问卷调查中，在
回答“为什么来大陆求学就业”时，有超过1/4的受访台生选择“大陆的就业或发展
空间更好”。此时举办“交流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中国华艺广播公司董事长
邱雨致辞时表示，“希望为到大陆求学就业的台湾青年学生搭建一个政策咨询、
就业辅导、互动交流的平台，为他们的求学就业创业提供便利。”

海协会副会长叶克冬等出席活动并致辞。在启动仪式现场，几
位在大陆求学和创业的台生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感受和体会。上
海市人社局、上海市台胞服务中心等机构负责人现场解答
他们求学就业中遇到的困难、困惑和现场台生提出的
一些问题。上海市台商投资协会会长叶惠德向台
生介绍了在大陆的职场经验。就读于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
厦门大学等全国十几所高校的 50
多名台湾学生代表参加本次活
动。活动现场向台生赠
送了 《台生大陆求
学 就 业 服 务 手
册》。

台湾学子：“大陆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小确幸”需要逐鹿“新蓝海”
艾松如

青春梦·两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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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吁停止内耗各界吁停止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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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付敏） 记者
从福建省住建厅获悉，为进一步扩大
建筑服务领域对台湾地区的开放，福
建省下发通知，即日起，台湾建筑服
务机构执业人员，持台湾相关机构颁
发的证书，经批准可以在福建自由贸
易试验区内开展业务。

台湾建筑师是指取得台湾注册建
筑师资格、在台湾建筑服务机构从事
建筑工程设计、持有台湾方面身份证
明文件的自然人，台湾相关机构是指
台湾有权认定或批准注册建筑师资格
的部门或单位。

据介绍，台湾建筑师应与大陆具
有相应设计资质的企业以合作方式在
自贸区内开展业务，并签订项目技术
合作协议。合作设计内容包括编制建
筑工程初步设计 （基础设计） 和施工
图设计 （详细设计） 文件。项目技术
合作协议包括台湾建筑师基本信息、
合作设计内容范围、设计质量要求、
工作进度安排和合作双方权利义务等
具体内容。

台湾建筑师可在合作设计项目的
相应设计文件图签中签字，并对其质
量负责。但合作设计项目的设计文
件，必须符合大陆颁布的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

台湾实践大学
近日推出毕业季月
历，海选出应届毕
业的 12 名“校园正
妹”拍摄，留下青
春回忆。图为月历
推出时，女孩们意
犹未尽玩自拍。

（来源：台“中
央社”）

本报北京电 （记者叶晓楠） 30
年 30个夏天，每一个夏天都有相当
数量的台胞青年，通过千人夏令
营来到大陆，亲身感受大陆的历史
与文化，体验大陆的发展与变化。

“截至去年夏天，千人夏令营已不间
断举办 30 届，邀请了 1.7 万名台胞
回大陆走走看看。”这是记者日前从
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处获悉的。

千人夏令营活动的前身是台胞
青年夏令营，始于 1984年。据全国
台联介绍，1984 年的首届台胞青年
夏令营是在大连棒槌岛举行的，当
时，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还亲
切会见了第一届营员。大陆著名作
曲家谷建芬在海滩边指挥营员学唱
夏令营营歌。

2004 年，全国台联率先提出开
展以“龙脉相传，青春中华”为主

题的“千人夏令营”活动。10 年多
来，每年都有千人以上的岛内和海
外台胞青年来大陆参加相关文化交
流活动。“千人夏令营”规模大、层
次广，几乎涵盖从小学生、中学
生、职高生，到本科生、硕士生、
博士生及在职台湾青年，增进了一
大批台胞青年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千人夏令营活动分为全国台联
北京总营和地方台联分营两个阶
段。各地台联充分利用当地人文资
源，使夏令营活动产生了很好的点
面互动效应。活动总体围绕中华文
化、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成就以及加
强两岸青年交流三大主题，既有文
化名胜参观，也有高校交流访问。
每年夏令营都有为数众多的在校大
学生和大陆台籍二、三代年轻台胞
参与其中，与岛内年轻朋友建立紧

密的联系。
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向本报

记者介绍说，多年来，统战系统围
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发挥优
势，坚持“请进来、走出去”，自
2009 年以来每年对台交流规模均在
万人次以上。除千人夏令营外，全
国台联从 2010年起，每两年举办一
次台胞社团论坛，以“进一步发挥
台胞社团论坛作用，促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为主题，规模逐渐扩
大、讨论不断深入，已成为对台交
流的亮点品牌，进一步夯实了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其中，
第二、三届台胞论坛还达成了重要
共识。目前，台胞社团论坛已经成
为继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海峡论坛
之后，两岸同胞交流合作的又一重
要平台。

千人夏令营 一办三十载

1.7万名台胞回大陆走走看看

5月15日，2015台湾国际
田径邀请赛在台北田径场拉开
战幕。本届赛事吸引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选手
参赛。据介绍，这项邀请赛从
1972 年首办以来，今年已迈
入第 40 届。图为泰国选手娜
詹在女子标枪决赛中。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国际田径邀请赛在台北揭幕国际田径邀请赛在台北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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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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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驻港公署举办开放日
据新华社香港5月17日电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

员公署17日举办2015年上半年开放日活动，1700多
名香港各界人士走进公署大楼，在参观和了解公署
的同时，感知祖国，感受外交。

当日 10时半不到，许多参观者已早早在门外排
队等候，其中大部分人是首次来署参访，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宋哲欢迎参访者
的到来，他表示，公署举办开放日活动，就是让广
大香港普通民众走进公署，亲身了解外交工作，并
从中体会到国家近年来的发展强大，真切感受香港
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甫一进入公署大楼，人们便来到“祖国好、香港
好”的背景板前，签名后拍照留念。在红色的留言本
上，很多人更留下真挚字句——“为祖国繁荣贡献香
港力量”“祖国好香港才会好”“祖国万岁”……

在二楼会见大厅，摆放着一面国旗和特派员向
外国驻港总领事颁发领事证书、授权其在香港从事
领事职务的照片，生动地诠释了国家对香港行使主
权、中央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
交事务。

大厅四周陈列的文物瑰宝展也吸引了不少目
光，从秦朝到明清，人们仿佛徜徉在五千年中华文
明的历史长廊中，悉心领略古代中国的灿烂辉煌。

同时进行的还有“国家发展图片展”“新中国外
交成就展”“美丽中国图片展”多项展览。其中，
“国家发展图片展”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国防

建设、外交成就、民生保障、科技进步、教育
大计、文体事业、港澳回归 9 个方面介绍

了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新中国外交
成就展”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

介 绍 了 中 国 外 交 从 奠 定 基
业、广交友邦到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波
澜壮阔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