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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再缩短 往来更方便

2016年元月2日10时30分，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从台湾马
祖白沙至福建连江黄岐的“吉顺8号”缓缓停泊在岸边，迎来了海峡

两岸“小三通”15周年。25岁的皮岳今年首次迎来通过这条新辟航线
赴大陆的台胞时，脸上洋溢自入行以来几乎保持不变的温暖微笑。她知

道，她可能是这条航线上返乡台胞上岸后见到的第一位大陆人，所以发自
内心的微笑有多么重要。

当台胞林美珍看到皮岳时，亲切地说：“小皮，又看到你了，前段时
间从马尾走，你就在；现在从连江走，你还在。真是我到哪里，你就跟到
哪里啊。”皮岳满脸的笑容不仅仅是因为她见到了“老熟人”，她说更重
要的原因是“我从黄岐嫁到马祖，原先往返是走两马航线，到了马尾还
要转汽车，花费三四个小时。现在这条航线距离又缩短了，只要20多

分钟就到家了。”皮岳知道，从两马航线37海里、90分钟的航程，到
目前新航线4.8海里、25分钟的航程，大陆为方便两岸民众倾注了

多少心血。
但皮岳和林美珍可能不知道的是，15 年前的元月 2 日，

507 名台胞乘坐“台马”轮，通过“两马”航线来到福州，
实现了两岸旅客乘船直接往来的“破冰之旅”。当乡愁

不再是余光中先生诗中那一枚小小的邮票，而
是脚踩祖国大地，与亲人相拥的时候，皮

岳还是一名小学生，老家对于林美
珍来说，也还只是一片模

糊的轮廓。

服务无止境 台胞满意多

正是从那时起，担负着“两马”航线边防检查任务的福州边检站，也成为
全国现役制边检站中最早承担两岸直航边检任务的单位。15年来，伴随着
福州边检站一批又一批官兵的努力，为8260航（次）的66.4万名旅客，创造了
和谐稳定的通关环境，“两马”航线也成为一张承载两岸亲情的闪亮名片。

如今，伴随着连江黄岐至马祖白沙航线的开通，台胞回家的路越来越
近，而福州边检站检查员回家的路却越来越远；台胞与大陆亲人的心越来
越近，福州边检站热情服务之路越走越宽。

台胞林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不是陈科长，我现在的生活还不知道是
怎样的一团糟。”

时任福州边检站执勤业务三科科长的陈俊迟参谋长回忆说，一天，他
正站在台外执勤，突然一名满身酒气的台湾男子晃晃悠悠地走到验证台
前，“啪”地一声将证件摔在地上，大声吼道：“快点查，别耽误我时
间”。气氛顿时有些凝重，陈俊迟连忙走到他跟前，弯腰拾起征件微笑地
说：“先生您好，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他安抚这名男子坐到一旁的休息
区唠起家常，得知他姓林，此次返乡是为了劝返与他怄气回娘家的妻子，
但却不知如何开口，只好借酒浇愁。陈俊迟请林先生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帮他耐心地与妻子沟通，渐渐消除了他妻子的怨气。一小时后，林妻从连
江赶到旅检大厅，两人重归于好。此时，酒气全消的林先生满是愧疚地向
陈俊迟道歉，而陈俊迟只是笑笑说，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希望你们
和好如初，常回家看看。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正是这些看似细微却贴心的小事，让福州边检
站的“服务”越走越远，与台胞的心越拉越近。

工作排第一 “乡愁”埋心底

虽然“胜似亲人”的服务赢得台胞的一致称赞，使承担“两马”航线
旅检任务的检查员感到光荣，但对于家人，他们确是“团圆饭”桌上缺席
的常客。而自从担负起连江黄岐至马祖白沙航线的旅检任务后，对他们而
言，台胞回家缩短的一个小时行程，却意味着他们回家要延长两个小时。
检查员王海钦说：“原先家住市区，从马尾回家本来就比较远，现在要从
黄岐回马尾，再从马尾回家。就算一切顺利，也基本错过饭点了。”

随着两岸距离的不断拉进，边检站官兵与家

人
的距离却不断拉
远，使得检查员们也有了

“乡愁”。
2012 年元宵节，时任执勤业务三科

副科长的粘梅君，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告诉
她，一直病重在床、等着见孙女最后一眼的爷爷去
世了。当时，离出勤时间还有10分钟，要不要马上请假
回家，送爷爷最后一程，粘梅君心里很是矛盾，她把自己关
在休息室里，泪水不住地往下淌。等到出勤集合的声音响起，
她擦干眼泪，像平常一样微笑着走向验证台。

如今，检查员们的回家路越来越远，渴望周末陪子女逛公园、
陪父母过生日、期待与恋人共度节日……这些在常人眼里很普通的事
情，却成为检查员们略显奢侈的愿望。但不管对家人抱着如何内疚的情
感，只要他们出现在验证台上，总是洋溢着那15年如一日的温暖笑容。

“两马”航线 15年如一日的亲情服务，使得福州边检站的检查员们，
在连江黄岐至马祖白沙这条新航线上的工作驾轻就熟，服务贴心细致，赢
得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2016年“全球路跑金标赛事”第一跑，属于福建厦门
国际马拉松赛 （简称厦马）。来自 45 个国家的 48624 名跑
者，在鹭岛迎来了新年“第一跑”。

最美马拉松赛道

“希望2016年可以健康、美丽地完成厦马！”吴敏在微
信朋友圈许下这个愿望。这是她的新年第一跑。

身高1米66的吴敏，面容清秀。她曾经摘得2004年杭
州国际马拉松赛女子组冠军。作为原中国国家队长跑运动
员，退役后她一直致力于推广健康运动。“跑步需要坚持不
懈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它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健康的
理念，我非常享受跑步的乐趣。”吴敏说。

今年吴敏别出心裁，从全国召集来“高颜值”的女性
跑者，组成“美女跑团”一起来到厦门。

今年厦马赛事全程几乎都沿着“海景赛道”在海边奔
跑。“海边非常美，空气很清新，奔跑在这样的赛道上是一
种享受。”吴敏说。

49 岁的马蒂亚斯是瑞典的一位马拉松爱好者。2015
年，他在中国跑了 14场马拉松赛事。“这是一场美丽的意
外。”厦马一直享有“中国最美马拉松赛道”的美誉，但马
蒂亚斯还是头一次来厦门跑马拉松。

“跑者并非只为成绩去拼，他们是在用眼睛认识一个城
市，用脚步丈量一个城市。”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马拉松办
公室主任张永良说，这对于城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考验。

马蒂亚斯在中国生活了25年，见证了中国“跑马”的
发展历程。

“前20年我一直一个人在跑 （马拉松）。最近5年，我
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上了长跑，我的伙伴也越来越
多。”马蒂亚斯非常欣赏 “全民热跑”的氛围，“马拉松的
乐趣在于大家用最简单的形式沟通，我非常享受与中国同
伴一起奔跑的过程”。

2013年的“中国体育十大新闻”中，“跑马拉松赛成为健
身新时尚”赫然在列。“跑马拉松去！”已成为当下许多中国人
的一个新时尚，是全民健身热潮急剧升温的直接体现。

张永良说，中国“跑马”赛事火热，但仍不能满足跑
友的需求。每年全程马拉松赛和半程马拉松赛的完赛选手
人数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得远，总体来说，国内“跑马”
比赛仍供不应求。

图的就是开心

“这是我们新年第一跑，图的就是开心，”来自南京的
吴强说，“我们用马拉松来庆祝新年，就是希望大家身体越
来越健康。”

吴强曾是一个抽烟喝酒的胖子，是马拉松改变了他的
生活方式和态度，“跑马”使他的体重减轻 10余公斤，让
他决定将“奔跑进行到底”。

“新的一年就是要开心！”这是“斑马道士”跑团的口
号，他们黑白相间的“斑马服”，吸引了众多眼球。这个跑
团成员来自湘、鄂、闽等省份，这次为了厦马而相聚鹭岛。

“厦马是中国四大金标赛事之一，是每个跑马拉松人的
梦想。新的一年圆了这个梦！”跑团成员朱江碧说，“享受
沿途各种乐趣，为更多人带来欢乐，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
标。”

以服装吸引人们眼球的不只是“斑马道士”。来自南京
“越跑越快乐”的成员身披人造毛皮，装扮成“原始人”亮
相。

吴强介绍说，“越跑越快乐”跑团成员平均年龄 35
岁，他们因“奔跑”而聚到一起，决定再一起“盛装”出
席今年的厦马。

“我已经跑了 138 场马拉松，这是我第 7 次参加厦马。
别说半程，就算跑全程还觉得不过瘾，”来自天津的 59岁
跑者唐广礼说。不服老的他，策划发起了“陪我跑西藏”
活动。“我打算从今年2月底起，每天跑50公里，4个月后
的 7月 17日，我跑到西藏布达拉宫庆贺我 60岁生日。”老
唐希望自己是一颗种子，带动更多跑友，挑战自我，传播
马拉松精神。

只留美丽，不留垃圾

开跑枪响后，队伍最后跟着一群家长和孩子，他们贴
着绿臂贴，戴一次性手套，手拿垃圾袋，一路捡拾赛道上
的垃圾。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赛道保持整洁美丽。”说
话的是厦门市民吴莉莉 7岁的女儿，也是她第二次带女儿
参加此类活动，她想为女儿树立一个榜样。

马拉松比赛无法避免地会产生数量巨大的垃圾。2014
年，厦马组委会联合厦门建发集团，组织了“绿跑在行
动”活动，发动“绿跑志愿者”在马拉松比赛当天捡拾赛
道垃圾，目标是“只留美丽，不留垃圾”。

今年，厦马组委会在赛道沿线及每个饮水处都设立了
环保箱，工作人员在赛道沿线装扮成卡通人偶，引导大家
将手中的垃圾投入箱内。700 个“品格家庭”组成的清扫
小分队，则在整个赛道形成“回收站——垃圾桶——清扫
分队”，由点到面的清洁流程。

国际田联路跑协会新设置了国际马拉松“环保奖”。
2014年厦马成功入围。

厦马组委会副主任阮敦梁说，多年来，厦马一直秉承
“健康、绿色、环保”理念，组织民间团体开展绿色、低
碳、环保活动。

4 万多人一起，在海天相接的湛蓝中，沿着如丝带般
蜿蜒而去的海上赛道奔跑，一呼一吸间，将城市之美、运
动之美、人文之美转化为了酣畅淋漓的汗水。

（新华社记者刘娟、沈楠、刘旸、付敏）

海上直航——让海峡不再遥远
朱硕峰 洪 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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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王永珍） 新年伊始，100名来自福建省
互联网企业的“老总”或相关负责人，从全省各地赶到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参加福建省互联网经济领军
人才培训。

互联网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经济转型升级的
“新支点”。据《福建日报》报道，福建省互联网经济发展目
标是，到2020年，培育一批知名互联网龙头企业，互联网经
济年均增长率25%以上，总规模超过4000亿元。

“发展互联网经济，人才是关键。随着物联网、大数
据、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涌现，现有的人才特别是领军人
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福建信息化深化应用、发展信息
网络经济的关键因素，在企业和基层政务部门表现更为
突出，亟待加强培养。”开展此次培训的福建省发改委、
福建省数字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福建省发改委和福建省数字办，今年还将陆
续举办多期培训班，目标是培训 1000人。完成培训课程

的学员，将获得福建省互联网经济联席会议办公室、福
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共同颁发的“福建省互联网经济
领军人才培训结业证书”。

吸引互联网经济领军人才，福建省已制定了相关优
惠政策。

福建省政府加快互联网经济发展 10项举措提出，引
进培育聚集领军人才 （团队）。将互联网经济人才 （团
队） 纳入福建省人才工作重点和全省急需紧缺人才引进

目录；针对台湾人才特点，在职称评审等方面开辟绿色
通道；鼓励互联网经济人才 （团队） 参加福建省“海纳
百川”高端人才聚集计划评选；研究制定互联网高层次
人才评价认定办法，对按程序和公布标准确认的高层次
人才，参照自贸区高层次人才支持办法给予支持。

同时还规定，凡在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或机构
（近3年营业收入行业排名国际前30名或国内前20名） 有
3年以上工作经历、且担任中高级以上职务、带项目来福
建省创业的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团队），由福建省
委人才办按企业发展规模和创新水平，从省级新增引导
资金中给予 30 万至 100 万元的创业资金支持，并可根据
情况连续支持。

互联网人才“一将难求”。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福建省按照加强自贸区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推进
和引导互联网经济企业设立首席信息官岗位，将重奖有
突出贡献的互联网经济创新人才。

福建培养互联网经济领军人才
今年计划培训千名骨干人员

闽继续引进台湾教师
据中新社福州电（林春茵） 福建省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杨江帆日前表示，福建正在加大力度引
进台湾高校师资，在 2015年已引进 132名台湾优
秀师资的基础上，2016 年将继续引进 200 余名台
湾全职教师。

数据显示，闽台教育交流合作已经常态化，
已从“送出去”转变为“引进来”，从师生交流提
升为引进优质资源在闽办学。

2015年，福建全省69所高校与台湾百余所高
校签署了 500 多份合作交流协议，在教育理念、
学术研讨、师生互换交流等方面不断扩大。不但
联合台湾高校打造两岸大学校长论坛等一批两岸
教育交流品牌，闽台联合培养人才模式“校校
企”（即闽台高校与台资企业），成为大陆教育改
革创新典型案例并获创新奖。

杨江帆透露， 2016 年福建将继续引进台湾
全职教师，并将制定出台 《促进闽台高等教育交
流与合作 10 条措施》；将合双方之力，在平潭筹
办高水平大学。

福建设立的高校台生专项奖学金等政策，也
吸引了越来越多台湾学生来闽就读。据统计，
2015年，在闽高校就读台生占大陆高校台生总数
的六成；该省赴台就读学生占大陆赴台学生总数
的四成。福建不仅是台湾高校最大的陆生输出
地，也是台生到大陆就读最集中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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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宓盈婷） 记者从福建
省自贸办获悉，日前，台湾彰化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共同向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提供5亿元贷
款，用于支持该片区项目建设。

据介绍，该笔贷款中，浦发银行平潭支行提
供3亿元。台湾彰化银行提供2亿元，这是首笔台
资银行对平潭自贸片区项目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贷
款。

福建省自贸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平潭自
贸片区一项重要创新业务，该笔贷款的发放是两
岸合作平台在金融领域的重要体现，为平潭开放
开发拓宽了融资渠道。同时，将有助于引导更多
的台湾金融机构到平潭投资兴业。

台资银行
首次向平潭放贷

台资银行
首次向平潭放贷

认真负责

热情服务

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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