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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福 建

据中新社厦门电 （记者
杨伏山） 福建省委书记尤权
在第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开幕
式上说，欢迎更多台湾青年
前来福建施展才华，放飞梦
想，实现人生价值。

目前，不少台湾青年到福
建求学、就业、创业，把人生精
彩的旅程刻在福建这块土地
上。尤权说，在他们身上，我们
看到台湾青年的坚毅、创新、
务实、敬业的特质。青年是两
岸关系的未来，是推动两岸发
展的生力军。

尤权表示，在福建，不
仅有与台湾相同的语言、相
似的文化、相近的习俗，更
有为台湾青年就业创业量身
定制的支持政策。“两岸一家
亲，闽台亲上亲。”尤权说，
这些年来，随着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闽台经贸合作不断
深化，人文交流更加密切，
特 别 是 金 门 供 水 工 程 的 推
进，可望使两岸同胞共饮一
江水的梦想成为现实。

他表示，福建将深入实
施对台开放的先行先试，推动
两地货物、服务、资金、人才等
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强与台湾
先进制造业的合作，加快绿色
能源、环保产业的对接，增进
闽台现代服务业的交流，促进
闽台产业合作升级；继续深化
两地特色文化和民间交流，搭
建两岸特色交流载体，延续两
岸民众间割舍不断的血脉亲
情和故土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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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厦门，火红凤凰花盛开的季节
里，第八届海峡论坛如期而至。

过去7年里的每个6月，一拨又一拨
的台湾乡亲跨越海峡，聚首福建，共赴
两岸人民大交流、两岸各界大聚会、两
岸亲情大融合、两岸经济大合作的嘉年
华。

回眸海峡论坛7年路，历届海峡论坛
的热闹盛况与难忘瞬间，留在了亲历者
的记忆里。

2009 年，首届海峡论坛举办，8000
余名台湾乡亲踏海而来。从拜“妈祖”
到寻根谒祖，从青春握手到经贸对接，
从草根到庙堂……18 场主要活动，花开
八闽。

那一年，隔着海峡的一对花甲老友
——朱于益和陈映秋再度喜相逢。13 年
前，两人在北京参加两岸救捞会议；13
年后，两人不约而同来到厦门参加海峡
论坛。他们认出了彼此，惊呼一声“老
朋友，原来你也在这里”，两双布满青筋
的大手，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2010 年，如果说首届论坛架起了桥
梁、搭起了舞台，那么，步入第二个年
头，这座桥更宽，这个舞台更大。

那一年，两岸 62 家单位共襄盛举，
25 场主题和系列活动吸引了万余名台胞
参与，其中约八成来自基层，约六成是
中南部乡亲；涉及界别 30个，比首届增
加了10个交流界别。

2011 年，第三届海峡论坛，两岸主
办单位增至 68家，还首次将闭幕式移到
了台湾的台中市举行。

那一年，赴台个人游开放，台湾夜
生活的活色生香被搬到了厦门人的家门
口。在湄洲岛举行的两岸信众共祭妈祖
盛典上，云林北港朝天宫的镇宫之宝
——一尊“黑脸”妈祖神像300多年后首
次回娘家。

2012 年，第四届海峡论坛，第一次
把两岸百家不同民间信仰的宫庙代表汇
聚在一起，创下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参与
宫庙最多纪录；第一次推出“海峡影视
季”；第一次展开两岸婚姻家庭话题的讨
论；第一次召开台湾农民创业发展研讨
会……

那一年，210 对来自海峡两岸的夫
妻，参加了首次举办的两岸婚姻家庭论
坛，畅谈自己的爱情故事，分享跨海峡
婚姻的幸福与辛酸。两岸之间婚姻数量
正以每年上万对的速度递增，这被喻为

“三通”之外的“第四通”。
2013 年，第五届海峡论坛，两岸公

益论坛、闽台同名村镇续缘之旅、世界
闽南文化节等8项活动，成为凸显乡情延
续、祖地文化的新鲜血液。

那一年，“闽台同名村镇续缘之旅”
和“闽台‘同名村·心连心’联谊活动”
首次举办。相同的地名，记录的是祖籍
福建的台湾乡亲跨越海峡、筚路蓝缕的
艰辛和他们对家乡深深的思念，印证了
两岸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2014年的第六届海峡论坛，尽管大幅“瘦身”，活动从上届的28项减少
到18项，还是新增了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更多、更深入交流。

那一年，一批促进闽台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在论坛上发布并得以推动
落实，既有探索两岸合作新领域、新途径的政策，又有扶持中小台企、便
利人员往来等多方面的举措。

2015年，第七届海峡论坛，大陆宣布对台胞来往大陆免予签注，并适
时实行卡式台胞证，台胞来大陆“说走就走”的愿望就此成为现实的重大
利好。

那一年，两岸残障人士嘉年华首次纳入海峡论坛。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还为参加两岸残障人士嘉年华职业技能展示的残障手工艺者当起了“模
特”。

7年来，海峡论坛以其深耕两岸基层的坚持，展现出不凡的亲和力，成
为迄今两岸最大规模的民间交流盛会。“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
流，最珍贵的是两岸同胞心与心的沟通”，这句话为海峡论坛作了最好的注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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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厦门电 （记者杨伏山） 前
来参加第八届海峡论坛的台湾新党主席
郁慕明，13 日晚间携新党三杰——王炳
忠、侯汉廷、林明正做客此间 《海峡导
报》 社，参加该社主办的“两岸中华儿
女交流座谈会”，并通过微博直播与大陆
网友互动。

郁慕明和新党三杰先后发表演讲，就
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
分裂活动，发出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

被称为“台湾 PAPI酱”的新党“新
思维小组”主任侯汉廷，新党全委会发
言人、新中华儿女协会理事长王炳忠，
新党文宣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新中华儿
女学会秘书长林明正，在先后发表以
《“台湾 PAPI 酱”与中华儿女》《“台

独”作乱与“打假除乱”》 和 《“台
独”的谬误》 为主题的演讲之后，通过
微博与大陆网友展开了互动。3位在两岸
当红的网络红人即时回答了网友的问题。

台湾女企业家、新党“新媒体工作
群”召集人苏恒女士，也就“两岸青创
交流”这一主题与现场嘉宾进行了分享。

在台湾，王炳忠是岛内时事评论
员，在岛内“台独”作乱时勇敢发声，
转战各政论节目与“台独”分子展开辩
论。侯汉廷有“台湾 PAPI酱”之称，最
近其制作的系列视频“鬼岛那些事”走
红网络，成为台湾年青人的偶像。林明
正则在新党反击各种“台独”运动之
时，奋战在第一线，是岛内“反独”运
动的新秀。

郁慕明率同仁与大陆网友互动郁慕明率同仁与大陆网友互动

“小时候祖父母常对我说，咱们是泉州人，讲的是泉州话，根在泉
州。”来自台北的沈牧蛟先生在60岁这年，终于得偿所愿。6月11日上午，
以“同名村 （镇） 结对、同宗亲寻根、同礼乐交流”为主题的第八届海峡
论坛·闽台同名 （同宗） 村镇寻根续缘之旅在泉州市泉港区举行，45位来自
台湾的宗亲代表于此寻根谒祖，追溯先缘。此次来访的台湾宗亲年纪最大
的已有75岁高龄，最小的则为“90”后。

“泉港有396个姓氏，其中有33个在台留有后裔，因此泉台两地宗亲的交
流十分密切。”泉港区副区长肖惠中介绍说，今年在两岸此前对接成功的8个
同名村镇基础上，新增加了6个村镇，35位台湾宗亲均已找到自己的根源。

泉港后龙镇柳亭村作为此次6个对接村镇之一，村民们一早便迫不及待
地赶到现场，等候远道而来的寻亲团。“28年前，我们村第一个来大陆寻根
的台湾人就是陈姓后人。”84岁的陈阿鸟老人说，自那之后，两岸宗亲越走
越近，往来也越来越频繁。

台湾宗亲陈龙雄两年3次来大陆寻根，不仅找到陈氏宗祠所在地，还了
却了心中一个特殊的心愿。

“我们族人都来自台湾苗栗县后龙镇，跟大陆的后龙镇是一样的名字。
据族谱记载，最早从泉港去台湾的是清朝一位名为陈朝和的先祖。这份族
谱则是1926年由大陆宗亲带着原谱到台湾手抄3个月书写留成的。”陈龙雄
说，在台湾，我们祖先坟冢朝着大陆方向，上次我便特意带了几捧故土回
去，洒在先祖坟上。

当天，为延续乡情乡谊，感受共同血脉记忆，两岸陈氏宗亲还一同前
往泉港植物园，携手栽下两棵“同心树”（见左图）。

“从小我就听长辈讲了很多关于家乡的事，这次和爸爸一起来寻祖，还
跟家乡的同龄人成为朋友，回到台湾我想跟家人朋友分享这一路的收获。”
27 岁的台湾姑娘陈又平期待，能够常回家乡看看，希望两岸像“同心树”
所赋予的美好寓意一样，同心同德，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据新华网泉州电）

台台湾宗亲泉港寻根续缘湾宗亲泉港寻根续缘
王 雄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刘娟） 记
者从福建省科技厅获悉，国务院 6月 8
日召开常务会议，批准福建省福州、
厦门和泉州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福厦泉
高新区联合申报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历时1年半，是我国批准建设的第
15个自主创新示范区。

自从 2014 年 12 月获悉国务院计划
在全国再建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决策部署后，福建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立即组织专题研究，根据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创建要求，决定
以全省最具发展实力和创新活力的福
州、厦门、泉州 3 个国家高新区为核
心，联合申报创建福厦泉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并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以省
政府名义向国务院提出申请。

2015 年，福州、厦门、泉州 3 市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4803.81 亿元，
占全省 61.2％，3 市国家级高新区工
业总产值达 5200 多亿元，以占全省

2.4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省 13％
的工业总产值。其中厦门国家级高新
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能源节约利用
全国领先，3 市国家级高新区已成为
拉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领跑
者。

福建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举对于福建贯彻实施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核心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
型升级和企业自主创新以及推动全省
国家高新区新一轮的创新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将进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努力建
成海峡两岸协同创新先行区、海上丝
绸之路技术转移核心区、产业转型升
级示范区、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先导
区、创新创业生态引领区。

27 岁的孟宪霆每周都要往来于台北与平潭之
间。“从平潭乘船到台北只要两个半小时”，这个来
自新竹的年轻人，去年在平潭台湾创业园区创办了
一家人力资源培训机构，“搭上午的船到台北分公
司，处理好事情再做下午的船回平潭，一天可以赶
一个来回。”他说。

孟宪霆为人力资源培训公司取名为“金桥”，寓
意为台湾青年搭起一座直通两岸的的桥梁。“金桥”
成立数月以来，已组织 6 批次台湾创业者到大陆参
访，公司还经常在台湾高校举办展会和校园宣讲活
动介绍大陆，为有意往大陆发展的年轻人提供大陆

职业资格考试培训辅导、创业政策解读等服务。
去年，有近千名台湾青年在孟宪霆的“穿针引

线”下来到平潭，不少创业者在今年春节后入驻台
湾创业园区。这个去年8月竣工的园区，正在努力创
造条件，让来自台湾的创业者随时“拎包入住”：1
万平方米的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已建成；配套的创业
公寓、交通设施不断完善；中介服务中心、导师团
队正在加紧筹建中……开园运营半年来，已有百余
家机构、青年创业者落户于此。

“我们希望这里能成为台湾青年寻找大陆机遇的
支点，力争成为面向青年创业者的低成本、便利
化、全要素创业平台。”负责运营园区的平潭自贸区
两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祝芸说。

平潭通过打造台湾创业园、免税市场、跨境电
商园区等，吸引更多台湾创业者落地生根。金继先
是 101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他的“101 购物
网”去年 8月开始运营。“在平潭考察了半年，最后
选择电商行业来创业”，他说：“我瞄准的是当下大

陆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大潮。”
2015 年平潭获批成为跨境电子商务进口试点地

区，加上综合实验区全岛封关运作的优势，企业的
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大为降低。平潭跨境电商去年
下半年累计订单6.9万票，跨境电商园已聚集了40多
家企业。

金继先的事业搭上了新业态快速扩张的“顺风
车”。去年 8 月，第一批货物顺利从日本抵达平潭，
随后，公司逐渐步入正轨。金继先计划从进口母婴
和休闲食品类拓展到保健品类，让订单量和进口货
值再创新高。

福建自贸区与平潭综合实验区“双区叠加”的
政策优势，带给平潭更多突破的空间。这里的建
筑、规划、旅游、医疗等行业率先对台开放，41 家
台湾建筑类企业在此备案，12 家台资医疗机构和医
疗生技企业落户于此。

今年 1 月 18 日，两岸合作的平潭口腔医院爱维
门诊部开业。台籍经理宋婉君说，爱维门诊的医疗
团队、管理人员、器械设备等全部来自台湾，5间诊
疗室和3间手术室的设置也都复制于台湾，连废弃物
的处理也严格按照台湾医疗机构的流程来管控。

“我们以平潭为起点，在大陆设立有台湾特色的
医疗机构，这是两岸医疗服务合作的一次有益尝
试，”来自桃园、第一次到大陆工作的宋婉君说。

平潭综合实验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打造对台合
作平台”是“十三五”平潭发展的主线，“到 2020
年，平潭将基本形成与台湾经济全面对接、文化深
度交流、社会融合发展的两岸共同家园”。

（据新华社福州电）

为台湾创业者搭建“金桥”
李慧颖 王 成

本报福州电（王永珍） 据 《福建日报》 报道，为支持福建省各地建设
台湾青年创业基地，福建省级财政已预先安排台湾青年创业基地和引进团
队奖励经费3500万元。

具体奖励标准为：累计引进持续经营满 1年、台湾青年创业企业 20家
至100家以上的，且入驻时间满1年、台湾青年60人至200人以上的示范基
地，省级财政给予 200万元至 1000万元的奖励；推荐台湾青年入驻基地创
业企业10家以上且持续经营满1年的，或推荐入驻基地满1年、推荐台湾青
年人数在20人以上的示范团队，省财政给予20万元的奖励；推荐台湾青年
入驻基地创业企业每增加1家或推荐入驻基地台湾青年每增加2人，省财政
给予增加奖励3万元，累计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闽支持各地建台青创业基地

本报福州电 （苏文晖、严群星）
为进一步规范福建省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管理，提升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和服
务质量，该省旅游局将于今年下半年
重新启动乡村旅游星级经营单位评定
工作，推动各设区市创建评定一批符
合标准的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十二五”期间，福建省创建评定
三星级以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116 家

（其中四星级 45 家，三星级 71 家）。
2014 年，福建省旅游局决定暂缓乡村
旅游星级经营单位评定工作，并在广
泛征求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意见及建

议后，重新启动《标准》修订工作。
据悉，近日新修订的 《标准》 已

通过地方标准评审，即将由福建省质
监局批准发布实施。下半年，该省乡
村旅游星级经营单位评定委员会将组
织专家，依据新的 《标准》，对各设区
市乡村旅游星评委经过初评后推荐上
报的，A级景区周边乡村景区、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乡村旅游休闲集镇和特
色村内的各种乡村旅游经营活动主
体，开展评定工作。对达到标准的乡
村旅游经营单位正式批复星级，并在
福建省旅游局门户网站上公告。

福厦泉高新技术产业区
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闽重启乡村旅游星级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