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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绽放·真情二十

共叙亲情乡谊、共商融合发展、
共话民生福祉。6 月 17 日至 23 日，第
九届海峡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以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
题，本届海峡论坛安排大会、青年、
基层、经贸四大板块 21个项目 40场活
动，8000余名台湾各界人士共襄盛举。

生动：聚焦“有故事的人”

20多年来一次次跨越台湾海峡，将
100多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大陆老家
安葬的83岁台湾老兵高秉涵；多年来致
力于两岸文化交流的台湾少数民族民
意代表高金素梅；率先“登陆”发展、企
业步步壮大的在闽台商李世伟；因一次
汇款业务而与台湾老兵夫妇结缘、从此
悉心照顾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普
陀支行职员朱捷；两岸阻隔 42 年后，首
次赴台采访的香港中国评论通讯社社
长兼总编辑郭伟峰……6月18日论坛大
会上，5 位两岸交流的见证者、推动者，
聚焦台海变迁，畅谈心路历程。

今年是两岸恢复民间交往 30 周
年，聚焦“有故事的人”，大会的精心
安排所蕴藏的深意不言而喻。30 年
前，禁锢台湾海峡的坚冰被打破，两
岸交流随之蓬勃兴起。30 年后的今
天，两岸同胞大交流、大合作已然成
为两岸关系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九载风雨真情在，九重寒暑梦依
然。伴随着两岸交流日益扩大，迈入第
九年的海峡论坛已成为两岸联合参与
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
广、民间色彩最浓的大型交流活动。

“千年暗室，一灯即明。”6月18日
海峡论坛大会上，第三次参加海峡论
坛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引用此句
诠释对两岸交流的期许。她表示，只
要我们为和平点燃心灯，坚毅力行，

一灯引千灯，灯灯相映，必能破除黑
暗，让两岸的未来重现光明。

草根：唱响民间交流主旋律

“一道海峡连两岸，进进出出一家
人。”6月 17 日，来自海峡两岸的百位
新人在天风海涛的见证下，互相许下
婚姻誓言，这也是海峡论坛第一次举
办两岸集体婚礼。

“在海峡论坛上有大家的祝福和见
证，我们的心更安定了。”喜气洋洋的
传统新人服饰，映红了台湾高雄姑娘
何燕萍的脸。在一旁，来自山东的新
郎夏祥光同样止不住笑意。

凸显草根性、基层唱主角，海峡
论坛正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两岸民间
嘉年华——跨越海峡的沟通之桥，是
两岸特色庙会上，来自台湾基隆的林
技成手中美味的虱目鱼丸；是厦门海
沧柯井社张氏家庙诒德堂前，台湾宗
亲张世荣返乡谒祖的喜悦；是海峡

（漳州） 茶会里，海峡两岸和海内外
200多家茶企泡出的清香茶汤……

“各行各业的台湾民众从台湾来到
厦门参加海峡论坛，这表明两岸同胞渴
望交流的心声，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的。”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表示。

台湾社区发展协会联合总会秘书
长林武雄认为：“两岸的基层交流，不要
因为执政党的轮替而改变方向和目标。
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体育等各个
层面，让两岸民众多走走看看，加深彼
此的了解，互相学习进步。”

青春：让青年交流更“有感”

“一起玩喜剧，一同欢笑，共创美
好记忆。”6月 18 日，首届海峡论坛金
点子创意大赛总决赛现场，来自台湾

玄奘大学的林靖以其“两岸青年喜剧艺
术节”获得评审青睐，一举获得亚军。

以“两岸好主意、金选新创意”
为主题，大赛于今年 2月 8日在台北启
动，共征集到152项活动策划案，吸引
50位台湾青年来厦门交流。“希望两岸
年轻人用这样的创意为海峡论坛的举
办贡献力量，也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多
出金点子。”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

两岸一家亲，希望在青年。纵览
本届海峡论坛，“青春风”劲吹，增加
让青年“有感”的体验式交流。

“乐业两岸创享未来”青创先锋汇
上，1000 多名来自大陆和台湾的青年
创业者共聚一堂，“台湾青年有许多好
的创意，大陆具有广阔的市场，两者
互补使得我们有足够的能量共同开创
国际市场。”台湾蓝德科技创始人许宾
乡信心满满；两岸青创书院里，一群
来自台南新山小学的孩子们好奇地打
量着村庄内摆放的犁、耙、石磨等农
具。“两岸的小朋友一起学习交流传统
农耕方式，友谊的种子也就此生根发
芽。”新山小学老师林倩如说。

6 月 17 日，第九届海峡论坛·台湾
专业人才厦门对接会举行。以“台湾
青年·创业厦门”为主题，200 多名台
湾青年入场求职。“厦门的创业环境很
好，还有不少针对台湾人才的优惠政
策。现在‘小三通’也很方便，从厦
门往来台湾非常便利。”求职会上，来
自华侨大学的台湾学生赖伟通说。

“本届论坛细化科技、教育、水
利、金融、智库等行业交流主题，实
现有效对接。”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钟志
刚介绍，在便利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
就业创业生活方面，福建将面向台湾
青年推出2600多个就业岗位，600多个
见习岗位，3100多个创业席位。

（本报厦门6月22日电）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 （庆委会） 将
举办多个大型庆祝活动，其中“创
科驱动·成就梦想”科技展 6月 29日
至 7 月 2 日在维园 1 号至 6 号足球场
举行。庆委会近日安排这辆以祖国
航天发展为主题的宣传车，走访香
港、九龙、新界等各个地区，与市
民互动，让市民更清楚、深入了解
科技展和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

在轩尼诗道湾仔港铁站附近的
启动礼现场，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
看，现场气氛热闹。在这辆航天主
题的宣传车上，除了放有各项庆祝
活动的资讯信息外，还装置不少有
关航空航天的布景，可供市民拍照
留念。

庆委会执行主席郑耀棠在启动
仪式上表示：“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我们将举办 530 多项庆祝
活动。宣传车会将这些活动的资讯
传遍港、九、新界各个地区，让全
港市民感受欢乐氛围，同时广邀市
民一同参与各项活动，共庆回归纪

念日。”
除了宣传车，庆委会还于 6 月中

下旬在全港摆放约100个街站，宣传各
个庆祝活动，将欢庆的气氛带入各个
小区。庆委会希望透过不同类型的庆
祝活动为香港带来欢乐、注入正能量，
让全港市民同庆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
年。在530多项庆祝活动中，红馆大型
歌舞表演、维园航天科技展、中央图书
馆丝路国画展和两地摄影展是重头
戏。郑耀棠预计这些大型庆祝活动每
天会吸引数以万计的市民参与。他呼
吁市民别错过精彩庆祝节目，共度欢
乐节日：“想不想看送中国第一颗人造
卫星上天的火箭？机器人和真人羽毛
球比赛谁胜出？什么是航天飞机返回
舱？6月 29日到 7月 2日来维园吧，说
不定还能进返回舱里坐下，体验下做
航天员的感觉。”

他介绍，旁边中央图书馆能看
到当代名家画作，还有国画大师为
观众即场挥毫，这些都是免费的。
红馆一连五晚的大型歌舞表演也是
免费的，但是要门票入场，庆委会
于 6 月 20 日在港九新界多个地点派
发，市民在这些指定地点领取即可。

随着七一日渐临近，庆回归系
列活动不断升温，好戏连台。

上图：庆委会将在全港各区举
办530多项庆祝活动。

曾庆威摄 （图片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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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相融 共谋福祉
——第九届海峡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钟自炜

民进党执政满周年，台“交通部观光局”近
日公布来台旅客人数统计，一年来大陆游客减少
了 145.6 万人次，观光收益锐减 700 亿元 （新台
币，下同）；而当局推行的“旅游新南向”，为台
湾增加了 30 万人次，收益约多 77 亿元。一来一
去，总观光收益减少了623亿元。

业者：快要活不下去了

统计显示，去年 5 月蔡英文上台至今年 4 月
底，赴台陆客人数为 287.4 万人次，较同期大减
145.6万人次。

在过去的统计中，大陆游客在所有赴台观光
客中日均消费排名中位居榜首。此次“观光局”
统计则显示日本游客排第一，每人每日消费金额
为227.59美元，而大陆游客排第二，为227.58美
元，比日本游客恰好低0.01美元。

大陆游客在台湾平均停留7天，这一年台湾航
空、饭店、餐饮、免税店、游览车、卖店、夜市摊贩等
各类观光业者，共流失700.4亿元的观光收益。

上周，岛内游览车业者号召召集上百辆游览
车到“交通部”抗议。业者表示因大陆游客减少
生意惨淡，“已经快活不下去”，要求台当局将老
旧车辆以市价买回去。

官员：两岸关系不佳所致

台当局官员说，因为两岸关系不佳，大陆游

客减少来台，这一两年纷纷转往新加坡、马来西
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旅游。目前
团客和个人游的陆客每天限额各为5000人，但实
际来台人数团客为限额的四成，个人游为限额的
五成。

官员坦承，陆客来台人数锐减与两岸关系陷
入冰点有关，除了大陆官方不再鼓励民众来台旅
游外，大陆不少民众对于台湾有人不欢迎陆客，
颇为反弹，决定以实际行动抵制。即使“观光
局”通过网络宣传，邀请大陆网红来台旅游上网
大力宣传，效果依然有限。

去年，岛内绿色团体在网上发布广告，指大
陆游客不来，还台湾一个清净；“火烧车”事件
造成24名大陆游客死亡，蔡当局冷漠处理，一些
绿营网民幸灾乐祸发表恶毒言论；台当局官员表
示一个德国游客相当于 11 名大陆游客。种种事
情，让大陆游客赴台意愿进一步降低。

“新南向”：扬汤止沸聊胜于无

今年2月，民进党当局曾庆贺2016年赴台人
数创新高。实际上，这个“新高”完全是马英九
当局的功劳。统计显示，马英九任期的最后一年
2015年 5月到 2016年 4月，大陆游客赴台人数达
433万人次，超过 2015年的 418.4万。分析认为，
这主要是大陆民众知道台湾即将政权轮替，所以
抓紧时间赴台旅游，尤其是去年 1 月到 4 月，大
陆游客团抢着赴台的现象十分明显。

蔡英文当局全力推动“旅游新南向”，锁定
菲律宾、越南、文莱、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
等东南亚及南亚国家。蔡英文上台前一年，这些
国家赴台旅客数为65.9万人次，放宽后这一年增
加到96.1万人次。

此前，蔡当局宣扬东南亚游客增长达五成，
但这五成实际上也就是30万人次，远远无法填补
大陆游客减少的缺口。台“观光局”以东南亚旅
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费 170 美元、平均停留 5 天来
计算，这一年增加了77.3亿元的观光收入。跟大
陆游客减少所致的经济损失相比，“新南向”只
能填补大窟窿的1/10而已。

（本报台北6月22日电）

本报台北 6月 22 日电 （记者王
平、江琳） 中国银行台北分行今天举
行2017年银企合作座谈会，邀集台湾
银行和金融业同仁共聚，庆祝中行台
北分行开业5周年。

中行台北分行于 2012年 6月 22日
在台北开业，成为首家在台开业的陆资
银行。5年来，分行各项业务快速发展。
截至2017年4月末，台北分行资产总额
251亿美元，连续 4年在台湾 29家外资
银行和陆资银行中排名第一。

中行台北分行经授权担任台湾地
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截至 2017 年 3
月底，台北分行已累计办理人民币清
算业务 115 万笔，收付总金额 15.5 万
亿元人民币，其中两岸跨境清算61万
笔，金额0.9万亿元人民币。

2014 年 1 月，中行台北分行启动

人民币现钞调运及收付业务，在两岸
间建立了人民币现钞供应与回笼直接
管道，相关业务不再绕经香港，降低
了参加行的汇兑成本、汇率风险和现
钞调运费用。截至 2017 年 3 月底，服
务台湾地区32家参加行，累计运送人
民币现钞近70亿元。

中行台北分行行长蔡荣俊介绍，
分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
先后为台湾高雄气爆、新北市粉尘爆
炸事故等捐赠新台币 926 万元。中行
台北分行致力于推动两岸交流，除了
赞助一系列两岸经济金融类论坛活动
外，近两年还配合总行安排 115 位台
湾大学生到中国银行大陆分支机构进
行暑期实习。岛内年轻人对这个实习
项目反应热烈，光是去年报名人数就
达1200多人。

大陆游客减145万 “新南向”无力回天

台湾观光业一年损失600多亿
本报记者 王 平

上周，岛内旅游业者开游览车在“交通部”
附近抗议。 图片来自网络

本报香港 6月 22 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特区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2日公布新一届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
员名单。新一届行政会议由政治委任
制度下的16位主要官员及16位非官守
议员组成。他们的任期将从 2017 年 7
月1日开始。

16 位非官守议员为陈智思、史美
伦、李国章、周松岗、罗范椒芬、林
健锋、叶国谦、张宇人、廖长江、任
志刚、叶刘淑仪、汤家骅、黄国健、
林正财、刘业强及张国钧。陈智思将
担任新一届行政会议的召集人。

新一届行政会议的 16 位官守成
员，即新一届特区政府的 3 位司长及

13位局长，已于21日公布。
林郑月娥表示，行政会议成员是

行政长官最重要的政策顾问。我感谢
16位非官守议员接受我的邀请，出任
行政会议成员。他们各人在不同范畴
拥有丰富经验，我深信他们的真知灼
见，能够协助我作出重要的政策决定。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区行
政会议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的机构。
行政会议的成员由行政长官从行政机
关的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和社会人
士中委任，其任免由行政长官决定。
行政会议由行政长官主持，其成员的
任期应不超过委任其的行政长官的任
期。

香港历史博物馆将于7月2日至10月9
日举行大型展览“万寿载德——清宫帝后
诞辰庆典”，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
年。香港历史博物馆日前安排新闻界访摄
展品开箱情况。

大图：香港历史博物馆开箱布置展品
“铜镀金双龙钮云龙纹编钟”。

小图：重 点 展
品 《崇庆皇太后万
寿图》卷。

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摄

清宫帝后诞辰庆典展品香港开箱清宫帝后诞辰庆典展品香港开箱
林郑月娥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
新 一 届 行 政 会 议 成 员 名 单

中行台北分行庆祝开业5周年

本报台北 6月 22 日电 （记者江
琳、王平）“台版图书展区首次开放零
售，便利大陆读者参观选购台湾原版
图书。”这是记者 22 日在海峡两岸图
书交易会 （简称“海图会”） 台湾招
展说明会获知的消息。

“海图会”是两岸最具影响力的出
版交流合作平台。第十三届“海图会”将
于 10月 13日至 15日在厦门举办。此次

“海图会”展场总面积30500平方米，将
邀请大陆 400 家出版社及相关产业机
构和台湾150家以上出版机构参展，参
展图书将达到20万种70万册。

据介绍，本届“海图会”将突出
两岸图书嘉年华特色。展区首次设立
台湾绘本馆、少儿图书展馆、立体书

馆等，同时，台版图书展区首次开放
零售，便利大陆读者参观选购台湾原
版图书，现场还将用音乐+阅读的交
互场景，吸引不同年龄的读者群体参
与互动。

招展会现场，许多台湾出版机构
纷纷抢先报名预定展位。“今天招展会
召开前，就已有50多家台湾出版社报
名参加。”台湾图书发行协进会理事长
林敬彬介绍。

前 12 届“海图会”，两岸参展出
版社累计 6000 余家 （次），参展图书
累计达到130余万种832万册，实现图
书销售采购3.7亿元人民币码洋，达成
图书版权贸易 2010项，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海图会”将开放台版图书零售“海图会”将开放台版图书零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