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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俱老矣，自问老何如”，当代两岸大学
生养老问题调研成果汇报会日前在福建泉州举
行，来自两岸的60余名大学生通过话剧和报告的
形式，直面两岸养老问题的现状，并展示他们 7
月间的泉州调研成果。

两岸年轻人关注养老

“透过两岸年轻人的关心，把他们的年轻朝
气和创意融入到养老生活环境中，希望他们毕业
之后能对这个议题持续关注，跨领域进行结
合。”台湾康宁大学校长黄宜纯说，两岸的生活
习惯和语言相近，在养老和生活水平提升方面有
诸多合作的空间。

根据四川大学的调研数据分析显示：80%的
大陆年轻人认为不会把父母送到养老院，而70%
的台湾年轻人则认为视情况而定。台湾南台科技
大学学生黄育婷说，在泉州调研过程中，大家发
现生活在泉州的老人根据贫富的不同，对养老的
观念和资源需求也不尽相同。“老人不管经济好
坏，他们对物质需求很低，最主要是心理的孤寂
感，需要被关爱、需要朋友和家人，专业服务可
能只是辅助，他们更需要的是生活。”

台湾海基会前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表

示，养老问题是现在两岸亟待解决的问题，两岸
大学生选择这一议题进行调研十分有意义，在养
老事业方面，两岸各有所长，应该加强交流；同
时，开展这一调研活动，能有效推动两岸青年大
学生互相交流、认识和理解。

两岸养老观念基本相同

两岸都进入老年化时代，两岸都是中国人，
老人们在养老上都有基本相同的养老观念，从现
实看，居家养老可能是目前两岸老人都最能接受
的一种方式。

台湾育达科技大学时尚造型设计系学生江巧
伦说，两岸大学生在泉州街头访问时，问了很多
老人与年轻人对未来理想养老的方式和对养老院
的想法与看法，大部分的老人听到养老院都是很
反感的。因为在传统理念里，把老人家送进养老
院是一件很不孝的事情，所以大部分的老人家都
不愿意进养老院，“这一点两岸太像了。”

江巧伦说，自己主要的调研是参访养老院，
第一家养老院设施很完善，但有点冷清，其价格
不是每位老人都能够负担的；第二家养老院则以
照顾失智与失能的长者为主，这里的老人会比其
他养老院缺少些自由；第三家养老院则是社区型

养老院。“这家养老院是我看到笑容最多的养老
院，因为是一个社区集资打造的养老院，可能都
是左右邻居一起相约进去的，所以进养老院的老
人之间不仅没有隔阂，反而还很开心，可以一起
聊聊天，一起运动，而且养老院的费用也不会很
贵。”

交流改变台生对大陆印象

据了解，参与本次调研活动的台湾大学生中
有七成是首次来大陆，在短暂的调研过程中，两
地大学生也进一步认识和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黄育婷开心地说，“10天的相伴，彼此之间
有竞争、有帮助，让大家收获了许多感动。”

台南护理专科学校老人服务事业科学生陈琦
方说，“大陆同学们都很厉害，他们思维清晰、
条理分明，而且口才很好。两岸间交流的意义不
仅仅是学术上的交流，更多的是彼此互相学习，
以及人与人之间心的交流。”

台南护理专科学校学生李宜蓉说，所谓人外
有人，天外有天，通过这次交流，深刻体会到我
之前目光有多么浅短，能力有多么不够。我期许
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大陆看看，见见世面，感
受大陆发展和大陆同胞对台湾的友善和亲切。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申领发放办法》，并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消息
传出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记者就此采访多
位台商、台生及长期致力推动两岸交流的专家学
者，大家表示，这项政策是大陆便利台湾居民在
大陆创业、就业、学习、生活的重要措施，展现
了大陆为落实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解
决实际问题的诚意与善意。

体现“两岸一家亲”

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理事长庞建国表示，这
次开放台湾同胞申请18位号码的居住证，是继国
台办等部门出台“惠台31条”、取消台湾同胞在大
陆就业许可事项之后，对同等待遇进一步的落实。

“去年 10月，中共在十九大就提出，要提供
到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的台湾同胞与大
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促进
心灵契合。包括这次居住证政策在内的近期一
系列惠台政策，都让台湾各界感受到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的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
机遇的诚意。”庞建国观察认为，台湾民众特别
是年轻族群对此相当有感，有不少人甚至因而改
变了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从今年暑期台湾青年
学生到大陆企业实习和到大陆参访交流的风潮，
就可见一斑。

台湾知名律师许文彬认为，开放台湾同胞申
领 18 位号码的居住证政策，让在大陆居住、就
学、就业的台湾人获得了与大陆居民相同的公共
服务及各项便利。“这项便民惠民措施，将大大

提升民众福祉。”许文彬说，他了解到台胞可以
持居住证在大陆办理网上购票、自助取票、旅馆
住宿、金融业务等事项，如此更体现了“两岸一
家亲”的现实内涵。

解决很多实际问题

在武汉创业、从事文化交流的台商邹佩育
的朋友圈里，这两天全是转发居住证政策相关
新闻的链接。“这是大家期待的，是为我们谋福
利的实实在在的便民惠民措施，满足了我们在
大陆居住、就业、创业、学习、出行的便利需
求。以往遇到的一些在网络上办理购票、自助
取票、旅馆住宿、银行、保险、证券、购物业
务等不太方便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解决了。”她
笑着说，9 月 1 日开始开放办理的时候，要跑步
去申请。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申领居住证
后，她和大陆的朋友就更像兄弟姐妹一样，享
有同等待遇了。

在北京清华大学攻读博士的罗鼎钧对居住证
最大期待，就是方便在大陆坐火车和搭飞机。

“以前我都是上网预订后，去车站取票或是去代
售点拿票。”而这次居住证政策，是大陆对“惠
台31条”的深化，也是对落实同等待遇的完善。

“希望以后我坐动车，可以跟大陆同胞一样直接
刷证进站了！”罗鼎钧兴奋地表示。

据记者了解，目前，银行、电信、铁路、
民航、旅店等领域已经普遍配备了居民身份证
的阅读机具，港澳台居民办理居住证后，可以
通过现有的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进行快速核

验，方便使用。

期盼已久的好政策

厦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说，长期以来，台
胞证因其证件号码位数无法与大陆诸多公共服务
匹配，给台胞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台湾
居民居住证则从技术上，确保了在社会公共服务
系统中用于识读身份证的所有终端和设备都能识
读它，并无缝对接，具备了台胞证目前无法实现
的许多功能，这是台胞期盼已久的好政策。

台湾屏东科技大学副教授林信雄指出，18位
号码的居住证等同大陆居民待遇，对台湾同胞赴
大陆创业、就业、求学或依亲的民众与年轻人有
非常实质的用途。他表示，这项政策将有利于推
动两岸交流，加速两岸融合，也是惠台政策落实
以来的更完善配套。

近日，台湾媒体也对台胞可在大陆申领居住
证的消息给予高度关注。记者注意到，多家岛内
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

中时电子报采访了多位在大陆发展的台湾教
师、学生和青年，他们认为大陆推动台胞居住证的
意义在于“打通任督二脉”，让台胞在大陆的工作
生活迈入新的里程碑。联合新闻网引用岛内学者
观点指出，申领居住证将会进一步让已经在大陆
就学、就业的台湾民众产生在大陆长期居留的想
法。东森新闻云还全面解读了台胞关心的“居住证
和台胞证有何区别”“如何申领”及“享受哪些便
利”等细节问题，让台湾民众一目了然。

（本报台北8月19日电）

台湾各界点赞大陆惠台最新举措

展现“落实同等待遇”诚意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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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近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申领发放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
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认真贯彻执行。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
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为便利港澳台居民在内地
（大陆） 工作、学习、生活，保障港澳台
居民合法权益，根据 《居住证暂行条
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港澳台居民前往内地 （大
陆） 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
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
的，根据本人意愿，可以依照本办法的
规定申请领取居住证。

未满十六周岁的港澳台居民，可以
由监护人代为申请领取居住证。

第三条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登载的
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居住地
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指纹信
息、证件有效期限、签发机关、签发次数、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号码。

公民身份号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
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香港居民公民
身份号码地址码使用 810000，澳门居民
公民身份号码地址码使用 820000，台湾
居民公民身份号码地址码使用830000。

第四条 各级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协
调配合港澳事务、台湾事务、发展改
革、教育、民政、司法行政、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
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做好居住证持有
人的权益保障、服务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完
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管理信息系统，做
好居住证申请受理、审核及证件制作、
发放、管理工作。

第六条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有效
期限为五年，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签发。

第七条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采用居
民身份证技术标准制作，具备视读与机
读两种功能，视读、机读的内容限于本
办法第三条规定的项目。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式样由公安部
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制定。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统一制作。
第八条 港澳台居民申请领取居住证，应当填写 《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申领登记表》，交验本人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向居住地县级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指定的公安派出所或者户政办证大厅提交本人居住地住址、
就业、就读等证明材料。

居住地住址证明包括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产权证明文件、购房合同
或者房屋出租人、用人单位、就读学校出具的住宿证明等；就业证明包
括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其他能
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等；就读证明包括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
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就读的材料等。

第九条 居住证有效期满、证件损坏难以辨认或者居住地变更的，
持证人可以换领新证；居住证丢失的，可以申请补领。换领补领新证
时，应当交验本人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

换领新证时，应当交回原证。
第十条 港澳台居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住证，符合办理条件

的，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发放居住证；
交通不便的地区，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10个
工作日。

第十一条 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从事有关活动，需要证明身份
的，有权使用居住证证明身份，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拒绝。

第十二条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
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提供下列基本公共服务：

（一） 义务教育；
（二） 基本公共就业服务；
（三）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四）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
（五） 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
（六） 国家及居住地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
第十三条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在内地 （大陆） 享受下列便利：

（一） 乘坐国内航班、火车等交通运输工具；
（二） 住宿旅馆；
（三） 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
（四） 与内地 （大陆） 居民同等待遇购物、购买公园及各类文体场馆

门票、进行文化娱乐商旅等消费活动；
（五） 在居住地办理机动车登记；
（六） 在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七） 在居住地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请授予职业资格；
（八） 在居住地办理生育服务登记；
（九） 国家及居住地规定的其他便利。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在工作过程中知悉的居住证持

有人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五条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所持居

住证应当由签发机关宣布作废：
（一） 丧失港澳台居民身份的；
（二） 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
（三） 可能对国家主权、安全、荣誉和利益造成危害的；
（四）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被注销、收缴或者宣布作废的 （正常换

补发情形除外）。
第十六条 违反规定办理、使用居住证的，依照 《居住证暂行条

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居住证管理相关规定的，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首次申请领取居住证，免收证件工本费。换领、补领居

住证，应当缴纳证件工本费。具体收费办法参照 《居住证暂行条例》 的
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港澳台居民迁入内地 （大陆） 落户定居的，按照有关规
定办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港澳台居民”是“港澳居民”和“台湾居
民”的统称。其中，“港澳居民”是指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定居且不
具有内地户籍的中国公民；“台湾居民”是指在台湾地区定居且不具有大
陆户籍的中国公民。

本办法所称“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居民居
住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

本办法所称“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包括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五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第二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行政区域综合
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因素，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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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海
峡两岸青少年软式
棒垒球邀请赛近日
在福建福州举办，
共有来自海峡两岸
的17支队伍参赛。

图为福州市晋
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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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彭张青摄

海峡两岸青少年软式棒垒球邀请赛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