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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晓平
图/本报记者 黄晓珍
有的人通过工作认识大陆，台湾自

媒体作家郭雪筠则是从求学开始。2012
年，她辞掉台湾的工作，到北京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在大陆十余
年的学习生活中，她始终坚持在创作时

“写真实的两岸”，先后发表《台北女孩看
大陆》《我在北京》等作品，这也让她在昨
日的海峡青年论坛上获得阵阵掌声。

这几年，媒体人出身的郭雪筠最深
的感悟就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深入到各
个领域，新媒体正成为台湾青年了解大
陆的重要窗口。

10多年前，台湾同胞怎么知道大陆
的资讯？郭雪筠说，看电视新闻，看台湾
名嘴讲一讲，看商业杂志上报道的台商
故事，非常单向。

现在的年轻人广泛使用社交媒体，
台湾青年也一样。有的台湾青年，来到

大陆第一天，就开始用小红书、抖音等
App记录生活。

一次，有位台湾学妹问郭雪筠：“你
知道什么是梅花糕吗？”她说不知道，后
来，她在苏州吃到了。一些台湾乡亲，没
有来过大陆，却比她更了解大陆有哪些
小吃，是新媒体传递了大陆的饮食娱乐、
影视文化等信息。现在台湾青年来大陆
读书、工作、旅游，都是很平常的事。不
少台湾地区的高三学生填志愿，会选填
大陆院校。

郭雪筠说，她在创作中，坚持写真实
的两岸，把生活中碰到的、观察到的方方
面面，分享给读者。她喜欢在社交媒体
上和两岸青年互动，受到肯定和褒奖时，
会把评论截图。

她认为，台湾的年轻人，一代比一代
更了解大陆，更容易融入这里。“下一代，
会做得比我们这一代台湾青年更好，未
来是可期的。”

文/本报记者 郭睿
图/厦门市关工委 提供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昨日，第一次参加海峡论坛的厦门
理工学院文化产业与旅游学院台籍教师
赖钰匀，在第十五届海峡两岸关爱下一
代论坛现场吟唱起苏轼的《定风波》，这
是她在新北市福和初中读书时学会的，
也是她最喜欢的中华诗词之一。

“在我成长的20世纪80年代，台湾
地区非常重视诗词教育，也特别重视以
诗词教育来建构良好家风。”赖钰匀回
忆，她在牙牙学语时第一次接触中华诗
词，家中长辈常念唐诗宋词给她听。少
年时，她入读以“诗词吟唱”为特色的福
和初中，从家庭文化熏陶到校园系统学
习，中华诗词在赖钰匀心田“开出大大的
花”，并一路鞭策她从一场场语文竞赛中
脱颖而出，保送至台湾大学中文系。

2007年，26岁的赖钰匀完成在台湾
大学中文所的研究生学业，选择前往北
京学习中国近代史。在这座她从小向往

的城市，赖钰匀不仅收获了清华大学历
史系博士学位，也收获了一位湖北小伙
的爱情。2019年，赖钰匀和爱人把小家
安在了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在这里
工作生活四年，赖钰匀从自家孩子的成
长中感受到大陆对青少年传承中华诗词
的重视。“我的孩子在厦门读小学，学校
有大量的诗词教育。厦门也有很多面向
青少年的诗词活动，很多家庭也非常重
视通过传统诗词来教育引导下一代。”赖
钰匀不仅积极参与诗词活动，也尽己所
能把诗词教育融入她在厦门理工学院的
教学，开展更多诗词教育实践。

在厦门，赖钰匀的另一个收获，是见
证了不少两岸青少年间的国学交流活
动，比如两岸青少年闽南话诗词联读
等。赖钰匀说：“这些年两岸的国学活动
已经将两岸青少年紧紧连在了一起，很
多人都通过国学活动建立起多年的友
谊。希望未来我们能继续以中华诗词为
桥梁，让两岸同胞、两岸下一代的心灵紧
紧相契。”

文/本报记者 李晓平
图/本报记者 黄晓珍

“当你越过海峡，才知道世界有多
大！”昨日，在海峡青年论坛上，台湾青年
李伟国以自己在大陆创业7年的经历，深
有感触地说，台湾青年可以来大陆，共享
发展红利。这里市场很大，做生意没有

“天花板”。
论坛上，李伟国分享自己和大陆的不

解之缘。2008年，母亲带着他和弟弟第
一次来大陆和父亲过春节，感受到大陆更
宽广的天地。在台湾工作5年后，2016年
李伟国下定决心来大陆发展，大陆市场广
阔，他在各省市间穿梭，“跑都跑不过来”。

总结这几年在大陆的创业心得，李
伟国最大的感受是，跟着国家政策走，才
能下好“先手棋”。他尤其看好粤港澳大

湾区的未来，他所在的华灿工厂已在珠
海落地，同时进驻的台企已有近百家。
他说，粤港澳大湾区整合资源，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给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提供了
示范性样本，也为两岸青年勾勒出互联
互通、融合发展的美好蓝图。

李伟国说，两岸青年相互融合，才能
携手共创双赢。“两岸融合，有利于台湾
青年在大陆实现‘1+1>2’。”他说，扎根
大陆，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对自己的未来
有很大帮助。

去年，李伟国在大陆成立了自己的
品牌公司，结合本地产业，进行融合发
展。他在大陆的发展成就，让他妈妈很
是自豪。他说：“家人的鼓励是我前进的
动力，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和我一样，以
己为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研究节气文化
两岸有很好的
合作空间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

教授曾鸿阳：台湾和福建的
气候相似，两岸未来在推广
节气文化和气象预报，以及
两者相结合的服务方面，有
很好的合作空间。

闽南民间素有“真人
多风，妈祖多雨”说法，意
思是，吴真人生日这天常
有 大 风 ，而 妈 祖 诞 日 多
雨。有趣的是，台湾民间
也有“大道公风，妈祖婆
雨”的俗语。研究传承节
气、民谚等文化，无疑是两
岸加强气象合作的一个很
好立足点。

整理/本报记者 朱道衡

大陆之大
容得下台胞的
所有梦想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
院教授、国台办海峡两岸关
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朱松
岭：我们一直在推动“以通促
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推
动两岸不断深入发展。具体
说，“通”的是硬件、信息、市
场，“惠”是涉及台湾同胞同
等待遇相关法律法规，“情”
是对于台湾同胞的骨肉亲
情、对两岸和平的珍惜。

这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推
动，使得台湾青年来大陆发
展、扎根的信心更加坚定。
有一个台湾朋友问，大陆的
市场，可以容得下他们的大
大小小的梦想吗？我想，大
陆之大，可以容得下台湾同
胞的所有梦想。

整理/本报记者 李晓平

两岸青年
施展才华的
舞台很广阔
中国国民党青工总会总

会长廖怡琇：福建是大陆最
具发展活力的省份之一，尤
其是绿色经济、海洋经济、数
字经济、文旅产业等，为两岸
青年携手开创未来，提供了
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台湾这几年高度重视
文创产业发展，厦门有良好
的文创产业基础和扶持政
策，厦门的龙山文创园尤其
让我印象深刻。文创园由
工业旧厂房改造而来，是典
型的“退二进三”，目前不仅
园区内部，乃至周边环境都
十分优越、便利。

整理/本报记者 李晓平

厦门理工学院台籍教师赖钰匀：

中华诗词让两岸下一代心灵相契

在大陆创业台青李伟国：

越过海峡，才知道世界有多大

台青眼中的大陆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平）“少年仔，
逗阵行，唱出心中那首歌……”昨日，
在海峡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海峡青
年论坛上，三位台湾青年为海峡青年
论坛献上原创歌曲，迎来现场两岸青
年阵阵欢呼。

当主持人问他们歌曲寓意是什么
时，主创人员赖赖脱口而出：“我们在
一起，就会了不起！”他们是一群台湾
青年，因为在厦门集美城内村找到了

“家的感觉”，不约而同地选择留了下
来，并加入了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
又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走到一起，
抱团发展，寻找一种可复制推广的、由
两岸青年共同打造的乡村振兴模式。

他们在论坛中分享了在城内村与

当地青年、阿公阿嬷相处的点点滴滴，
通过改造古厝、推广文创、开发美食等
活动，进行乡村振兴的探索。赖赖说，
希望号召两岸青年跟村民一起，成为
乡村推荐官，透过以人为本的理念，去
挖掘更多的乡村故事。把两岸亲情，
把更多更真实的大陆故事、发展模式，
带回台湾。

“同根同源的我们逗阵来作伙（一
起来做伴），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瞎米
拢不惊（什么都不怕）……”黑猫两岸
青年文旅基地的代表赖赖、强森和大
头三人以轻快的歌曲结束分享。

除了音乐，还有一首诗也同样令
人难忘。“海天相连鼓浪情，峡湾串起
两岸心，论剑煮酒青年梦，坛席之间皆

英雄。”中国国民党青工总会总会长廖
怡琇也在海峡青年论坛上献诗一首。
从前两年的云端交流，到今年再次论坛
相见，廖怡琇盛赞海峡论坛强大的韧性
和生命力，尤其是论坛在两岸合作交流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据悉，海峡青年论
坛至今已成功举办21届，为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了生动的
青春力量。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昨日，
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的配套活动，
2023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在
厦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
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福建省政协
副主席黄玲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
辞，福建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曾智勇主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陈紫萱出席。

本次活动由中国残联主办，福
建省残联、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
会、厦门市残联等共同承办。两岸
残障人士嘉年华属于海峡论坛的
基层交流板块，至今已经成功举办
8届。此次主题为“扩大民间交流、
深化融合发展”，突出推动海峡两
岸残障事业融合发展，活动现场还
举办了“共促融合发展”签约仪式。

在主旨论坛上，中国残疾人艺
术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千手观
音领舞邰丽华等10名两岸知名残
障艺术家、爱心助残人士，围绕“共
创精彩人生”，从艺术人生、大爱无
疆、向上向善等方面展开深入探
讨。他们倾听彼此的声音、分享彼
此的故事，以心交心，增进了解，为
两岸残障事业交流注入了新活
力。当日下午，厦门市美术馆举办

“共享翰墨芬芳——海峡残障人士
书画艺术展”配套活动，展出两岸
残障艺术家及书画名家作品200
余幅。

活动进一步弘扬了残障人士
自强自立、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
传播文明理念，传递爱的力量，共
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 蔡绵绵）近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国豪主持召
开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
次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提请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的议题。

会议听取审议《厦门经济特区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修订草
案）》（一审）、《厦门经济特区禁毒
若干规定（草案）》（一审）、《厦门经
济特区国土空间信息管理若干规
定（草案）》（一审）、《厦门经济特区
斑马线安全管理规定（草案）》（二
审），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
2023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市本
级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2022年

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2022年度
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的审计工作、我市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情况、2022年我市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加强我市
特色高中建设发展情况、台资企业
转型升级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事
项等议题准备情况的汇报。

会议决定，将上述议题提请市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此次常委会会议将于本月
19日召开，会期两天。

本报讯（记者 朱道衡 通讯员
李冬梅 郑彬）昨日上午，作为第十
五届海峡论坛的配套活动，第十一
届海峡两岸民生气象论坛在厦门举
办。海峡两岸150多位气象专家、
学者围绕“深化气象交流，惠泽两岸
民生”主题，共享气象科技最新研究
成果，共商气象服务民生大计，共促
两岸气象融合发展。福建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德金，中
国气象局总工程师黎健，厦门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琛等出席活动。

本次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建平等专家大咖作主旨报告，两
岸气象界同仁交流灾害性天气的形
成机理，探讨提高气象监测预报预
警能力的有效办法、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研究应用以及气象科普资源开
发共享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同时公
布“两岸气象（风工程）标准共通试
点”项目阶段性成果，更多共识和成
果将更好赋能两岸融合发展。

台湾参会代表们纷纷表示，两
岸气象交流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事
情，在防御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
方面，两岸有着共同的科研话题和
服务目标，期待两岸气象科技交流
更加密切，共同为两岸民生福祉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

据悉，作为海峡论坛的配套活
动，11年来，海峡两岸民生气象论
坛倾心服务两岸同胞，已成为扩大
两岸气象交流、增进同胞亲情、凝
聚共识的重要平台。

本报讯（记者 林露虹）作为
第十五届海峡论坛配套活动，“海
峡金融论坛·台企发展峰会”昨日
在厦门举行。福建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郭宁宁，全国青联副主席陈
小艳，国台办经济局局长张世宏，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李明贵出
席论坛并致辞。

论坛以“服务台企台青、拥抱
绿色金融”为主题，吸引政产学界
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绿色金融赋能
台企发展新思路，探索全面注册制
下台资企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旨
在激发台企台青创新创业新活力，
助力台企台青融入大陆资本市场
新发展格局。

论坛上，福建省青年联合会向
金圆集团授牌“台港澳青年实习实
训工作站”。全国台企联青委会、

厦门市台协青委会、厦门银行、金
圆统一证券、启达台享、聚融壹家
台青基地6家单位联合签署合作
宣言，将从人才培养、活动组织、资
源整合等方面推动落实“台港澳青
年实习实训工作站”工作，致力打
造台港澳青年实习实训、创新创
业、就业生活“第一站”。

与此同时，金圆集团香港子公
司——金圆国际有限公司携手华
闽投资集团、高锋集团共同签署

“闽港台青年创业平台”及青创基
金战略合作协议，将通过“平台+
基金”，服务闽港台青年创新创业，
深化合作交流。

现场还举办“两岸上市公司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实
战探讨”圆桌沙龙，邀请嘉宾围绕
全面注册制的实施发表主旨演讲。

共促融合发展
共创精彩人生

2023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昨登场

激发台企台青
创新创业新活力

海峡金融论坛·台企发展峰会昨举行

交流气象科技成果
服务两岸民生大计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民生气象论坛昨举办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二十二次主任会议

◀扫码查看
台青表演视
频

（上接A01版）新获批7家国家企
业技术中心，目前我省共有78家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28家省级及
以上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
室）。培育形成4个国家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和17个省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

聚焦重大项目谋发展。1—5
月，158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占年度计划的49.9%；200个省重
中之重项目完成投资占年度投资
计划的49%。实现漳州奇美化工
年产18万吨PC项目、金门供水水
源保障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永泰

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全面投产发电，
漳汕高铁等一批重大项目前期工
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聚焦改善民生谋发展。省委
省政府2023年度29项为民办实
事任务扎实推进，重大疫情救治基
地、公办幼儿园质量提升、义务教
育提质扩容工程、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工程等项目加快建设。深化粮
食购销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和重点
领域价格改革，推进7个省级粮库
建设。7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4
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全面推
进，补齐全省优质医疗资源短板。

台青写歌献给两岸青年

“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青
春
跨
越
海
峡

台湾自媒体作家郭雪筠：

新媒体为两岸青年打开一扇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