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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艳 陈泥 何无痕 汤海波
谢嘉迪 薄洁 通讯员 汪桢

第十五届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前景光明，国家
好，民族好，两岸同胞才会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在我市各级各部
门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重要精神，以
实际行动落实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倾力服务台企台胞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张国钧表示，厦门市税务局将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充分发挥“敢闯
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不
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倾力打造服务台企
台胞“第一税务专席”，为其深耕大陆市场
提供更多税惠支持，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
共享大陆发展机遇和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鼓舞人心，作为
人事人才工作者我们倍感振奋、深受激
励。”市人社局职称管理与专家服务处处长

罗莉说，他们将把习近平总书记贺信重要
精神转化为对台工作改革创新、奋发作为
的动力，进一步加大台湾同胞职业资格采
认和台籍博士进入我市博士后工作站的工
作力度，努力为台湾同胞来厦创业就业提
供便利，为厦门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
园的“第一站”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持续提升对台航运服务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在厦航干部职工
中引发热烈反响。对于贺信中指出的“扩
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厦
航干部职工始终牢记于心、落实于行。一
直以来，厦航积极发挥地缘人文优势，通
过招收台湾地区乘务员、开通更多两岸航
班航线、为两岸旅客出行活动保驾护航等
举措，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厦航表示，今后还将走在深化两岸交
流的最前沿，持续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为推动两岸民心相通、心灵契合作出
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对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
领域融合发展的高度重视，这让厦门港全
体干部职工更加坚定了推动两岸海运直航

业务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厦门港务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划运营部总经理陈赟
说，两岸实现“三通”十五载，厦门港“对台
经贸交流桥头堡”的定位越来越明晰，并且
未来可期。厦门港拥有厦金航线、厦台客
货滚装航线和厦台直航货运航线等多项服
务内容，已成为两岸客货往来最便捷、台胞
出入境人数最多的“黄金通道”。

截弯取直的海运直航，不仅缩短了两
岸民众的距离，更带来了“人流”“物流”“资
金流”的互动大潮。不久前，两岸航运交流
再进一步。厦门港开通首条“三通”跨境电
商快线，“夕发朝至”台北港，费用仅为空运
的四分之一。在这条航线的支持下，台湾
同胞通过电商平台，可轻松购买到大陆生
产的优质商品，到货快、运费低，因此很受
欢迎。

“两岸融合必定是大势所趋，势不可
挡。”陈赟说，作为大陆对台的最前沿，厦门
港要好好把握时代的发展机遇，勇于迈出
更大步伐，进一步扩大“三通”的外溢效应，
比如，完善两岸海运网络，拓宽、提升市场
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对台航运服务水平，推
动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融合、大发展”
再度迎来崭新局面。

打造“闽台同心”边检通关保障品牌

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承担两岸空中、海
上直航和全部4条两岸“小三通”海上客运
航线边防检查任务的边检机关，厦门边检
总站表示，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重要精
神为遵循，充分发挥对台近台特色优势，深
化打造“闽台同心”边检通关保障品牌，持
续优化12367服务平台闽南话话务服务，
靠前高效服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坚持在增进台胞福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
契合上先行先试，争当建设台胞台企登陆
第一家园“第一站”的排头兵，为扩大两岸
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贡献福建边
检的智慧和力量。

高崎边检站民警职工在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贺信后倍感振奋。他们表示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重要精神，充分
发挥边检机关职能作用，主动支持回应两
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各领域融合发
展需要，积极探索对台先行先试政策，高效
便捷做好边检通关保障，助力打造两岸共
同市场、共同产业、共同家园，促进两岸同
胞心灵契合。

文/本报记者 詹文
图/本报记者 许秋珩
在昨日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

之武术论坛，来自台湾台中的陈文挺，现
场展示了一段他在大陆学武的成果。

“我打小就不争气，又瘦又小、体弱多
病，父母决定送我去习武强身，万万没想
到，一入师门，改变一生。”陈文挺回忆起小
时候，“我的师爷是山东青岛的武师，后来
迁居台湾开了武馆传授武艺。”

在陈文挺印象里，“师爷不善言辞，从
不跟我们提老家的事儿，但他的山东口音
从没变过。在师爷家，我常常可以吃到山
东大馒头，真的很香。”

14岁那年，陈文挺和师爷上山练功，
“师爷忽然对我说：文挺啊，我怕是没能再
回家了，如果有机会，要把我教给你的功
夫带回大陆。我虽小，但至今都能记得，
师爷的口气是那般无奈。我忽然明白，那
不变的乡音、最爱的山东大馒头对师爷来
说意味着什么，那是他魂牵梦萦的乡愁。”

师爷的嘱托，在陈文挺儿时的心里扎
下了根。“从那以后，我每天认真习武，从
14岁到21岁，上学前、放学后都会自觉练
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从不曾忘师

爷的嘱托，回大陆，传功夫！”
2003年，陈文挺如愿来到大陆发展，

一边从事职业经理人工作，一边继续精修
武艺，2008年又前往石家庄拜师学艺。
如今，他在武汉，像师爷那样开了武馆，早
上会和团队一起带社区的爷爷奶奶公益
练习八段锦养生，傍晚带着小学生习武练
拳。“今年，我有一个小目标，把台湾练习
传统武术的青年请到武汉来。台湾的武
术是大陆传过去的，我希望能搭起两岸武
术界的一座桥梁，两岸共同把咱们老祖宗
留下的好东西传承下去。”

本报讯（记者 詹文）昨
日，作为海峡论坛的配套活
动之一，海峡两岸青少年新
媒体论坛之武术论坛在厦门
广播电视集团1000平演播
厅举行，近400名两岸同胞
与会，畅谈武术牵起的两岸
情。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
周，市领导王雪敏等嘉宾出
席。

活动以“习武修德 融通
未来”为主题，通过两岸武术
界人士和爱好者的表演、分
享和访谈，展示两岸同根同
源的武术文化以及两岸武术
爱好者交流、融合的硕果，并
针对两岸青少年如何“融通
未来”展开探讨。

论坛分为四个篇章。第
一篇章“破冰”，1993 年 6
月，嵩山少林寺武僧团访问
台湾，开启两岸武术交流的

“破冰之旅”。如今，以少林
功夫为媒介和桥梁的交流，
在两岸如火如荼开展。第二
篇章“融合”，讲述两岸武者
的融合故事，第三篇章“斗
阵”讲述闽台宋江阵团队携
手传承非遗的故事，第四篇
章“逐梦”讲述武术的传承与
发展。

论坛现场，闽台宋江阵
团队线下牵手，带来表演
《“武”动两岸》。论坛尾声，
由两岸同胞组建的厦门黑猫
乐队，带来武侠歌曲串烧，将
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聚力献策
打造厦金共同生活圈
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建设厦金

共同生活圈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叶舒扬）昨日，第十五届海峡

论坛·建设厦金共同生活圈论坛在湖里区闽台文
化交流馆举行。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市政协
副主席李钦辉，金门县副县长李文良等出席。

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社团
负责人、青年学生、在厦台胞、两岸媒体等各界嘉
宾共180余人参会。

本次论坛分为主旨演讲、论坛对话、参访交
流三个部分。在主旨演讲部分，与会嘉宾从建设
厦金共同生活圈的战略意义、机遇挑战、制度创
新、推进路径、先行先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等方
面进行探讨。两岸专家学者和民间组织负责人
还分别围绕“厦金共同生活圈与两岸融合发展”

“厦金共同生活圈与两岸共同市场”“厦金共同生
活圈与两岸心灵契合”“厦金共同生活圈与厦金
交通一体化”四个议题进行对话交流。

本报记者 詹文
30年前，5岁出头的释小龙，随嵩山

少林寺武僧团访问台湾。模样可爱，会
耍刀枪棍棒的他，被台湾导演一眼看中，
与台湾小童星郝劭文搭档出道拍功夫电
影《旋风小子》，从此风靡两岸。

昨日，已过而立之年的“功夫小子”
释小龙，在厦门出席海峡两岸青少年新
媒体论坛之武术论坛，忆起当年、再谈武
术，感慨颇深，“那段跨海缘分，深深影响
着我的创作和生活。”

出身武术世家的他，两岁就跟着父亲
习武，因为住在少林寺旁，便到少林寺拜
师学艺。自称“武术功夫已经融入我人
生”的释小龙，出道后，一直从事动作电
影，如今正向导演转型，《逃学神探》是他
导演的处女作，特地找来老搭档郝劭文再
演“难兄难弟”。这么多年，在释小龙的合
作伙伴里，有许多台湾同胞。他说：“大家
相处得就像一家人，经常有台湾的武术爱
好者和我聊得很开心，他们希望能更多了
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也希望能和更多台
湾同胞面对面交流。”

嵩山少林寺武僧团1993年的那次台
湾之行，开启了两岸武术交流的“破冰之

旅”。不仅释小龙与对岸结缘，许多台湾
武者也跨海过来寻根少林，弘扬中华武
学。

释延斌法师是当时武僧团中的一位，
他仍记得当时的场景：“我们在台湾各地
表演少林功夫，造成很大的轰动，走到哪，
台湾同胞都能叫出咱们的名字，河南同乡
会的很多老人握住我们的手说‘家里来人
了’。”每次表演后，有很多粉丝找他们签
名合影，要求留电话，说以后要来少林寺
拜师学艺。台胞林胜杰就是其中之一。

林胜杰 5 岁开始习武，功夫练得越
多，他对少林功夫的热爱就越深。2004
年，林胜杰背起行囊，跨越海峡到嵩山少
林寺拜师，成为两岸开放交流后，嵩山少
林寺的第一位台湾弟子。学成返台，林
胜杰在台湾创立释门少林功夫团，招收
弟子、推广武术文化。

一个个“江湖故事”的背后是两岸情
缘。昨日在厦门，释延斌、林胜杰这两位
同门弟子，跨越海峡再次相见。“每次回
到大陆，每次回到嵩山少林寺，每次见到
同门师兄弟，我都感觉自己回家了。”林
胜杰说起在少林寺学武的时光，一时哽
咽。

以“狮”会友
传承民俗文化

两岸龙狮民俗文化交流会上演
本报讯（记者 应洁）锣鼓喧天,祥

狮起舞。昨天上午，第十五届海峡论
坛·海峡两岸同根文化艺术节“龙狮同
源 血脉同根”两岸龙狮民俗文化交流
会在集美塔拉开帷幕。

台湾狮头旺民俗技艺发展协会、厦
门市龙狮运动协会、集美区龙狮运动协
会、中华青年技艺促进会等多支两岸龙
狮队伍轮番登台展演技艺、切磋交流，
共同传承推广中华龙狮文化。

据介绍，台湾狮艺与闽南一脉相
承，原汁原味的“闽南狮”传入台湾后，
又与当地风土人情相融合，衍生出台湾
的狮文化。

两岸千名后裔
共祭开漳圣王

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第九届海
峡两岸（福建云霄）开漳圣王文化节
启动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 通讯员 郭
扬）昨日上午，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第九届海峡两
岸（福建云霄）开漳圣王文化节，在漳州市云霄县
将军山公园开幕，来自两岸的1000多名开漳圣
王后裔共祭开漳圣王陈元光。

本届开漳圣王文化节以“根系开漳情、福泽
两岸亲”为主题，精心策划推出16项节庆项目，
涵盖产业对接、文旅交流、食品展销、祭祀民俗等
领域。云霄、台湾两地代表达成开漳圣王信俗文
化研讨合作意向，双方将携手推动开漳圣王文化
研究与传播走向深入；“茶香两岸”茶企对接成果
丰硕，两岸多家茶企达成茶文化交流和经贸合
作；“云霄味”十佳伴手礼奖项新鲜出炉，多款富
农兴村的优质地标产品推出市场，打响“全国地
标第一县”金字招牌。

对接企业需求
促成合作签约

第十九届海峡两岸信息化论坛
暨海峡两岸数字经济项目对接洽谈
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黄琬钧）昨日，第十九届海峡
两岸信息化论坛暨海峡两岸数字经济项目对接
洽谈会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及洽谈会通过对
接企业需求，解读当前产业政策和技术发展趋
势，举行产业对接洽谈、项目合作签约等，深化和
推进两岸科技社团和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
动两岸数字经济和人才融合发展。

昨日，共有5个合作项目在开幕式上签约。
两岸16家科技社团签约共建海峡两岸数字技术
学会联合体，以“优势互补、跨建联合、协同创新、
融合发展”为宗旨，发挥学科优势，建立友好合作
关系，搭建创新服务平台；福建省数字经济企业
商会、台湾人工智能发展协会就“企业数字人孪
生应用”进行合作签约；厦门市信息协会、台湾物
联网协会就推进“闽台元宇宙与物联网创新服务
中心”进行项目共建和合作签约；飞玲龙文化传
媒（厦门）有限公司、厦门海峡链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玩链科技有限公司就构建“两岸元宇宙数智
服务平台”进行合作签约；台湾云领科技有限公
司与厦门海峡链科技有限公司就科技成果转化
与技术咨询服务进行合作签约。

据悉，海峡两岸信息化论坛已成功举办了
18届，共促成合作项目109个，项目投资总金额
达43.8亿元人民币。

专家学者聚厦
纵论海洋发展

海峡两岸互联互通与海洋工程
研讨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 林桂桢）昨日，2023海峡科技
专家论坛“海峡两岸互联互通与海洋工程研讨
会”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开幕。

两岸海洋和交通科技界的140多名专家学
者、科技工作者代表及企业高管以“大交通大海
洋，新时代新融合”为主题，围绕两岸海洋发展和
互联互通课题，聚焦航海、水产、海洋、造船、公
路、交通和港口等领域，以主旨报告、专题演讲等
方式开展交流研讨。

厦门大学教授柴扉，台籍专家、福建工程学
院交通运输研究所所长吕英志，台湾中山大学项
目研究员田文敏和福建省高速公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生分别作了主旨报告。

研讨会期间，两岸专家还参与了科技志愿服
务活动及海峡两岸海洋科技学会联合体签约仪
式。

文/图 本报记者 翁华鸿
前日，在2023海峡职工论坛会场外

的展示专区，围着头巾的台湾大漆艺人黄
守堃，一会儿忙着和山东刻瓷大师切磋交
流，一会儿为参加论坛的嘉宾讲解漆艺。
在论坛的职工技能展示环节，他还与福建
寿山石雕刻匠人同台现场雕刻展示。

“太难得了，能一次结识这么多非遗
传承人，赶紧都加上微信方便以后联系。”
黄守堃说，他在本次论坛收获颇丰。此次
他带来的福州漆艺与德化白瓷技艺相结
合的观音雕塑《观漆》，受到了很多人的喜
爱。

祖籍福建、来自台湾台中的黄守堃，
从1999年开始接触大漆，在台湾唯一的
漆艺博物馆学习，也承担讲解工作，曾接
待不少从大陆前往参观交流的漆艺大
师。2017年，他来到福州并成立漆艺工作
室，全身心投入漆艺的研究与创作。2021
年，他入选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项目市
级传承人。

黄守堃尝试将漆艺与陶器、软木画、
牛角梳、竹笛等物件相结合，创作出不少
别具风格的漆艺作品。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陈明良创作了一幅观音雕塑，却因烧制

火候的差错而呈“低头”的状态。黄守堃
从中得到了设计灵感，他将观音雕塑的裙
袂以漆装饰，使得填漆处恰好在观音像的
视线内，并将作品取名《观漆》。

黄守堃说，《观漆》是他探索两岸“非
遗”技艺融合的诸多尝试之一。他还会持
续探寻不同非遗技艺的融合，在传承中不
断创新发展漆艺创作。接下来，他计划与
大陆木雕、建盏、白瓷等方面的工艺大师
合作，将多种工艺在一个茶盘、一尊瓷像、
一个摆件中融合，让传统技艺焕发出生机
和活力。

台湾大漆艺人黄守堃：
探索两岸“非遗”技艺融合

牢记嘱托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五届海峡论坛致贺信在我市各级各部门引发热烈反响

台湾武术爱好者陈文挺：
不忘师爷的牵挂，回大陆传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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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故事”背后的两岸情缘

同步

在海峡两岸青少年在海峡两岸青少年
新媒体论坛之武术新媒体论坛之武术
论坛上论坛上，，嵩山少林嵩山少林
寺武僧团带来武术寺武僧团带来武术
表演表演。（。（本报记者本报记者许许
秋珩秋珩 摄摄））

黄守堃陈文挺

▼▼交流会上，台湾狮头旺民俗技艺
发展协会带来了展演节目《祥狮献
瑞》。（本报记者 黄晓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