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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梓桓是中国男子龙舟队陈梓桓是中国男子龙舟队
年龄最小的选手年龄最小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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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子龙舟队将派出14人的阵容参加亚
运会全部3个小项的角逐，其中包括2名替补队
员。而其中充当“指挥官”角色鼓手的正是来自
厦门不满16岁的小将陈梓桓，陈梓桓也是亚运会
中国龙舟男队年龄最小的选手，他到今年12月才
满16周岁。

据陈梓桓的皮划艇教练、2017年全运会福建
首金得主黄永泽介绍，参加亚运会龙舟比赛的中
国男队，有8人来自福建激流回旋皮划艇队，除了
陈梓桓是鼓手外，其余7人都是划手。在龙舟队的
12人阵容中，除了1名鼓手和10名划手外，还有1
名舵手。

这是龙舟第三次进入亚运会，在2010年广
州亚运会和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龙舟
队一共获得5金2银2铜。中国男队参加200米、
500米和1000米3个小项比赛的鼓手陈梓桓，曾
经获得省运会激流回旋皮划艇团体冠军和全国
冠军赛U19激流回旋单人皮艇冠军。黄永泽对
弟子的评价是非常灵活。亚运会后，陈梓桓仍将
回归主项激流回旋皮划艇。

这是1997年10月出生的葛曼棋
第二次亚运之旅，2018年雅加达亚运
会，葛曼棋与队友摘得女子4×100
米接力亚军，葛曼棋希望在家门口把
亚运会的奖牌颜色换成金色。同时，
葛曼棋也希望在其参赛的女子100
米比赛中创造佳绩。

作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
晋级女子100米半决赛的中国
选手，葛曼棋在东京奥运会上
还与队友一起跑出了2021年
中国队赛季最好成绩 42 秒
71，获得中国队史上最好的第

6名。
今年7月的亚锦赛，葛曼棋与队

友获得女子4×100米接力冠军，并
以11秒40的成绩获得女子100米季
军。8月6日，葛曼棋获得成都大运
会女子4×100米接力冠军。9月2
日，葛曼棋回到厦门，角逐世界田联
钻石联赛垫场赛女子100米专业组，
以11秒33获得冠军。

某种意义上而言，杭州亚运会就
是葛曼棋的练兵场。她非常渴望在
亚运会上能达到巴黎奥运会的参赛
标准。

同为1997年出生，与葛曼棋一同参加东京
奥运会，静水划艇选手林文君虽然5年前就出现
在雅加达，但是她当时并未参赛。5年之后，林文
君格外看重她的亚运会首秀。

出征亚运会前，林文君拿下了2023静水皮
划艇世锦赛2金1铜，为中国队赢得了一个奥运
会参赛席位。随后，林文君在皮划艇世界杯比赛
中，首次夺得女子200米单人划艇金牌。

世界冠军出征亚运会，林文君期待能站到最
高领奖台。她将参加女子单人划艇200米和女
子双人划艇200米的争夺。

（上接A01版）今年是海关关衔
制度实行20周年，借此机会向
海关系统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
问候！

习近平强调，海关担负着守
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做好
海关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同志
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
伍的优良作风，提高监管效能和
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
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
门卫士，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积极贡献力量。

红其拉甫海关地处被称为
“生命禁区”的帕米尔高原，所在口
岸是我国与巴基斯坦唯一陆路进
出境通道。2005年，红其拉甫海
关被国务院授予“艰苦奋斗模范海
关”荣誉称号，今年被评为全国海
关系统先进集体。在海关关衔制
度实行20周年之际，红其拉甫海
关全体关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接续守卫国门、服务发展的情
况，表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
力量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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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第十九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成立大会12日在北京举行。
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局
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在会上表
示，中国代表团将努力取得优异
成绩，蝉联金牌榜、奖牌榜首位，
同时要“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
金牌、干净的金牌”。

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23日
至10月8日在杭州举行。据介
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
1329人，其中运动员886人（女
运 动 员 437 人 ，男 运 动 员 449
人）。其中包括36名奥运冠军。
运动员平均年龄25岁，年龄最大
的是桥牌运动员戴建明，60岁；
年龄最小的是滑板运动员崔宸
曦，13岁。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
回族、蒙古族、壮族、苗族、满族、
维吾尔族、藏族等19个民族的
71名少数民族运动员。代表团
将参加除卡巴迪、板球以外的38
个大项、407个小项的比赛。

自1982年第九届亚运会开
始，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十
届获金牌总数第一。

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
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新会后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杭州亚运会
是巴黎奥运会前的“中考”，中国
选手要交出满意答卷，为参加明
年巴黎奥运会打好基础。

巴黎奥运会将于2024年 7
月26日至8月11日举行，与杭
州亚运会相隔不足10个月的时
间。

张新说，杭州亚运赛场上乒
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的比赛，就
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较量。中国
选手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争取胜
利。亚运会上花样游泳、现代五
项、水球等项目的比赛，也是巴
黎奥运会的资格赛。中国选手
要力争在这些项目的比赛中第
一时间拿到奥运会的
参赛资格，为备战
巴黎奥运会争取主
动。“总之，要考好
这次中考，为明
年巴黎奥运会打
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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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曼棋前不久回厦参加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本报记者 路鹏宇 摄）

林文君是第一个获得巴黎林文君是第一个获得巴黎
奥运会参赛席位的厦门选奥运会参赛席位的厦门选
手手。（。（视觉中国视觉中国//供图供图））

两名参两名参加过奥加过奥运会运会的选手葛曼棋和林文君的选手葛曼棋和林文君
全运会体操冠军全运会体操冠军虞琳敏虞琳敏 龙舟小将陈梓桓龙舟小将陈梓桓

厦门厦门四健儿四健儿
亚运冲几金亚运冲几金

本报记者 路鹏宇
杭州亚运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成立大会昨天在北京举
行，福建共有39名运动员、7
名教练员参加14个大项40
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包括4

名厦门选手葛曼棋（女
子田径）、林文君（女

子静水划艇）、虞
琳敏（女 子 体
操）和陈梓桓
（男子龙舟），他
们将参加 4 个
大项 9 个小项
的争夺。

2003年出生的虞琳敏，已经成长
为中国女子体操队女子跳马项目的最
强者。毫无疑问，中国女队将力争亚
运会女团夺金，而虞琳敏在女子跳马
上的优势，将助力中国女团亚运会卫
冕。

2019年体操世界杯科特布斯站
女子跳马决赛中，虞琳敏两跳分别完
成程菲跳和冢原720，以14.649分摘
得自己的首枚世界杯金牌。2021年

全运会，虞琳敏为厦门摘得史上第一
枚女子跳马全运会金牌。今年在
2023年体操世界杯巴库站资格赛中，
虞琳敏排名跳马第一晋级决赛，决赛
中她得到13.383分，收获一枚铜牌。

在国家体操队亚运会和世锦赛
选拔测验中，虞琳敏两场均获得跳马
单项第一，动作难度和质量双优。杭
州亚运会，虞琳敏将向女子团体和女
子跳马双金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虞琳敏：
冲击女团和跳马双金

葛曼棋：
力争家门口拿下100米接力冠军

虞琳敏是厦门第一位虞琳敏是厦门第一位
获得体操世界杯冠军的选获得体操世界杯冠军的选
手手。（。（视觉中国视觉中国//供图供图））

杭州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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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名中国选手参赛
36位奥运冠军领衔

（上接A01版）
（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鼓励闽台企业和

科研机构共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推动在闽台
企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支持福州、厦门
建设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闽台人才
集聚平台。打造海峡两岸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支持台胞台企参与绿色经济发展。

四、促进福建全域融合发展

（十一）支持厦门与金门加快融合发展。支
持厦门开展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
式赋予厦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大
自主权。实施金门居民在厦门同等享受当地居
民待遇，率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
便捷化，打造厦金“同城生活圈”，深化厦门大学
与金门大学校际交流合作。探索厦金合作共建
基础设施模式，加快推进与金门通电、通气、通
桥，支持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

（十二）支持福州与马祖深化融合发展。
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支持马祖居民在福州
同等享受当地居民待遇。设立福州马祖产业
合作园区，促进福州与马祖在文化旅游、海洋
渔业等领域创新融合，吸引台胞台企参与福州
数字经济发展。推进福州与马祖通水、通电、
通气、通桥。支持福州新区与平潭综合实验区
建立对台融合协同机制，实现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

（十三）加快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发展。支

持平潭综合实验区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台开放格
局。逐步构建对台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体系，扩大对台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探索建设两
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支持平潭综合实验区建
设更加便捷的两岸往来通道。研究放开台湾信
息服务等行业准入，研究探索加快扩大教育开
放相关举措。

（十四）推进福建其他地区开展融合实践。
发挥泉州、漳州闽南语地区台胞主要祖籍地优
势，建设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开展与澎湖融
合发展实践。支持龙岩、三明发挥客家祖地优
势，创新两岸客家文化交流。支持三明建设海
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支持莆田以妈祖
故里、海峡两岸生技和医疗健康产业合作区等
为载体，深化对台交流合作。支持南平深化生
态、文化、旅游产业对台合作。鼓励宁德拓展新
能源、海洋养殖产业对台合作。

五、深化闽台社会人文交流

（十五）扩大社会人文交流合作。支持闽台
两地各类民间组织开展常态化交流，鼓励符合
条件的台湾民间组织在闽设立办事机构。支持
厦门大学等加强涉台研究机构建设、与台湾各
类智库交流合作。办好海峡论坛等两岸重大交
流活动。实施闽台历史展示溯源工程，开展闽
台族谱对接、寻根谒祖等活动。发挥妈祖等民
间信仰精神纽带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信
俗交流活动。鼓励台湾宗教界和其他社会人士

来闽短期学修。支持闽台佛教、道教交流合
作。建立健全平台企业促进闽台人文交流的激
励机制。

（十六）鼓励青少年交流交往。支持闽台各
领域各行业青年团体建立常态化交流渠道。加
强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平台建设，助力台湾
青年来闽追梦、筑梦、圆梦。支持闽台两地中小
学校加强校际交流，开展棒垒球等青少年特色
体育项目合作。利用新媒体、流行文化、互联网
广泛开展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式交流活动，不
断扩大闽台青年共同“朋友圈”和“事业圈”。

（十七）促进文化领域融合发展。鼓励两岸
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打造更多文化产业合
作平台，鼓励台湾文化业者投资入驻。支持闽
台合作项目通过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对外展示。
试点允许台湾业者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经营公司。引导闽台业界合作制作影视精
品。汇聚两岸文化娱乐资源，打造两岸流行文
化中心。继续开展涉台文物保护工程。鼓励台
胞申请福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支持闽台
妈祖宫庙联合开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项目“妈祖信俗”保护行动，共享保护成
果。推进两岸闽南红砖建筑、妈祖文化史迹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实施“南岛语族起源与
扩散研究”项目。支持台企申请文物保护工程
资质，台湾专业机构和人员参与福建省内考古
项目。

六、强化组织保障

（十八）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
中央对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
领导落实到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十九）完善工作落实机制。中央台办、国
家发展改革委要牵头协调，做好整体规划，建
立动态优化完善机制，推进政策落实、评估调
整和总结推广等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要提出创新举措，加强政策支持，全力支
持福建探索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新机制新路径
新模式。福建省要强化主体责任，建立协同落
实机制，发挥各方作用，创新工作方法，确保各
项举措落地见效。建立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专家委员会，开展深化闽台融合发
展等政策研究。

（二十）夯实法治保障基础。做好促进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法治保障工作。本意见提
出的各项政策措施，凡涉及调整适用现行法律
或行政法规的，按法定程序经全国人大常委会
或国务院授权后实施。

（二十一）提供财力支持。中央财政通过现
有资金渠道，支持福建开展涉台经济合作、人文
交流等。中央预算内投资相关专项要加大对福
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重大项目支持力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