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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 陆观

新闻 递速

五四青年节前夕，在大陆各省市公布的2022年度各地青年五四奖章获奖名单中，又有一批台湾青年获选。打拼在大陆，收获在大陆，这既
是大陆对广大台胞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和为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所作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诚意与广大台胞分享同等待遇和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的具体举措。正如本期我们走近的几位获奖台湾青年所言，大陆舞台广阔，只要不负韶华，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一定能在大
陆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舞台。本期我们编发几位获奖台湾青年的“登陆”故事，希望对有志于“登陆”或已在大陆打拼的广大台湾青年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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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吃到了朋友从台湾
带回来的‘荔枝玫瑰’面包。感觉非常惊艳，
颠覆了我对面包的传统概念和认知。”说起多
年前和台湾知名面包师吴宝春的相识，宁夏小
伙宋宇依然一脸陶醉，和记者分享了他和台湾
面包大师结缘的故事。

“荔枝玫瑰”面包是吴宝春的代表作，
2010 年法国巴黎举行的首届世界杯面包大师
赛中，他凭借这款面包摘得欧式面包组桂冠。
吴宝春历时 12 个月钻研出了这款欧包的独特
层次。其面团需要至少 15 个小时的发酵，面
包体本身的牛油味，再加上融合于浸泡了一夜
荔枝酒的黑叶荔枝与玫瑰，充分散发出清香，
同时还保留着口感的清甜。

2015 年，宋宇开始接触烘焙。宋宇说，
“荔枝玫瑰”面包无糖，拥有荔枝和玫瑰的香
味，同时又散发着浓郁的麦香。得知这款面
包的配方创作者后，吴宝春的名字就深深刻
入了他的脑海里。“假如有可能，一定要去拜
师学艺！”

在宋宇的烘焙坊中，由吴宝春撰写、编辑
的烘焙书籍整齐地放在书架上，多年来，这些
书也给了宋宇许多帮助。“吴宝春老师是第一个
获得世界面包大赛冠军的中国人，虽然当时我
们还未见过面，但他已经成为我烘焙道路上的
精神导师。”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 年，吴宝春的面
包店在上海开业，他本人也将和台湾烘焙达人
陈抚洸一同参加活动。得知这一消息后，宋宇
急忙买上机票，飞往上海，最终如愿与吴宝春
见面。

“宝春老师非常平易近人，给了我许多烘
焙方面的指导，也和我成为好朋友。”从那以
后，宋宇与吴宝春的关系从书本走进了现实，
在名师的指导与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与改良下，
宋宇也逐渐掌握了“荔枝玫瑰”面包的做法。
如今，他已经可以还原这款面包九成以上的口
感和味道。

虽然见面的时间短暂，但出于对烘焙的热
爱，二人的距离并未被拉远。“自从认识了宝
春老师，我觉得宁夏和台湾的距离并不远，我
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宝春老师喜
欢喝宁夏的红酒，我也很喜欢吃台湾的一些特
色小吃。”宋宇说，一块小小的面包，拉近了
自己和台湾同胞间的距离。

“宁夏和台湾的距离
并不远！”
本报记者 范文杰

本报讯（记者 照宁）厦门翔安区检察院
联合翔安区文旅局等部门日前在大嶝金门县政
府旧址所在地举行了涉台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
讼现场会。会上，为共同守护两岸同胞的共同
记忆，5名在厦门翔安区从事艺术、旅游和设
计等工作的台湾同胞，被厦门翔安区检察院和
厦门翔安区文旅局聘为涉台文物保护志愿者，
成为厦门翔安区第一批涉台文物保护志愿者。
未来，他们将发挥在各自领域的才能，为厦门
翔安文物保护特别是涉台文物保护提供及时上
报、巡查监督等服务。

厦门翔安区检察院检察长柯振敏表示，涉
台文物是海峡两岸“一家亲”和“五缘”关系
的重要纽带，对增强两岸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
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厦门市民和台湾同胞可以
通过厦门翔安区检察院开发的“拍益拍”公益
诉讼线索收集小程序，一同参与文物保护。厦
门翔安区文旅局副局长洪炳举说，翔安涉台文
物较多，此次邀请5名台湾同胞成为志愿者，
既充实翔安志愿者队伍，也有利于发动两岸民
间力量，全面守护两岸情感记忆。

5名台胞受聘成为厦门翔安
首批涉台文物保护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 照宁）为助力更多台湾青
年到厦门就业创业，厦门翔安区日前出台
《2020年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来翔
实习就业创业政策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据了解，《办法》适用范围包括在厦门翔
安区范围内[含火炬（翔安）产业区和大嶝对
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实习、就业，或以独
资、合资、合伙等形式创办并依法持续有效运
营企业的，年龄在18—45周岁的台湾同胞。
同时，支持各具特色的台湾青年创业基地或创
客空间，对成功获评国家级、省级、市级台湾
青年就业创业基地的在翔台湾青年创业基地，
给予10万~3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在翔安区正式落地并新注册成立公司的台
湾青年创业项目、入驻翔安区青创基地、创业
孵化中心、创业园区、众创空间并在翔安辖区
内自行租赁居住用房的台湾就业创业青年，符
合《办法》要求的，都可以获得相应的住房补
贴和租房补助。

此外，为鼓励厦门翔安区属企事业单位招
聘台湾青年，对成功聘用台湾青年一年以上的
用人单位，凭劳动合同及社保缴交记录，按照
1000元/人予以一次性补助。

厦门出台台湾青年
实习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最美的青春，收获在大陆
本报记者 修 菁

2022“福州青年五四奖章”获奖名单
中，有一位是福州台胞圈的“熟人”，他
名叫李京机，今年 29 岁，目前供职于福
州市市民服务中心和福州市台湾青年创
业就业服务中心，是台胞服务专窗的办事
专员。

2016 年，李京机被台湾母公司外派
到福州工作，开启了“登陆缘”。

“外派两年时间，我结识到很多位大
陆的朋友和在福州工作的台湾小伙伴，我
发现自己很想继续留在这里生活。”于
是，2019年8月，李京机通过公开招聘考
试，成为福州市市民服务中心和福州市台
湾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台胞台企服务专
窗的一名专职办事员，工作内容就是为在
福州生活工作的台胞提供咨询、引导、代
办等服务。

两年多时间，李京机已累计帮助在福
州生活的 2000 余名台胞解决生活和工作
上的问题，“台胞服务台胞，我觉得是多
了一份亲切，少了一份距离。”

目前，福州市台湾青年创业就业服务
中心正在创建福建省级青年文明号，李京
机受到同事们的信任，被推选为“号长”
（即“青年文明号”的负责人），也成为大
陆各级青年文明号的首位台籍“号长”。
对此，他很自豪：“青年文明号就是一种
使命，如何优化服务，让更多的台胞在榕

顺利发展是我们的新目标。”
2021年，一位台商老爷爷想办公交敬老

卡，便联系李京机。考虑到老人家年纪比较
大了，住的也离市民中心服务区较远，李京
机便提前整理好所有需要的材料项目，让老
人家来一次就登记好所有信息，并主动提出
办好以后以邮寄的方式给老人家送过去。这
样尽可能周全地考虑，可以说是李京机工作
的日常思维，他说：“虽然多方交涉很费时
费力，但是台胞们的微笑和感谢就是对我们
最大的肯定。”

“登陆”5年多，李京机从台资公司的台
干成为现在的为台胞服务的办事员，工作和
生活的地点也由福州工业区搬到了市中心。
他从便利店、公共卫生间以及各类网红打卡
点的数量增加中，感受到了福州的城市发展
和人性化。

“我平常都喜欢搭公交、地铁出门，一
个是方便。另一个也是因为能够更好地熟悉
城市，感受城市的变化。”李京机说。

城市在不断成长，李京机自己也同样在
用力向前，成长在大陆。

2020年，李京机开始攻读福州大学 MBA
在职硕士，每周末到学校上课的日子也让他
感触颇深。一方面，本科毕业以后就投入工
作，这次重返校园也让他的生活更加充实且
具有青春活力。另一方面，学习中认识的新
同学、朋友都非常真诚、热情并且优秀，给
了李京机更大的动力不断提升自己。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视野是比较狭隘
的。现在认识的朋友多了，见到的世界更大
了，越来越感受到人是需要不断进步、不断
成长的。”李京机说。

李京机是兄弟姐妹中唯一到大陆工作
的，一开始父母有点担心，但是考虑到有返
台假，以及交通都很方便——一个半小时就
能从福州回家，所以还是选择来到大陆工
作。

“以前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就听过福州
鱼丸，学过林则徐的故事，来到福州以后尝
了鱼丸，去了三坊七巷，觉得对历史的感触
更加深刻了。”李京机说，台湾的小吃“鼎
边锉”也就是福州小吃“锅边”改造的，可
见两岸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

已经深度融入大陆生活的李京机目前
最大的希望是，新冠肺炎疫情快点过去，

“这样就能让在台湾的爸爸妈妈，哥哥姊姊
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相信他们也会爱上
美丽的福州。”

2022福州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台籍台胞服务专员李京机：

做台胞们的贴心“号长”

立夏时节，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冕宁县宏模镇优胜村的油橄榄种植基地，一
片新绿的生机。

“我觉得到现在，我做的最酷的一个决
定，就是跟随父亲的脚步，和他一起来到
大山里，耕耘眼前这片土地。”清秀白皙的
面庞，标准的书生言谈举止，如果不是有
人介绍，很难将林书任和“农民”联系在
一起，但这个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
台籍小伙子，两年前却在周遭人不解的疑
惑目光中，毅然放弃留在北京从事高校教
师的工作机会，来到父亲在四川大凉山耕
耘10余载的土地，选择用自己的所学，和
大陆这片土地建立深度联结。

“父亲那一辈台商，更有匠人精神，很
愿意花精力投入到生产技术革新、品质创
新中。而我们这代年轻人从小接触互联
网，更了解当下市场、营销手法、用户习
惯等，两代人配合能将各自优势充分发挥
出来。”谈起自己选择的这份事业，林书任
信心满怀。

“大凉山海拔高，日照充足，十分适合
油橄榄生长。目前我们 3 万亩的油橄榄，
年产油量可达160吨。”林书任非常看好他

和父亲联手经营的油橄榄种植产业生意，
“随着大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市场对高端
食用油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橄榄油的市
场潜力很大。”他向人民政协报记者表示。

10年前，林书任的父亲林春福曾是全
球最大的工艺品制造商，公司有1.2万余名
员工。2011 年，萌生退休想法的林春福，
选择来到四川大凉山，原本只是想“种种
树、养养老”的他，却意外地在这里开辟
出了事业的第二春。

“优胜村的乡亲特别淳朴，我们当时还
相互不认识，他们就用善善的笑远远投向
我们，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在这里会被照顾
到。”林书任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来到优胜村
时的场景，当时他还在北京大学求学，也没
想到毕业后，自己会长久留在这里，“但当
时心底有一丝涌动，感觉到优胜村的生态
极好，老百姓不应该活得那么清苦，希望
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够像父亲一样去帮助
他们。”

油橄榄种植投资大、周期长。一路走
来，林书任和父亲也遇到不少难题，“融资
难”就是其中一项。

“我们是台资企业，租用当地的集体土
地，没有抵押物，办贷款很困难。幸好大
陆近年来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持续为台
胞台企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通过银行
陆续办理了3000万元人民币贷款。”在林书
任看来，这也是大陆能够留住他们父子一
直从事农业板块生意的原因。

10 年时间不算长，但小小油橄榄林，
却成了优胜村乡亲们的脱贫致富林。通过发
展油橄榄产业，林书任和父亲已经带动村里
乃至镇上周边6200多户农户脱贫奔小康。

“希望未来我们能打造一个连片的康养
地带，集观光体验、生态康养于一体，这
样我们的生态橄榄园就可以吸引更多村里、
镇里的年轻人回来建设家乡，也让当地留守
老人和儿童过上更好的生活。”两岸同心、
筑梦山乡。曾经沉睡于大山之中的彝族村
寨，经由来自海峡对岸的林氏父子用心耕
耘，迎来了美丽新生，一粒粒种子，撬动了
山村小康梦，同时这里百姓幸福的歌声，也
滋养了这对台湾父子的心田，成就了他们的
人生梦想。

2022四川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台资农企主林书任：

我和父亲的大陆“山乡梦”

5 月 4 日，2022“湖北青年五四奖章”
评选结果揭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宪
法与行政法系“90后”台籍青年教师赖彦
君喜获殊荣。

“作为台湾青年，有机会来大陆高校学
习，是开阔自己的格局和世界观的很好路
径，只有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看到来自五湖四
海的同辈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才能帮助
自己找到更适合自我的人生坐标。”

怀揣着这一想法，赖彦君2009年开启
“登陆”求学之旅，来到中部重镇武汉，此
后她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先后获得学士、硕
士、博士学位。

“希望能把自己学习到的法治精神，传
播给更多和自己一样有法律人生梦的年轻一
代。”2020年夏，从武汉大学拿到法学博士
学位后，赖彦君决定继续留在大陆，开启法
律专业人士的职场人起点。

闻知自己获选2022年“湖北青年五四
奖章”，赖彦君感慨自己是个幸运儿，选对
了职业，选对了人生舞台，“希望更多台湾
青年有机会来大陆学习、工作、生活，如我
一样在这里开启自己的职业人生，只有来到
这里，你才知道自己的人生舞台有多广
阔。”赖彦君对人民政协报记者表示。

更融入才会对大陆更多看见和热爱

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赖彦君参加了多
个两岸议题的论坛。一次在参加一个两岸法
学融合发展议题的论坛上，她与两岸专家学
者深入交流法律问题，就如何探索两岸法律
青年人才的互动交流，引发了她的新思考。

特殊的成长背景，使她在学术研究中，也能
够从独特的视角思考两岸议题。

更融入才会对大陆更多看见和热爱。在
武汉大学求学的10年间，赖彦君在大陆朋
友们的鼓励下，勇敢报名了武汉大学法学院
学生会主席团竞选，并通过同学们的民主选
举，以高票当选为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成
为武汉大学法学院首位台籍学生会副主席。

回顾在武汉大学求学的10年，赖彦君
用“太难忘了”来总结，“我在武汉的10多
年里，并非一帆风顺。但在我异乡遭遇挫折
困难时，这里的前辈、长辈、老师、朋友们

都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因为我对这里
也怀有深厚的情感，所以我选择继续留在这
里，希望用所学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赖彦君说，在武汉求学的10年，在收
获温暖和友情的同时，“还让我对大陆的制
度优势和自己的未来人生航向，都有了更成
熟的思考。”

在参与院学生会工作中，她对大陆“发
扬民主前提下的集中”这一制度优势有了生
动的体察，“既有集体决策，对于重要事务
由主席团集中讨论、畅所欲言、表达观点，
并最终达成共识；又有分工负责，各成员在
各自分管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开
展工作。”她说。

投身公益普法的湖北首位台籍执
业律师

2020年秋，赖彦君成功应聘到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成为该校法学院一名讲师。与
此同时，她身上还多了新身份标签：公益普
法人。

作为湖北省首位台籍执业律师，同年她
成为国台办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创设的“总
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调解员，开启为两
岸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法律服务的公益法律工
作者双重角色。2021年她又响应国家信访
局“引进律师参与来访接待工作”的政策，
担任湖北省信访局接待中心的值班律师，给
来访者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服务与文书指
导。工作细致的她，有针对性地向两岸同胞
提供线下的公益普法，分别讲解与其关联最
密切的法律法规，为他们答疑解惑、解读中
央及地方的相关政策。

在大陆学习、生活多年，赖彦君留意
到，在大陆创业、就业、学习的台胞，他们

有待进一步的熟悉大陆法律法规政策。而且，
台商、台籍教师、台籍学生等各职业群体的诉
求也不尽相同。因此，她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
识以及对大陆法律法规政策的了解，协助台胞
处理涉港澳台婚姻纠纷、台资企业劳动纠纷、
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等案件，为大陆台胞筑牢安
心发展的桥梁。

“我在台湾出生、长大，能够对台胞的所
思所想感同身受。我认为台籍律师的身份，
可以为台胞提供最周全的帮助。”她的耐心解
答如同一束温暖的红色火苗，融化来访者心
里的坚冰、缓解他们的抵触情绪，帮助他们
理解法律法规，在法治轨道中解决问题、化
解矛盾。

“我对个人的职业规划，就是期许自己始
终是一个坚持法治信仰、恪守原则底线的法律
人。”也是考虑到作为高等专业院校的法律专
业教师，能够更精准地向国家未来一代法律工
作者传播法治精神，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法治人
才，赖彦君最终选择高校教师这一职业。

“我希望自己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所学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通过言传身教，提升他们的家国情怀、文化道
德素养、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谈起现在的
人生职场新角色，这位“职场新人”和人民政
协报记者分享了自己对高校专业教师所应有的
职业精神的理解。

谈到台湾家人对自己留在大陆发展的选
择，赖彦君坦言，“他们是从不解到赞成，从
不希望我在大陆台执业到以我在大陆取得的工
作上的小成绩为骄傲。”

一个怀揣专业梦想的台湾青年，在大陆能
获得怎样的人生舞台？

赖彦君说，也许她的“登陆”故事，能
给一些希望出来闯一闯、不负青春的台湾青
年朋友提供一个路径选择。

2022湖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台籍青年教师赖彦君：

在大陆尽心做一名“普法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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