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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文杰)7月26日，全国台联
2022年两岸婚生子女夏令营在宁夏银川开营。来
自全国各省区、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近50名定
居和常住大陆的两岸婚生子女，围绕乡村振兴、民
族文化与团结、黄河文化等主题，在宁夏开展丰富
多彩的研学活动。

据了解，自2019年起，两岸婚生子女夏令营
已连续举办四届。“近几年随着两岸的密切交往，
越来越多的两岸家庭愿意扎根在大陆，而我们作为
两岸家庭之血脉，是两岸亲情的延续，也是两岸联
系的纽带。”来自山东的定居大陆两岸婚生子女高
愿濡表示，两岸婚生子女是两岸亲情的延续，是连
接祖国大陆与台湾最密切的轴承。她将与两岸青年
同心同行、携手打拼，共同去创造和实现祖国统一
更美好的未来。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对参加活动的青年朋友
提出三点期望：一是争当两岸融合的生力军，继续
发挥好两岸家人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二是争当两岸
统一的推动者，以实际行动向岛内民众传递祖国必
然统一也必须统一的坚定信念；三是担当青年使
命，争当民族复兴的追梦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两岸同根，心心相连。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柴建
国希望营员们通过此次活动亲身感受宁夏、喜欢
宁夏、宣传宁夏，同时也热忱欢迎更多的台湾青
年和各界台胞到宁夏观光旅游、生活学习、就业
创业。

全国台联两岸婚生子女
夏令营在宁夏开营

为让在大陆任教的台湾教师更深入地
感受和了解祖国的人文历史、生态环保发
展全貌，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共和国发
展史有全面的认识，7月10日至17日，由
全国台联、台湾同学会共同主办，黑龙江省
台联承办的第七届大陆任教台湾教师座谈
会暨交流联谊活动在黑龙江省举办，来自
全国多省市高校的30余名台湾教师参加
了活动。

“祖国地大物博，这一路我一直在感
叹，增添身为中国人的豪迈之心的同时，也
让我平日所学的知识得到实际印证，对于
日后的科研与教学都有实质性的帮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路艰辛，能实现今
天的飞跃，让人感叹。”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加这类交流活
动，让我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更深入地
了解祖国，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伟大，在增添
民族豪迈情的同时，对自己的科研与教学
也有帮助。”

一路行、一路思、一路分享，也是此次
台湾教师联谊交流活动的一大特色。

■ 勿忘国耻，今天的安宁和幸
福生活，源于祖国的强大

7月12日，联谊交流活动安排台湾教
师们走进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
馆，跟随讲解员的讲述，面对各类实物、档
案资料、录音录像等触目惊心的铁证，台湾
教师们对日本侵略者在此犯下的滔天罪
行，深感愤怒和痛心。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立本参
观后沉重地说，“七三一部队遗址是日本法
西斯侵略中国不可泯灭的历史见证。台湾
当局有些人颠倒是非、歌颂日本军国主义，
今天的台湾民众应该挖掘这段历史，反省
与控诉日本的反人类罪责。”

“沉重、沉痛”，同样是玉林师范学院台
湾教师许峻维观展后的感触。“历史不该被
遗忘，也不该被湮灭。看到里面的受难同胞
我深感悲伤，同时更愤怒于日本侵略者的
无耻与残忍，这段沉痛的历史记忆让每一
个中国人都铭记于心。国弱遭欺凌，今天我
们安宁、幸福的生活，都源于祖国的强大，
这让我更加热爱我的祖国，也为自己是一
个中国人而感到无限自豪。”他向人民政协
报记者表示。

■ 台湾学习时课本中的记忆
被激活，变成眼前多姿多彩的场景

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伊春市是国家
重点林区，森林覆盖率达到83.8％，有“祖
国林都”“红松故乡”之称。2016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伊春考察调研时提出，生态就是
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7月14日，台湾教
师联谊交流团一行走进伊春，漫步令人心
旷神怡的葱绿林海，走在现代化的绿色生
态农业加工车间，联谊交流团的台湾教师
们对伊春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导，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伊
春的同时，坚持农林一体化发展，推动工业
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赞不绝口。

专业背景为环境管理学的西安交通大
学台湾教师李清宏认为伊春在拓展两岸农

业融合发展方面大有空间，“可以借鉴台
湾在森林农业文旅开发方面的经验，比如
台湾经营了数十年的森林小火车，以及在
森林文旅开发中把生活美学、园艺学元素
加入等等。”在他看来，伊春自然资源得
天独厚，如果能向森林康养产业迈进一
步，会让伊春在挖掘生态生产力方面向前
一步。

专业背景为环境空间设计与规划的黄
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许清原通过伊春行，
惊叹于伊春作为为新中国建设提供最多木
材的小城，勇于面对国家发展的一次次转
型，不仅成为一座宜居的城市，还透出勃勃
的生机。通过伊春生态转型案例，也让他对
大陆在高速发展中践行生态文明发展理
念，多了一些感佩。“通过这次黑龙江行，我
看到了大陆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方面的高
度成就与贡献。”他表示。

心怀走遍祖国各个省份心愿的福建师
范大学台湾教师陈昭志走进黑龙江，一路
记录，一路感触。

“当自己的脚步踏上黑土地，我心里有
一股莫名的感动，祖国的浩瀚与广袤，我在
台湾学习时课本中的记忆被激活，变成眼前
真实的场景。正所谓，纵横三万里，上下五千
年，八千里路云和月，江山万里心，无处不是
故园情。”他说，自己一定会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7月中旬在给参加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
年回信中所寄望的，做好大陆故事的讲述
者，让更多台湾民众和青年了解多姿多彩的
大陆，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伟大进程中绽放异彩。

■ 生动的教育场域能够帮助
台青更客观地认识祖国、体悟民族
精神

2019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大
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的
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为
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7月15日，台湾教师赴大庆市考察祖
国石油工业的产业发展与科研成果，了解
学习铁人王进喜英雄事迹和大庆这座英雄
城市的光辉历史，感受进入新时代黑土地
的全面振兴之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北大荒精神”，很具正能量，是大庆留给台
湾教师们的最深印象。

任职西安交通大学后，台湾教师李清
宏通过参与一些红色精神的学习交流活
动，了解了“延安精神”“红旗渠精神”，在他
看来，这些具有正能量的精神，具有跨越海
峡的精神传递力量。“不管什么时代，我们
总会遇到困难，也就需要铁人王进喜这样
心怀绝地逢生意志、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的人。对于台湾青年而言，这样的典型人物
也是很好的‘共同语言’阅读材料，能够凝
聚两岸青年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共识。”

“这次参访的一大收获，就是受到王进
喜精神的感召，什么时代都需要他这样的
实干家！”许清原走进铁人纪念馆后，一直
在记录。

“王进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
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话彰显了顶天立地的
铁人气魄，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态度更
是一种了不起的创新精神。”在他看来，新
中国成立以来祖国从站起来到强起来，正
是一位位像王进喜这样敢于奉献、勇于创
新的英雄也是平凡的个体，才使祖国的各
项建设达到了新的高度。

“解说员讲到王进喜奋不顾身跳入油
田的那一幕，我流下眼泪，这一幕实在太感
人了，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新中国一路走
来是何等不易。尤其是清末的列强侵略，早
已使我们中华大地生灵涂炭，在那样艰巨
的情况下，开拓北大荒的知青及情愿少活
20年也要为祖国开发出石油的王进喜，他
们为祖国的复兴和壮大付出惊人的心力，
了解了这一切，如何能不令我们感动，不令
我们想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福建师范大学台湾教师陈昭志和记者分享
了“铁人精神”带给他的震动，作为福建师
范大学教育学院《劳动教育》必修通识课程

的主讲教师之一，他表示将在以后的教学
中，把这次学习到的人事物，都纳入课程思
政教学的材料。

在陈昭志看来，“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既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台湾青年见证新中国历史的重要
内容，“生动的教育场域能够帮助广大台湾
青年更客观地了解认识祖国、认识民族精
神，我想也会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和我一样，
更加钦佩和感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
量。”他说。

■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同心同行携手打拼

“两岸青年间的接触与交流，在当前两
岸关系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显得越来越重
要，也期盼台湾同学会与台联能够组织更
多这样有意义的交流活动，能让更多台湾
青年通过真实的经验获得对于祖国较为真
实的印象，而不仅是来自岛内带节奏的自
媒体。”7月16日交流联谊活动最后一日，
参与活动的台湾教师们以座谈分享的形
式，分享一路的所见所思。许清原的发言，
说出了很多同团老师的心愿。

交流、分享、赋能，也是老师们在分享
此行收获时，提到的最多的几个总结词。

“这月早些，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参加海
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年回信中说，将一如
既往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
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
提供更多便利。我来到大陆的这些年切身
感受到祖国的善意，我也希望也愿意把自
己的‘登陆’故事讲给更多台湾青年听，希
望大家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寄望的，让青
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
进程中绽放异彩。”广西师范大学教师王孟
筠“登陆”5年不仅成为广西首位纳入事业
编制的台湾教师，还先后获得“广西青年五
四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在
她看来，只有两岸融合发展，才能让更多台
湾同胞如她一样，享受到祖国发展的红利，
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李清
宏谈到此行参访的最大收获时表示，因为
团友都是台湾教师身份，都经历过相似的
如何融入大陆的问题，因此在彼此交流中
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听到一些比我早
来大陆，在这边又发展得很好的前辈们交
流，很有启发性，也获取了向前精进的力
量。”

台湾教师们的这一参团感受和收获，
也正是此次在大陆任教台湾教师交流联谊
活动举办的初衷。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联
副会长杨毅周作为活动主办方代表在座谈
会上介绍，在大陆任教台湾教师交流联谊
活动到今年已连续举办了七届，活动持续
聚焦台湾教师融合发展主题，“中国梦是两
岸同胞共同的梦，只有民族复兴、国家强
盛，两岸中国人才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
希望在大陆任教的台湾教师能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寄望的，身体力行架起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桥梁，做好大陆故事的讲述者，在
为大陆教育事业发展和两岸文化教育交流
作出更多的贡献同时也成就自己的人生。”
他寄语道。

本报讯 （记者 修菁） 7月 21日以“龙脉相
传 青春中华”为主题的2022年全国台联第十九
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两岸
多地及海外同步开营。

全国台联会长黄志贤宣布开营并授夏令营总营
旗。全国台联副会长纪斌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广大
台湾青年追求进步，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为民族复
兴贡献力量；追求奋斗，积极投身祖国发展建设；
追求真理，看清历史发展大势，为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融合发展扛起时代重任。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
会董事长洪秀柱，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劳动党主
席吴荣元，统一联盟党主席戚嘉林等台湾嘉宾通
过视频对开营表示祝贺。洪秀柱表示，夏令营活
动穿越两岸形势变化，克服疫情肆虐的影响，从
未间断，这样的坚持弥足珍贵。希望台胞青年牢
记时代使命，积极扮演两岸和平的推动者、民族
复兴的参与者、未来统一的奋斗者，共创中华民
族美好未来。

营员代表、北京大学台湾学生林彦辰表示，通
过夏令营活动，自己对中华文化传承一定会有新的
认识。未来，将多向岛内青年分享在大陆的经历和
感悟，帮助更多岛内青年认识祖国大陆。

营员代表、台湾政治大学学生许陈品表示，
全国台联努力不懈组织两岸青年交流活动，让课
本、视频中的祖国江山真实呈现在台湾青年眼
前，帮助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与
时俱进。

本届夏令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
线上部分采取“云授课”“云参访”模式，将举办
数字经济研习营、青春力量中华之光 （美洲）研
习营和茶文化 （东南亚）研习营等活动。线下活
动将在大陆近30个省份举行，通过参访新兴行业
代表企业、体验传统非遗项目等方式，帮助台湾
青年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加深两岸青
年情感认知，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今年夏令
营，线下营员逾 600 人，线上线下总营员逾
1000人。

第十九届台胞青年千人
夏令营开营

“9年前，一个大雨倾盆的夏天，
我第一次到海沧青礁村。进村路上，我
一脚踏进泥里，好不容易拔出来，却扯
断了凉鞋鞋带。后来我经常跟朋友说，
这里的土地会黏人，现在，我的心已被
牢牢粘住了。”台湾青年李佩珍日前对
记者表示。

2014 年，在惠台利民政策推动
下，李佩珍带着在台湾累积 15 年的
社区营造工作经验，来到了厦门海
沧，参与乡村、社区的改造工作。

“我们要做到以人为本，‘先造人，再
造物’，在环境硬件建设发展的同
时，同步提升软性的精神文明。”在
她看来，地方发展得“软硬兼施”，
方能两全其美。

在工作中，李佩珍发现闽南农村有
不少工艺精湛的红砖瓦厝，长年埋没在
荒烟蔓草堆中。然而，这些瓦厝可能承
载着一段段先人祖辈努力拼搏的血汗故
事。同时，也有不少青年留守在“空壳
村”中。

为此，李佩珍借由修复古厝、激活

老旧建筑的契机，挖掘传递在千年文化
脉络之下的家族、村落历史，通过让台
青社区营造员探访村民耆老，采集风土
民情，发现整理地方珍贵的历史文化，
进而建立村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
自信”。

这份“培根计划”渐渐地达到了
“双向扎根”的作用，不仅让村民扎
下对家乡文化自信的根，更让台湾
青年扎下对这片土地认同的根。在
她的带动下，前后有 40 多位台胞来
到厦门海沧区基层工作，这其中，
有刚从高校毕业的“90 后”青年，
也有携家带眷而来年纪已“不惑”
的中年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佩珍将眼光放
到了更远的地方。

2019年以来，在“闽宁协作”战
略的指引下，李佩珍与团队开始到西部
深耕，至今派出了11位台青社区营造
员到甘肃、宁夏参与对口协作工作。

“台湾从南到北大约380公里，而
从厦门到甘肃、到宁夏分别都超过

2000公里，他们奔赴了一场心灵融合的
旅程。”李佩珍说。

台青社区营造员们在西部度过了四
季，领略了荒漠孤烟、草原牦牛，还有大
雪纷飞；见识了推展30多年的“希望工
程”，在高山上的“教学点”结识了奉献
青春的教师们；更学习了当一方水土养不
了一方人时，如何建设出“日久他乡是故
乡”的新天地。

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李佩珍
在甘肃积石山县阳山村的阳山小学驻点，
她敏锐地注意到这里的学生95%是留守
儿童。于是，她以陪伴式的“做中学”方
式，申请免费儿童营养午餐。同时，激活
学校咨询室、募得了大荧屏，为孩子们与
父母牵起一条“悄悄告诉她”的暖心热
线。此外，还开展了“阳光小农”趣味教
学项目，让孩子们体会到劳动与付出时收
获的快乐。

李佩珍相信，对脚下的土地投入的情
感有多深，路就能走多长。她说，愿同大
陆青年同心同行、携手打拼，锲而不舍、
驰而不息，“耕耘”好脚下的土地。

台湾青年李佩珍的大陆乡野梦：

“这里的土地会黏人，我的心已被牢牢粘住”
本报记者 修菁

了解后，更热爱
——第七届大陆任教台湾教师座谈会暨交流联谊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修 菁

台胞 陆观 新闻 递速

本报讯 （记者 照宁） 7月 23日，由中华全
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厦门
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

“舞”论坛在厦门举行。
论坛以“一起舞动向未来”为主题。中国舞蹈

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台湾汉唐乐府创始人陈美娥等
8位两岸“舞林代表”参加此次论坛。论坛上，他
们与线上线下观众分享两岸舞蹈故事，畅谈舞蹈未
来。

陈美娥表示，因为两岸是一家人，希望大家从
教育的层面给年轻人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让他们
更有民族观，更有家国观，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好
青年，再去绽放他们的青春活力。

台湾舞者翁英哲则希望有更多的平台跟交流的
机会，让两岸喜欢街舞的年轻人有多一点的机会交
流。“今天这个论坛非常好，我们自己也在筹备举
办一些线下的两岸交流赛，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
们是线上在做筹备，希望将来两岸可以有更多线下
交流的机会。”翁英哲说。

此次论坛还启动了两岸原创街舞征集活动，邀
请两岸青年结合非遗文化、时尚文化、新媒体技术
等进行街舞创作。届时，主办单位将从中评选出优
秀作品进行集中展播，促进两岸青年舞蹈人才交流
与创作。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化宣传部部长武晓
峰介绍，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连续三年，从

“辨”论坛，到“唱”论坛，到“舞”论坛，里面
有一个共同的词叫“未来”，我们通过这样的活
动，主要是想给更多的两岸青年搭建一个交流融合
的平台，期待我们两岸的美好未来。

两岸青少年在厦
“舞动”未来

在参访团的台湾教师看来，王进喜这样的典型人物是很好的“共同语言”，能够凝聚两
岸青年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共识。图为参访团教师在铁人纪念馆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