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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
告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保
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应是
我们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
命。”蔡光洁，中共二十大台湾省
籍党员代表团里最年轻的一位代
表，定居大陆的“台胞三代”，曾
任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宝泉山
镇马家岗村“第一书记”。

“没想到这个黄毛丫头，让马
家岗村‘活’了！”2016年初，彼
时作为吉林省台联最年轻的一名青
年党员，蔡光洁主动报名，接受组
织委派，到吉林省台联对口帮扶的
长白县马家岗村任“第一书记”。

“从小因为小台胞身份，我有
很多机会参加各级台联组织的夏令
营，在开阔眼界的同时，我也感受
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因为有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我自己的成长
之路，也得到了党对台胞群体的格
外关怀和照顾。”报恩、到更艰苦
的地方接受历练，这是蔡光洁主动

选择到农村扶贫一线工作的初心。
5年驻村工作时光，她从最初村

民眼中“派来个黄毛丫头，能干啥事
呢？”到阳光又能干的“小蔡书记”。
建起“蛋咯咯”牌土鸡蛋养殖项目、
沙棘果种植项目、高原光伏发电扶贫
项目；“小蔡书记”来到马家岗村的
5年，这里贫困户年均增收1500余
元，参与沙棘果种植的村户每亩增收
3000余元。村集体有了稳定的“造
血产业”，村民收入持续增长，村里
的路更好走了，村民脸上也有了对美
好生活更加憧憬的精气神儿……

“说实话，刚来马家岗村时，我
内心挺受震动，知道农村生活艰苦，
但没想到会有这么苦！不管是走在村
里还是进到村民家里，到处都是灰秃
秃的，让你感受不到一点生机，这时
你心里的使命感也好、责任感也好，
就会被唤起。”蔡光洁没有掩饰初到
村里受过的苦，但来到村里不久后，
偶然读到的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这本书，给予她前行的力量和做
农民工作的方法指引。

“书中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一个城
市青年到农村生活工作，要过劳动

关、生活关、思想关等五关，做农村
工作要主动融入农民中去，做他们的
朋友，让他们自然而然的信任我
们。”带着这些“工作宝典”指引，
蔡光洁主动去和马家岗村的村民做朋
友。5年驻村工作，她和村里的每户
乡亲都聊过天，慢慢地村民们发现这
个外来的“黄毛丫头”说话在理，也
真能干成事，自然而然地把她当成

“主心骨”。
“老乡们其实很讲道理。只要我

们说话算数，真心实意为他们解决
急难愁盼的问题，他们会用特别朴
实的方式来支持我们。”2018年新
年，蔡光洁决定给马家岗村民开个
新春联欢会。联欢会前，她给村里
每家每户都录了一段小视频，请村
民们说说这一年家里发生的让他们感
到欢喜的变化，以及对未来一年生活
的一些期许。

“边剪边哭，我从他们说话时的
眼神中，看到了光，从他们的脸上，
看到笑容……”马家岗村乡亲们的精
神面貌发生了看得见的变化，这是蔡
光洁最希望带给这里的。

真扶贫、扶真贫、见实效。强基

层党组织、推动产业项目发展、提升
乡村治理能力、激发村民脱贫内生动
力，是蔡光洁来到马家岗村5年为这
里留下的政治、物质、精神三笔财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
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华
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广大台
湾同胞始终没有缺席。“驻村5年时
间，让我感到欣慰一点，就是看到越
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参与到祖国大陆精
准扶贫的工作中来。”蔡光洁向人民
政协报记者介绍，因为自己的台胞身
份，她的驻村工作生活情况也自然而
然得到岛内朋友的关注。

2019年一位长期关注蔡光洁微
信朋友圈的岛内朋友提出想到村里看
看。后来这位岛内朋友在村里实地走
访后，惊叹地向蔡光洁表示，“虽然
通过你发的照片和视频，感受到大陆
扶贫工作做得不错，但眼见为实，更
为大陆这项工作做得如此实在而心感
佩服，希望两岸能早日实现统一，从
而让更多台湾同胞也能享受到祖国这
样的好政策。”在蔡光洁看来，这就

是大陆的制度优势，也是需要向更多
台湾青年讲好的大陆故事。

“如果不是眼见为实，他们很难
相信，我们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党
员，为何会如此‘听话’，为何党中
央提出要干脱贫攻坚这件事，就有这
么多党员干部像我一样会自愿下沉到
农村工作。”以己为桥、以台联组织
为窗，让更多的台湾青年通过交流来
认识大陆、增进国族认同，是蔡光洁
结束驻村工作，回到原工作岗位，当
下思考最多的事。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干部，我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要求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立志做有理想、
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
青年。”有幸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蔡光洁感到无比光荣，“生逢其时，
重任在肩，唯有努力向下扎根，才能
不断向上生长。”

蔡光洁代表：

用行动践行，扶贫路上台湾同胞没有缺席
本报记者 修菁

身为一名定居大陆的第三代台
胞，中共二十大代表、广州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党委副书记许可慰是
第二次参加中共党代会。

在疫情战场，许可慰是为数不多
的台湾医生，由坚守病房战疫到走进
人民大会堂履职，他以来自台湾的医
者和党代表身份见证，大陆举全力应
对疫情并从逆境中奋起。

“在武汉抗疫期间，我感受最深
的是，我们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理念写在了实践中。”通览二十大报
告，许可慰对人民政协报记者表示，
其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诠释，
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丰
富，也是中国共产党面向全体人民的
再一次庄严承诺。

2020年初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
情，许可慰率领所在医院151人组成

的医疗队在危急时刻从广东驰援战
疫。“我是老医生了，应该到一线
去。”这支临时医疗队进驻的是专门收
治重症、危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许可
慰负责新开辟一个重症病区，同时协助
其他病区工作。

在武汉疫情之初，许多当地的台
商台生主动联系许可慰，表示希望提
供支援，不断有人询问生活或工作所
需。他回忆，那时一个强烈的感受
是，病毒才是共同敌人，两岸同胞不
分彼此，台湾众亲得知他援汉的消息
也表达问候，这份情谊令他动容。

“台湾问题是祖国国力衰弱、民
族羸弱之时的历史产物。现在随着社
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已走
上不可逆转的进程。”许可慰表示，
他从二十大报告里看出，中共解决台
湾问题的决心是坚定的，“美国打

‘台湾牌’只是把台湾当作棋子。甘
心作马前卒是民进党当局愚蠢的决
定，根本没有把老百姓放在心里。”
他表示。

在大陆生活的台胞近年积极投
身国家发展建设，许多人参与到国
家政治生活中。他们的身影在台湾
引起广泛关注。在许可慰看来，这
反映出台胞群体盼望国家统一的心
境，也能表达这些台胞愿为统一事
业出力的态度。许可慰说，参与政
治生活，可以与台胞、台生通过更
多 渠 道 交 流 ， 并 反 馈 台 胞 群 体
声音。

许可慰代表：

大陆把人民至上写在了实践中
本报记者 修菁

“两岸同文同种，在历史长河
中，尤其是近百年来经济社会发
展进程里密切相关。两岸就算有
差异，也是因为互不了解所致。”
中共二十大代表、复旦大学教
授、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
卢丽安对记者说。

卢丽安生于高雄，自小生活
在台湾南部，从台湾政治大学毕
业后负笈欧洲，1997年在英国取
得博士学位后来到大陆定居。定
居大陆25年，她是外国语言文学
学者，并在台胞团体任职。

五年前召开中共十九大时，
卢丽安是唯一一位在台湾土生土
长的中共党代表，引发两岸高度
关注，其中共党员身份受到岛内
的舆论压力。受访时，卢丽安最

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爱台湾，也
爱大陆，就像爱自己的爸爸妈
妈，不需要二选一。”

“我希望能帮助台湾青年开拓
视野、开发工作机遇、开创生命
丰富度的环境，正是当下台湾年
轻人最需要的。”谈及台湾青年发
展现状，卢丽安不无忧虑。

她说，台湾许多年轻人自诩
“小确幸”，但这是“把头埋在沙
堆里”的鸵鸟心态。民进党当局
不断操弄“去中国化”议题，更
是自欺欺人，完全不顾台湾青年
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岛内面临产
业空洞化、“少子化”、能源危机
等发展窘境，教改倒行逆施等因
素严重冲击高教质量。卢丽安
说，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尤
其是打压提供大陆高校信息的渠
道、阻挠学子“登陆”读书，让
本应探索更开阔世界的学生失去
了与大陆同龄人交流的机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
大陆高校的开放理念。从教多
年，卢丽安观察到大陆高校在输
出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在重点培
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以复旦为例，学校十
分重视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希
望让每位学生都能获得境外学习
机会。

“台湾青年需要什么？”卢丽安

认为，他们需要能激发自身潜力的
成长环境，需要找回被扭曲、忽视
的中国人身份认同，需要认识到

“爱大陆”与“爱台湾”不冲突。
“就像五根手指各有长短，两

岸社会存在差异。”卢丽安说，重
点在于如何求同存异，并在异同之
中找到良性沟通的方式。她认为，
差异容易被看见，即便分隔数十
载，但同根同源的两岸仍是同远大
于异。

她介绍其家庭背景。尽管祖辈
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
但家中各处都布满中华文化的细
节，长辈始终不忘传承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卢丽安的外公白手起家，
自学汉字，成家后夫妻同心安养寡
母，抚养兄长遗孤，教养子女知书
达理、自立自强。

她说，这是中华文化价值观在
个体家庭中的体现，“我从小是在这
样的家庭氛围中耳濡目染成长起
来”。这些中国家庭中的美好价值观
应该在两岸延续。

两岸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
相同的。卢丽安说，一些势力有意
夸大的所谓“两岸差异”，不能阻碍
两岸走亲走近融合发展、祖国实现
完全统一。她建言，已扎根大陆的
台湾青年，要让更多台湾年轻人看
到大陆广阔的发展空间，写好融合
发展这篇大文章。“这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

卢丽安代表：

“爱大陆”与“爱台湾”不冲突
本报记者 修菁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满
怀信心。”10月 16日，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开幕。在大会开幕至
今的时间里，被人们讨论最多
的，除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用一
串串数字标注出的伟大成就，
就是那回荡在大会堂里经久不
息的掌声……

“掌声就是共识，掌声就是心
声。”二十大台湾省籍党员代表江
尔雄告诉记者，掌声充分反映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这十
年成就和变革的充分肯定，对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热切期盼，对奋
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随着掌声一次又一次地响起，
我内心的凌云壮志油然而生，感悟着
新思想的伟力，感受着神圣的使命，
胸怀崇高的责任，汲取人民的力量，
激发昂扬的斗志，决心为奋力谱写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
和力量！”

江尔雄的父亲是台湾彰化人，
1948年时便来到了大陆。作为定居
大陆的台胞第二代，江尔雄十分关心
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发展情况。今年的
全国两会上，江尔雄讲述了台湾彰化
青年陈文成在北京求学就业、结婚生

子的故事。她曾言，两岸青年犹如涓
涓细流，汇聚成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滚
滚浪潮，势不可当。

“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青
年。”在今年的海峡青年论坛上，
习近平总书记曾给参加论坛的台湾青
年回信，勉励两岸青年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携手打拼，让与会
的两岸青年深受鼓舞。“我愿做‘摆
渡人’，帮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
祖国大陆落地生根，让两岸青年共筑
伟大梦想，共享民族复兴荣光。”江
尔雄如是说。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
任务。今年以来，中共中央台办先
后组织撰写了 《血沃宝岛——中共
台湾英烈》、《中国共产党与祖国统

一》 等权威读物，充分展示党推动
祖国统一的光辉历程，增进广大台
胞和人民群众对中央对台方针政策
的认识理解，坚定实现祖国统一大
业的定力和信心。

“回望历史、牢记英烈、崇尚英
雄，既是对光辉历史的铭记，更是为
了吸取前进的力量，能让我们更加看
清今天的路，坚定地走好未来的
路。”江尔雄说，台湾同胞有着爱国
爱乡的光荣传统，思慕祖国，追随中
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永不磨灭。

“这些权威读物清晰地告诉世
人，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同胞的血肉联
系是割不断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与台
湾同胞站在一起，想在一起，革命在
一起。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台
湾同胞没有缺席。”

“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
一定能够实现！”连日来，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涉及祖国统一和台湾问题的
表述感染了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

“作为一名生长在祖国的台胞，我们
何其有幸恭逢这个伟大时代，怀才有
遇，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把完成祖
国完全统一的责任扛在肩上，团结台
湾同胞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统
一而努力奋斗。”

“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分
子，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与台湾同胞
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江尔雄坚信，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在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
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努力下，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完全统一一定
能够实现！

江尔雄代表：

愿做“摆渡人”帮助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修菁

代 表 风 采

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大陆坚持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为广大
台商台企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巨大机遇。
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
作重要讲话精神，接连出台并落实落细各项惠
台利民政策措施，台商台企在大陆发展政策更
好、环境更优。广大台商拼搏在大陆、奔走于
两岸，收获了成果，实现了梦想，也对在大陆
扎根发展更有信心。十年来，两岸经济融合发展
持续走深走实。

好时代育大机遇

据商务部统计，2012 年，台商投资大陆项
目累计 8.8 万个，到 2022 年 6 月这个数字增至
12.7万个。

“过去十年，大陆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广大
台商台企是见证者、参与者，更是受益者。”在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看来，台企这十年的发
展，得益于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与引领，得
益于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出台政策
措施的有力支持，得益于大陆持续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诚意和善意。

十年来，大陆有关部门积极引导支持台商
台企参与“十四五”规划实施，大力协助台企
转型升级、拓展内销，在支持东南沿海地区扩
大对台经贸合作的同时，在广西、四川等地设
立了 5 个两岸产业合作区。台商投资大项目增
多、科技含量提升，并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
区有序转移。

20 世纪 90 年代，台商李瑞河来到祖籍地福
建漳浦谒祖探亲。一踏上故土，亲切感油然而
生。土亲人亲，风景独好，他决定在漳浦创业。
如今，李瑞河的天福集团已在大陆开设“天福茗
茶”连锁店逾 1300 家；2007 年创办的天福茶学
院 2012 年“升格”为漳州科技学院，今年在校
生将超过1.3万名。“我始终坚信，大陆是最好的
投资地。”他说。

从着手创业、搭建技术平台到创立品牌，政
府部门给予“创业导师”般的扶持，让 2012 年
10 月成立的江苏昆山玛冀电子有限公司少走了
不少弯路，成长为知名数字化、智能化企业。

“创业像化学反应，要成功需要‘活化能’，大陆
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催化的能量。”在公司董事长
赵宜泰看来，台商台企应把握大势，坚定在大陆
发展的信心不动摇，顺势而为，抓住机遇，再创
事业新辉煌。

大合作促进大融合

“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旺旺集团北京
首席代表林天良说，旺旺在大陆事业不断发展，
也热心公益，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因为我
们始终认为，两岸中国人理应互相帮助，共同进
步”。

数据显示，2021 年，两岸贸易额已增长至
3283.4亿美元，10年间翻了一番，两岸贸易额占
大陆外贸的比重从 2011年的 4.4%增长至 2021年
的 5.4%。另据台湾方面统计，两岸贸易额占台
湾地区外贸比重从2011年的28.6%增长至2021年
的33%。十年来，台商对大陆投资稳定增长。截
至2011年，台商投资大陆项目累计85772个；到
2021 年底，台商投资大陆项目累计达到 124142
个，十年间增长44.7%。大陆稳居台湾地区最大
出口市场、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台商岛外投资
第一大目的地。

“大陆率先与台胞分享发展机遇的诚意善
意，让我扎根发展的决心更坚定。”杭州市台协
会常务副会长宗家泓说。

让宗家泓感受到在大陆发展更有信心的，是
今年 5 月，《国务院台办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若干措施》出台。敏实
集团、旺旺集团等台企主动加快对接步伐，对浙
江省山区 26 县开展投资布局，签订多个合作项
目，总投资达 35 亿元。浙江省近年来还出台多
项政策举措为台商台企纾困解难。截至2022年7
月，累计为台企减税3.27亿元。其中，通过台企
融资畅通工程为台企提供150亿元授信额度，推
出台胞专属“台融卡”服务，已累计发放 3000
余张。

十年来，不仅在长三角台商聚集区，在广
西、湖北、四川、江西、湖南设立的海峡两岸产
业合作区，都聚集了大量台商“登陆”投资兴
业。截至2021年，5个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共有
台资项目 350 多个，总投资额超 1000 亿元人民
币。各地持续举办特色鲜明的涉台经贸活动，推
动一批优质项目对接落地，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热
度持续、成效更实。截至 2022 年 6 月，有 41 家
台资金融机构获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有
53家台企在大陆上市。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表
示，新时代非凡历程中，广大台胞在祖国大陆追
梦筑梦圆梦，收获了新成果、作出了新贡献。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将为台胞台
商提供更大的机遇。扩大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是两岸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
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事实充分说明，无
论是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的人为设限，还是
疫情等突发事件、偶发因素，都改变不了两岸经
贸合作的坚实基础、客观需求和不竭动力，更抹
杀不了由此为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带来的巨
大利益福祉。

十年来两岸融合

发展持续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修菁

特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