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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照宁）11月22日，2022“乐龄杯”海峡两
岸养老产品创意创新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在厦门正式公布，部
分优秀作品将于12月初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五届
海峡两岸老龄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老博会”）上展出。

老博会以立足闽台、面向全国、拓展国际的势态，搭建了
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在厦门已连续成功举办4届。海
峡两岸大学生养老产品创意创新设计大赛是海峡两岸老龄产
业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围绕环
境空间、智慧康养、日常生活用品三个方向进行创意产品与创
意设计征集。比赛期间，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
学、台湾科技大学、台湾成功大学等两岸及海外近100所高校
同台“比优”，共征集到579件产品。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可以说是来学习的。这次海
峡两岸大学生养老产品创意创新设计大赛的作品有很强的科
技感，也带有很浓的人文关怀，给我很多感触，让我在设计老
年产品时会有更多的思考。”参赛者之一、台湾科技大学学生
张子俊对记者分享参赛感受说。

作为全国首个以养老产品为对象、面向大学生的专业设
计大赛，海峡两岸大学生养老产品创意创新设计大赛受到了
两岸各大院校及行业的高度认可，包括台湾院校11所，大陆
18个省份及海外2个国家约200所院校参与，累计征集超千
余件作品。据海峡两岸老龄产业博览会组委会副主任谢子贤
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大赛作品征集数量再创新高，高校学
子参与热情高涨，足以看出年轻群体对老龄产业的关注与热
情。“通过比赛也让台湾学子更进一步了解大陆，同时以产学
研带动的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台湾学子到大陆就业、创业，
共同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谈到大赛举办初衷时他表示。

两岸高校学子比创意 助力“银发”产业

本报讯（记者 修菁）记者从国台办获悉，由国务院台办、
全国青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海峡青年节集
中活动12月1日至5日在福建福州举办。这是党的二十大召
开后首场两岸青年大型交流活动，期间将举办海峡青年节峰
会、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周、“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海峡气象
青年汇、闽台人才协作论坛、海峡乡创生活节等系列活动，进
一步推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第十届海峡青年节以“融合发展 文化传承”为主题，以
“海青10年·10品牌·10故事”为主线，预计2022年全年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36项活动，内容涵盖中华传统文化、
数字中国、福马共同家园、乡建乡创、人才工作等众多领域，同
时面向台湾青年发布155家单位1756个工作岗位，促成建立
一批体育、音乐等特色台青创业就业基地，为台湾青年在大陆
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目前，第十届海峡青年
节已成功举办20项活动，累计吸引近2000名台湾青年线上
线下直接参与。

自2013年举办首届活动以来，海峡青年节以集中活动和
系列活动相结合的方式，累计举办265项两岸青年交流活动，
吸引3万名两岸青年参与，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金字招
牌”，是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重要平台。

第十届海峡青年节在榕举办

中共二十大闭幕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
多月，但作为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的新时
代青年、台盟盟员，习近平总书记在作二
十大报告说到“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
现，也一定能够实现”时会场响起经久不
息的热烈掌声场面仍时常在我头脑中浮
现。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不仅是党的历史任务，也是海内外所有中
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在学习中共二十大精神过程中，作为
台盟盟员的我，特别关注二十大报告中的
涉台内容，报告中提到“我们坚持以最大
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的选项，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
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
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这是大陆
再一次向台湾同胞释放善意，传达大陆和
平统一方针不动摇，话语充满了温暖厚
重、饱含深情。回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
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无论是在自己
的成长过程中，还是在长辈的叙述中都能
深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台湾同胞的关
爱；每逢台湾地区同胞在世界各地遭遇不
幸，中央政府总是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在用行动证明

“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是骨肉
天亲”。同时，面对企图破坏祖国统一的
台湾岛内外破坏势力，我们态度一如既往
的坚决，那就是“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话语坚
定、掷地有声。

中共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中，明确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
独’”写入其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全面准
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
要求，为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
的意志和力量而明确阐明的执政准则。

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

斗、共同守护的民族利益，是没有任何人
能够阻挡的浩荡潮流，也是台盟作为大陆
唯一一个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参政党，一以贯之、矢志不渝为之
奋斗的初心使命。

新时代以来的十年，海峡两岸交流交
往取得历史性突破。作为促进祖国统一的
参与者、见证者，这十年，我最直观的感
受是祖国的繁荣发展使岛内来大陆发展的
台湾青年越来越多了，择业类型越来越广
泛了，他们在这里定居、成家、养育后
代，归属感越来越强，从他们口中听到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当然这个回
家可能是辽宁、沈阳，也可能是大连或者
祖国大陆的其他城市。

在一系列政策的助力下，来自台湾的
青年伙伴们在祖国大陆的工作和生活更加
便利，也更愿意介绍岛内的朋友来一起打
拼。今年，台盟大连市中山区支部在市委
会的支持下，努力在促成大连台盟青年与

台协青委会、在大连台生的联动，我们希望
这种联动是情感上的、交流上的，也同时是
互助和协同发展的。我们努力帮助初来乍到
的台湾青年与我们熟悉的城市建立联系，从
点滴做起带着台湾青年朋友们适应本地的生
活、便捷地办理业务、咨询需要的政策、轻
松获取本地的优质资源和支持。按照台盟中
央主席苏辉的“一盘棋、一股绳”工作要
求，今年9月，台盟大连市委会支持我们支
部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支部建立了结对共
建，在共建交流中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便是
对台联络，两个基层支部达成共识，一起为
城市间的台青交流搭一座“桥”，方便在两
座城市打拼的台湾青年朋友实现资源共享，
共同推进两岸青年融合发展。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青年
最有效的磨砺。在新时代，做两岸青年融合
发展的践行者，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老一代
台胞爱国爱乡光荣传统，必须做到坚决拥护
中国共产党为祖国统一矢志奋斗的初心不
变，将火热的青春投入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中，坚守心中的那一抹红，为之投入，为之
奋斗。

扬鞭策马征程急，放眼神州气象新。下
一个十年，守最初的心，追最美的梦，用青
春的踔厉奋发填写时代赋予青春的使命答卷。

（作者系大连市中山区政协常委，台盟
大连市中山区委会主委）

做促进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践行者
徐 丹

大陆有许多温暖的人

余纪萱出生在台湾省，父母都是
客家人，父亲的老家在台湾苗栗，母
亲的老家在新竹。从小她就经常听母
亲聊老家的故事，“我们的祖先在广东
梅县，外公的祖辈就来自那里。”“我
是中国人”的事实，在余纪萱的心
中，从来没有质疑和模糊过。

11 岁那年，因为父母工作的关
系，余纪萱跟随父母来到了离福州很
近的马祖南竿岛。从那时起，在从事
文化创意产业的母亲带领下，余纪萱
开始参与两岸妇联组织的一些文化交
流活动，也因此有机会接触到来自祖
国大陆的同胞，受到同为客家人的祖
国大陆长辈们的关照，“每次见面大家
总会热情地问寒问暖、分享美食”，这
温暖的一幕一直留在余纪萱的记忆里。

“我至今还记得在马祖南竿岛上学
时，作业本的封面上学校名称前印的
都是‘福建省连江县’，虽然那时还没
有机会真正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但
懵懵懂懂间我对海峡的另一边也开始
产生无限的憧憬。”直至 2011 年，余
纪萱有机会第一次真正来到大陆，和
母亲一起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第十四届
京台科技论坛·妇女论坛。

“记忆中那是在一个微凉的秋天，
会场中大家交流热络，来自两岸的企
业家找到很多可以合作的机会，包括
我母亲，在会议间隙我们还参访了798
文化创意园区，感受到了祖国大陆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生机勃勃，也看到
了一些入驻的台湾艺术家在这里开创
了一片新天地。”对彼时刚刚大学毕业
的余纪萱来说，那是一次极具吸引力
的旅行，“我人生第一次品尝到金黄油
亮、外酥里嫩的北京烤鸭，还有软糯
糯、香甜甜的糖炒栗子，返台之前，
妈妈的朋友，一位北京的阿姨还送给
了我一件非常有传统韵味的旗袍……”

现在回想起 10 年前的那次“登
陆”之旅，留在余纪萱脑海中的，仍
是一幅幅极具场景感的生动画面，但
在当时的她没想到的是，她与大陆的
深度联结由此开启。

伴着茶汤客家文化流淌在血脉

在日本留学时，余纪萱结识了一
位来自浙江杭州的大陆小伙子。语言
相通、共同的价值追求也契合，两人
毕业之后，在日本定居生活。然而突
然有一天，先生说在老家的奶奶突然
跌倒，被送到医院急救，“忙着向公司
请假、购买回国机票、等待回国的那
段时间，我们的生活一下被按下了暂
停键，也是从这件事情开始，促使我
们开始考虑回国和亲人团聚的计划。”
她告诉人民政协报记者。

时间行至2018年，余纪萱偶然在
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条杭州市余杭区
发布的讯息，该区面向世界百强高校
毕业生伸出橄榄枝。看到讯息的第一
时间，她就兴奋地把讯息传给了先
生，并得到了在台湾的父母的支持和
鼓励，“当天我就报了名，后续也顺利
地通过了招录考试。”2019年2月，她
成为一名“新杭州人”。

“我是来自台湾的杭州新市民小
余，非常有缘，我也姓余，余杭的

余。”现在参加各种交流活动，余纪萱
总会以这句话作自我介绍。

到杭州余杭工作之后，余纪萱主
要从事传统文化挖掘、文旅 IP打造和
文创开发的相关工作。余杭径山是

“茶圣陆羽著经之地，日本茶道之
源”，在余纪萱看来，这里的茶文化也
是像她这一代台湾青年认识中华文化
的一扇窗。

“我们对于茶圣陆羽的认识，基本
上都来自周杰伦的那首 《爷爷泡的
茶》。”余纪萱直到现在仍清晰地记
得，听到这首歌时她在上初中，“听到
歌中富有禅意地唱到‘陆羽泡的茶，
像幅泼墨的山水画’，我的眼前也瞬时
浮现出一幅画面，好似自己也徜徉在
山水间；听到‘陆羽泡的茶，听说名
和利都不拿’这句歌词，更让我感受
到士大夫淡泊名利、精行俭德的高尚
风骨。”

现在想来，当年因为有了这些润
物无声的浸润，对她认识中华文化、
心底建立与中华文化的亲近感，都打
下了铺垫。“在日本留学时，我就听说
过余杭径山是日本茶道的发源地，来
到余杭之后，经过进一步的探究，我
才了解到唐宋时期中国佛法鼎盛，众
多日本僧侣慕名前来当时是江南五山
十刹之首的余杭径山寺学习佛法，在
习佛过程中，他们接触到了寺庙中戒
规森严、用来悟道参禅的茶宴文化，
并将其带到日本继承发扬，经过千年
的岁月更迭，最终演变为今日的日本
茶道。”来到浙江之后，余纪萱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重走陆羽当年走过的寻茶
之路，并深读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
早、最完整、最全面地介绍茶的经典
著作《茶经》。

在了解国家级非遗“径山茶宴”
的过程中，余纪萱惊讶地发现其中的
点茶过程、品茶方式和从小影响她至
深的“客家擂茶”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煎汤点茶、行盏分茶、说偈吃茶
……原来中华各地的茶文化是相通
的，都是由汉魏的粥茶文化和唐宋的

煮茶、点茶文化衍变而成。”
两岸茶文化一叶同根。探寻到中华

茶文化源头层面的文化认同，让余纪萱
对从事中华茶文化的传播工作带着发自
心底的情怀，“在开发‘径山宋韵点茶体
验课程’中，每一次的点茶、每一次的
击打茶汤、每一次认真感受茶香四溢的
绝妙滋味，仿佛都让我想到了儿时外公
递给我的那一碗亲手擂制的浓厚茶汤，
喝下去是这样的温暖，充满着亲情和关
爱。”她和人民政协报记者分享时说。

余纪萱现在想来，客家文化其实从
小就深深映射在她的日常家庭生活。

“家里总离不开茶，无论是父亲老家苗
栗产的、带有白毫蜜香的‘东方美人
茶’，还是外公亲手给我们做的、加了炒
米、花生米、芝麻的‘客家擂茶’，还有
小时候中暑、咳嗽时，隔壁阿姨分享
的，经过九蒸九晒的‘酸柑茶’，茶文化
可以说透过点点滴滴的茶汤，潜移默化
地浸润到我的心里，也让我养成只要到
了新环境，就想着泡一杯茶来让内心沉
静下来的习惯。”余纪萱说。

带着情感温度的文创产业也更易获
得市场的认同。2019年由余纪萱作为团
队主创推出的“陆羽与茶小僧”文旅 IP
形象，在荣获杭州·浙西文旅十佳文旅
融合IP后，2020年又入选了首批浙江省
文化和旅游 IP，她也由此开启围绕中华
茶文化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路。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联结两岸

同伴的一座桥

去年，杭州市余杭区经历了区划调
整，余纪萱也因此加入了杭州余杭交通
投资集团的大家庭。今年由全国台联主
办的第十九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
营茶文化研习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举办了日本、泰国、印尼三个
专场。余纪萱作为研习营的主讲者，结
合自身经历，向海内外的台湾青年分享
自己在杭州从事宋韵茶文化传播的经历
和故事，以茶为窗让自己对中华文化又
有了新的认知和看见，接下来在从事酒

店民宿的相关工作中，如何结合中华传
统文化，进一步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共
同富裕，她也有了新的期许和想法。

“原来抹茶源自我们中国！”
“透过茶文化的挖掘，然后进一步开

发成为产品，真的是将一片片的绿叶子
变成了金叶子！”

“有机会我也想去浙江走走看看！亲
自点上一盏茶！”

“哇！原来茶产业可以这样带动乡村
振兴！”

相似的心路历程，让余纪萱的分享
获得了身居在日本、泰国、印尼等国家
数十位台湾青年的热烈反响，“大家穿越
时空，通过一根网线以茶会友，更让我
体会到是我们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将我
们彼此拉得很近。”伴随参加两岸青年文
化交流活动的增多，也促使余纪萱去思
考在后疫情时代如何以己为桥，去联结
更多两岸青年，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互见。

“像我这样在台湾岛内长大，之后到
海外留学的台湾青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席
卷全球前，每年约有3万～4万人，透过
到海外留学，我们会有更多机会结识到
来自祖国大陆的小伙伴。由于大家语言
相通、文化同源，所以往往彼此很快就
能成为好朋友。我也因由这样的方式，
在日本留学期间，结交了不少来自大陆
各地的好友，大家彼此分享家乡的美食
特产、寒暑假还相约到对方的家乡游玩
探访，甚至还有一些伙伴和我一样组建
了两岸婚姻家庭，一起回到其中一方的
家乡深耕发展。彼此共同的海外生活经
历，会让我们更加理解对方。”在余纪萱
看来，在台湾当局人为阻碍两岸正常交
流和新冠肺炎疫情还处于不能完全控制
的当下，加强对两岸留学生的彼此联
结，不失为增进两岸青年交流有效互见
的一条途径。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一点点主
动联结，每个人都可以搭建一座通往两
岸的桥，而文化的纽带会把两岸的我们
心拉得更近。”去回望、去看见、去行
动、去成为，这是余纪萱最想和台湾的
同辈小伙伴分享的“登陆”心经。

台湾姑娘余纪萱的余杭情结：

以茶为窗“看见”你我
本报记者 修 菁

千万不要

小看自己的一

点点主动联

结，每个人都

可以搭建一座

通往两岸的

桥，共同的文

化让我们的心

很近。

““

””

本报讯（记者 照宁）“这种论坛的形式很好，大家可以共
同交流所关心、所感知的事情，不仅可以促进两岸青年之间的
沟通和交流，也可以通过讨论的形式搭建新的桥梁。”11月20
日，在厦门举办的第八届两岸学子论坛上，来自台湾的厦门大
学硕士研究生陈谕宣与两岸70余所高校的300余名青年学
子和学者分享着自己的感受。

两岸学子论坛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打造的品牌学术活
动，是两岸青年学子学术重要交流平台之一。本届论坛以“奋
斗与新局”为主题，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海峡
交流文化中心主办，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奋斗描述出近一百多年来不平凡的两岸关系的发展
历程，新局则揭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历史方
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台湾
研究院教授刘国深在论坛上诠释了本届论坛“奋斗与新局”
的主题。“和平统一最符合两岸中国人的利益。”他表示，“打
铁还需自身硬，通过不懈奋斗用心实现国家最终完全统一
的下一个新局。”

“青年者，国之魂也。两岸青年学子有责任、有担当，不惧
疫情挑战，创新交流合作方式，用青春与热情为两岸关系长远
发展绘就亮丽前景。”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李钺锋以视频连线
形式寄语两岸青年学子。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党委书记曾云声表示，两岸学子论坛
旨在拓宽两岸青年学子的学术视野，激发思想创新，形成了一系
列具有现实意义和丰富内涵的学术成果，加强了涉台各个学科
研究的交流互动，增强了两岸学子和学者的情感融合。

两岸70余所高校学生 聚焦“奋斗与新局”

第十六届中国（莆田）海峡工艺品博览会（以下简称“艺博
会”）11月24日在福建莆田工艺美术城开幕。来自海峡两岸上万
件工艺美术精品亮相，其中台湾工艺之家协会、台湾顶极工艺协
会、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等联袂推送了10余位台湾大师的杰作
参展。

此次艺博会为期4天，主会场展厅达到1.2万平方米，展品涵
盖30余种品类，两岸400余家企业参展。台湾工艺之家协会荣誉
理事长许朝宗、台湾天目大师江有庭、台湾金工大师吴卿、台湾顶
极工艺协会理事长叶志诚等多位名师作品同台展出。

走进台湾精品馆，陶瓷、漆器、柴烧、木雕琳琅满目。台湾顶
极工艺协会秘书长林芸安表示，台湾工艺以材质的不同分为15
大类，其中陶、瓷工艺的从业人员超过工艺业者总数的一半，“很
多人把视野投向大陆，寻求传统技艺的滋养，并开拓更大市场”。

本届艺博会凸显“海峡”同根、文化互融，深化与两岸企业家
峰会现代服务业及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合作，还组织闽台
工艺美术大师同台竞技“艺鼎杯”中国木雕现场创作大赛、泥塑造
像技艺大赛等活动。

两岸企业家峰会文创产业合作联盟秘书长余建国介绍，尽管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很多台湾工艺美术大师没能亲临现场，但
大家都期待借助跑展会找到更多商机和市场，亦有很多台湾业者
和其组织合作，尝试通过直播电商在大陆寻觅知音。

（林春茵）

台湾精品亮相中国（莆田）海峡工艺品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