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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 陆观

本报讯 （记者 照宁） 12月
25日，五缘文化交流促进会在厦
门市湖里区成立。将秉持“两岸一
家亲”的理念，充分发挥“五缘”
(即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
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优势促
进两岸宗亲交流，以深化两岸融合
发展。

据了解，这个新社团是厦门首
个以“八大涉台宗亲”为主体的对
台交流民间社团组织，首批会员
120余家。2015年，湖里区成立
了涵盖陈氏、叶氏、萧氏、杨氏、
薛氏等8大姓氏两岸宗亲的联席会
议制度。数据显示，目前湖里区的

“八大宗亲”在台湾同姓氏宗亲有
500多万人。8年来，两岸宗亲交
流紧密，互相往来频繁，充分体现
了“两岸一家亲”的亲情和友情，
其宗亲文化交流已成为厦门对台交

流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作为正式社团组织，促进会将

让宗亲文化交流进一步制度化、规
范化，为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
各领域融合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
当选五缘文化交流促进会首任会长
钟建伟表示，未来促进会将主要以
两岸民俗、经贸、教育交流为平台
和媒介，结合实际，用情服务，吸
引更多台胞、台青、台企来大陆就
业、创业和生活，共叙亲缘、共谋
发展。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五缘
文化交流促进会名誉会长吴家莹表
示，期望两岸各界紧密携手，以湖
里区五缘文化交流促进会的成立为
契机，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
一份力。“广大台商台胞定不会缺
席，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共圆中国
梦。”

五缘文化交流促进会在厦门成立

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日前宣
布，有限度重启“小三通”，适用对
象仅限金门、马祖地区的民众及大陆
配偶申请返乡。此举引发岛内社会强
烈不满，被舆论批评为“只做半
套”，对广大想回家过年的台商、台
生助益甚微。

一年输运旅客可达数百万人次的
“小三通”，为台商台胞往返两岸增加
了许多便利。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民
进党当局于2020年 2月单方面暂停
了“小三通”，对金门、马祖地区的
经济发展以及两岸民众的相互往来都
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小
三通”中断严重影响金门、马祖地区
的观光业、服务业发展，导致当地

“百业萧条”。因此，“小三通”复航
的急迫性与必要性摆在眼前，两岸各
界人士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予以
恢复。

台湾民众游行：有限制放开
是背离民众诉求

24日下午，来自约30个社团的
近千民众在台北发起“还我小三通”
游行，呼吁当局彻底取消限制，恢复

“小三通”正常通航。
游行发起人、前民意代表曹尔忠

表示，民进党当局以新冠疫情为由，

单方面关闭“小三通”，一停就是近
三年。其间各界不断呼吁重启，民进
党却推三阻四，无动于衷。此次当局
端出的“专案”进行了严格限定，

“完全不顾民意，背离民众诉求，意
图再次搪塞、蒙混过关”。

“我们无法接受用身份来区隔能
否搭乘‘小三通’，这对百万台商不
公平。”游行发起人、前民意代表陈
清宝说，游行争取的是恢复完整的

“小三通”，回到停航之前的“小三
通”。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中国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金门籍民意代
表陈玉珍等来到游行现场为民众加油
打气。洪秀柱表示，民进党当局在台
湾社会一再呼吁之下勉强开放“小三
通”，却只是“小小一步”。他们不开
放大陆台商、台生通过“小三通”返
台，根本无视百姓思乡情切的感受。

“还我小三通”“我们要回家”
“为什么让我们饱受思乡之苦？”……
民众在游行队伍中高举白底红字横
幅，一路高喊口号。受新冠疫情影
响，很多岛内民众已经3年没能回家
看望父母。眼下春节来回两岸机票涨
到6至7万元 （新台币，下同），相
比之下，“小三通”来回一趟仅需
6000至7000元。同理，在大陆工作
生活的台商、台生，他们也需要一个

便宜实惠的选择返乡过年。
当日游行队伍还派出代表分别前往

台立法机构、行政管理机构递交陈情
书。陈情书说，坚决反对台行政管理机
构提出的“小三通”政策，不容当局

“以切香肠方式，拖延两岸交流交往，
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

在陆台商：为什么对在大陆打
拼的台湾民众不公平对待？

对于台当局有限度恢复“小三
通”，没有将在大陆的台商列入适用开
放范围，全国台企联发表声明，呼吁民
进党当局正视台商、台胞迫切需求，把
“‘小三通’的门开大些”。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吴家莹直
言，民进党此番操作“对大多数在大陆
打拼的台湾民众不公平”。吴家莹说，
大多数在大陆的台胞基本都是3年没回
台湾，而“小三通”因其经济性和便捷
性，受到诸多台胞欢迎，但此次民进党
当局只是有限度复航，倘若春节一家三
口、五口返台，单程机票就要20万新
台币左右，对大多数家庭都是不小负
担，何况在大陆的台胞并非个个都是企
业主，台干、台生的数量也很庞大。

“民进党当局一直借口说担心全面
复航‘小三通’会把疫情带到台湾，但
我想问他们，台湾已经对全世界都开放

了，日本当前疫情也很严重，但日本人
可以自由出入台湾地区，为什么我们在
大陆生活打拼的台湾人无法享受同等待
遇?”吴家莹说。

全国台企联常务理事徐正文也表示
“反对有限度开放”，认为应全面恢复
“小三通”。2020年 2月徐正文等台商
曾协助“武汉包机”事宜，接台胞返回
台湾。徐正文说，民进党这次有限度地
恢复“小三通”，正如当年“武汉包机”
一样，“对民进党，要挤一下才动一下，
打一下才动一下，若不挤不打，民进党
就不动”。“民进党这次输了县市长选
举，但还是没改掉他们的本性，此次有
限度恢复‘小三通’的操作，仍然是民
进党当局‘抗中保台’政策的延续。”徐
正文表示，他将继续和众多台商共同奔
走呼吁尽快全面恢复“小三通”。

一名福州台商任姐对记者表示，疫
情以来已3年没回台，福建台商圈去年
开始就不断向陆委会、海基会请愿希望
开放“小三通”，但陆委会始终以大陆
疫情严峻为由敷衍推托，“完全没有把
民众的福祉放在心上，令人寒透了心！
现在既然要开放，仍旧只愿意做半套，
这些以折腾民众为乐的民进党当局，内
心实在太扭曲太黑暗。”

针对台陆委会 22 日在台“行政
院”报告“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专
案”。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日表示，
恢复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地区的直接
往来，大陆方面没有任何障碍。春节在
即，广大台胞往返两岸需求增加，我们
愿采取优化措施，尽最大努力通过各种
方式保障两岸同胞往来需求。希望民进
党当局以同胞福祉为念，彻底取消自身
单方面设置的障碍，通过既有联系渠
道，由两岸相关业者根据两岸民众实际
需求处理航班等具体问题，恢复“小三
通”正常通航。

不满“小三通”复航设置范围
民进党当局遭各界台胞痛批

本报记者 修菁

“你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来
大陆工作，甚至，我还曾经跟同事
说 过 ， 我 才 不 会 嫁 给 大 陆 男 生
呢！”但在40岁这一年，曹纹嘉的
人生发生了反转，她不仅来到大陆
工作，还成了“北京媳妇”。到今
年，她已经在北京安家 7年，她说
自己不懂什么两岸政治，只是从与
大陆的同事、朋友交流开始逐渐认
识这里。“现在对我而言，北京就
是我的家。”她对人民政协报记者
表示。

留学荷兰第一次感受到同
胞“手足之情”

因为母亲不断耳提面命“读书才
能改变命运”，曹纹嘉从小便是奖学
金榜上的“常客”。2000年，已经在
荷兰一家大型企业台湾分公司工作5
年的曹纹嘉决定辞职赴荷兰留学。也
是在荷兰，她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大陆
同胞。

曹纹嘉就读的荷兰阿纳姆奈梅亨
大学（Radboud University Ni-
jmegen）此前没有台湾学生来攻读
硕士，因此在当地也找不到台湾同
胞，只能看到大陆同学。直到一个因
缘际会，她被恶意诈骗留学生房租的
荷兰二房东赶出租屋，经同学帮忙介
绍，才住进了一位大陆阿姨的家。同
住在阿姨家的，还有一位来自大陆的
男孩。

“他在狭小的房间里会给自己做
饭吃，有时还会邀请我一起过去
吃。”远在异国他乡，何谓同胞“手
足之情”，曹纹嘉说这段留学经历给
她上了生动的一课。后来在与这位
大陆男孩的短暂租友生活中，他们
展开相互扶持的生活，同时她也从
和男孩以及接触到的更多大陆留学
生身上，看到两岸同龄人的同与
不同。

2000年之后，大陆已经进入经
济高速发展时期，虽然城市生活质量
与台湾还有一定差距，但已经在世界
崭露头角。然而对于曹纹嘉这样在
岛内长大的青年，大家对大陆的了
解仍然停留在从电视新闻中了解到
的“落后的大陆”，“而且感觉这片
土地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但来
到荷兰，她惊讶于所接触到的大陆
同龄人，“他们苦寻留在当地的机
会，与想着要是找不到好工作就回
台湾、生活偏向悠哉快乐的台湾同
龄人完全不同。”

2002年，在荷兰学成之后，曹
纹嘉又回到台湾，在外企工作。直到
2015年，她与大陆的深度联结机会
又翩然至眼前。

用自己的双眼去看见真实
的大陆

2015年，曹纹嘉40岁，在台湾
知名酒店集团担任高阶主管，一个月
10多万新台币的薪资，已经是台湾

“打工人”最向往的层级。但对于一直
喜欢追求挑战的她，逼仄的台湾市场
让她一眼能看到十年后的自己，“登
陆”闯闯的想法，开始在她心中萌动。

“台湾媒体天天都是铺天盖地关
于大陆的消息，我就想，既然媒体这
么关注大陆，一定想用力在为我们呈
现什么，那为什么不自己去看看？大
陆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行事一
直是行动派的她，将简历投给了一家
大陆公关公司。

广告公关行业从业人员，需要对
当地市场、消费者、媒体了如指掌，
但曹纹嘉的丰富经验也仅限于台湾或
香港，因此多数公司对她的履历或是
拒绝或是持犹豫不决的观望态度。
2015年 8月，曹纹嘉所在的台湾公
司需要她去青岛出趟短差，她想到联
系此前一直没有给自己确定录用消息
的北京的一家公关公司，“我和这位
老板说，我要到青岛出差，周末可以
来北京与你们会面，至少大家见一次
面，再决定是否录用我。”

一次大胆的尝试，让她成功敲开
来北京发展的大门。

甫入北京职场，曹纹嘉急于在这
里建立自己的成绩，她常常是最晚离

开办公室的那一个。
上天也总是眷顾懂得努力的人。

就如同在台湾职场一路节节高升一
样，来到第一家公司工作不久，她被
一家全球知名的4A公关公司北京分
公司邀请，担任资深总监。

2020 年初，在全球还不清楚
“新冠病毒”到底是什么时，工作供
职的公关公司过于忙碌，曹纹嘉思考
着是否应该转换赛道。于是她先从原
先供职的公司“裸辞”，之后与另一
家企业口头上把工作谈好，就安心回
台湾过年了。可紧接着，台湾媒体铺
天盖地报道了“武汉封城”的消息。
曹纹嘉原先谈好的工作机会，也因企
业突然遭遇人力缩紧，她在北京没有
工作了。

“大陆现在深陷疫情，很可怕！”
“反正也辞职了，为什么要回去呢？”
由于台湾媒体当时在报道中都极

力渲染大陆的严重疫情，很多回台湾过
年的台湾同胞都放缓甚至取消了过年后
回大陆的计划。曹纹嘉的家人，也极力
阻止她回北京的计划。可曹纹嘉不顾家
人的担忧，还是在选择回到北京。

北京会是我的另一个家

“我想回北京的理由，连我自己
都觉得挺神奇，我心里隐隐感觉到，
北京会是我的另一个家。”想回大陆
奋斗，找寻自己乐见的一片天地，是
当时触动曹纹嘉回到大陆的素朴
缘由。

回到北京，疫情防控隔离期中曹
纹嘉开始对自己过往的人生进行重新
梳理。她听见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告
诉她，“如果下半辈子想活出不一样
的人生，必须大破大立，做跟以前完
全不一样的事。”

回到“外商＋公关”的老本行，
于曹纹嘉是最容易的一条路，但是年
届中年的她，也非常务实地思考，这
样没日没夜的高强度工作，还能做几
年？回到原本的道路上，三五年后是
否仍然会再次面临自己内心深处的
拷问？

此时的曹纹嘉，对大陆的市场、
社会和消费者都有一定了解，也深知
国家政策对于行业发展的重要性。台
湾的保险市场非常成熟，也让她对保
险非常认同，相信靠着她的专业与勤
奋，可以在给与她发展机会的北京，
闯出公关行业外的一片新天地。

于是，她再次做了一次许多人不
理解的大胆的赛道转换，选择成为一
名保险经纪人，通过自己的专业与客
观中立的职业定位，帮每位客户依照
需求规划保险。尽管部分民众对这一
行有些偏见，但这也是随着时代发
展、许多人开始有需求的专业领域。
同时，曹纹嘉也是他们公司录用的第
一位台湾省籍保险经纪人。台湾人在
大陆能从事的行业，越来越多元、
广泛。

因为这份工作，一天曹纹嘉在一
个台湾朋友群里发了一则财经新闻，
意外认识了一位嫁来大陆的台湾姐
妹。热心的她帮助了这位台湾姐妹解
决了一些问题，2020 年的十一假
期，这位台湾姐妹介绍了一位在她看
来“你们两人长得很像”的北京小伙
给曹纹嘉。

两人认识半年后，于2021年 4
月结婚。40岁来到北京的曹纹嘉，
在45岁找到幸福的姻缘。

“从小到大我对大陆没有太多的
认识，以前也因为一些偏见，曾经说
过‘我才不会到大陆工作呢’‘我才
不会跟大陆男生交往呢’这种话。结
果，谁能想到呢？”谈到先前的那些
带着偏见的想法，曹纹嘉笑着和记者
分享她的“登陆”心路。

“我是一个来到大陆后，才开始
认识这里的台湾人。我不懂什么两岸
政治，我只是从与这里的人交流开
始，逐渐认识这里。现在对我而言，
北京也是我的家。”从对大陆不甚了
解，到从认识大陆的人、热爱这里的
蓬勃发展节奏而深度融入这里，曹纹
嘉相信未来还会有很多如自己这样的

“平凡台湾老百姓”因为真实的“看
见”，而在大陆拼搏出属于自己的美
好人生。

来到大陆，我才真正认识这里的人
——台湾青年曹纹嘉“登陆记”

本报记者 修 菁

“我就是在

大陆生活的许多

平凡台湾老百姓

的其中一位，从

一无所知，到逐

渐认识这里的

人，融入这里，在

这里拼搏出更加

美好的未来。”

““

””

本报讯（记者 照宁）2022年
华人新闻界艺术创作联展25日在厦
门举办，共有200余位海峡两岸新
闻人和特邀名家的近300幅艺术作
品参展，包括国画、书法、摄影等
艺术形式，琳琅满目的作品呈现了
两岸的人文景观、自然风光和城市
生活等，充分展现出两岸新闻人的
创意和美好寄托。

“本次联展上，两岸新闻界书画
摄影爱好者与名家大师以笔墨丹青
会友，透过书画交流，弘扬中华文
化，抒发两岸同根同源之情和对华
夏文明的热爱，表达了两岸新闻人
的共同心声。”据主办方相关负责人
介绍，华人新闻界艺术创作联展此
前在台湾举办已有10年，现已成为
深受海峡两岸新闻界喜爱和关注，
以及两岸新闻界书画艺术交流的重
要平台。此次联展是首次在大陆举
办，并通过线上方式同步向海峡两
岸展示。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
书记季星星表示，华人新闻界艺术
创作联展坚持数年，已成品牌；书
画为媒、以文会友，以同文同种、
同根同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抒
写两岸都是中国人、两岸一家亲的
情谊。在台湾中华新闻记者协会理
事长袁天明看来，两岸交流，媒体
先行。翰墨情缘，以文飘香，希望
两岸新闻界能借艺术创作群聚一
堂，通过书画交流，弘扬中华文
化，增进彼此情谊。

据了解，本次联展由中华全国
新闻工作者协会、台湾中华新闻记
者协会联合主办，其规模之大为历
年所少见。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往历届联展活动，即便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也会组织大陆的
书画作品赴台参展，保持着两岸民
间交流不停顿。今年在大陆举办联
展活动是将两岸新闻界的交流推进
到一个新的高度。

2022年华人新闻界艺术创作联展在厦门举办

本报讯（记者 修菁）12月24
日，第八届穗台青年论坛在广州举
办。来自粤台港澳动漫、设计领域的
著名专家、学者、教授、青年代表以
及广州市教育局、市台联等部门和单
位的负责人近100人参加。

在启动仪式上，广东省动漫艺
术家协会、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
澳门漫画从业员协会等分别与广州市
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签订了合作意向
书。台湾著名职业漫画家蔡志忠，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动漫艺术
家协会主席金城，2022北京冬奥会
吉祥物冰墩墩设计团队总负责人曹
雪，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校长吴连赏，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视觉设计系特聘教
授姚村雄，《喜羊羊与灰太狼》总导
演黄伟明，国际平面设计大师、国际
平面设计联盟AGI会员靳埭强，香
港设计师协会会员、靳刘高设计合伙
人高少康，咏声动漫副总裁闫冰，粤
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副主席黄竞，澳
门漫画从业员协会理事长吴昕芳，
another design联合创始人兼创
意总监刘钊，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
前创意总监王彦铠，以及本次论坛的

学术支持单位代表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
计学院副教授刘再行，华南理工大学设
计学院教授彭华明等，分别围绕动漫与
设计产业化、动漫与设计的发展、粤台
港澳文化设计融合、青年创业发展等议
题，以“线下+录播”的方式作主旨发
言和交流分享。

广州市委台办副主任付永灿指
出，“穗台青年论坛”是广州市打造的
重要涉台交流品牌。本届论坛以动漫、
设计为纽带，为粤台港澳青年来穗交流
提供良好机会，有利于帮助更多台湾青
年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南沙开发开
放等国家战略发展机遇，更好地融入湾
区、扎根广州发展。希望两岸专家学者
和与会的粤台港澳嘉宾敞开心扉、真诚
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吸取经验、增进感
情。广州将充分发挥论坛品牌优势，在
推动穗台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同胞心灵
契合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好
条件。

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内容，启动
仪式现场还举行了第二批“广州市穗台
交流示范基地”颁牌、“湾·设计力”
新书系列发布和孙中山历史文化探寻营
开营等仪式。

第八届穗台青年论坛在广州举办

新闻 递速

本报讯（记者 修菁）第十五
届海峡两岸百名中小学（中职）校
长论坛27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在厦门举办，两岸约180位校
长参与交流研讨。

海峡两岸百名中小学（中职）
校长论坛创办于2007年，由两岸
教育界分年轮流承办。本届论坛以
深度学习为主题，聚焦学生核心素
养培养的实施路径与方法。

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飏表
示，在课程教学改革和培育核心素
养的时代背景下，深度学习越来越
受到教育研究者关注。本次论坛以
深度学习为主题，有利于推动两岸
教育界同仁交流经验，互学互鉴，
探索创新，融合发展。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朱之文表
示，多年来两岸教育界轮值举办论
坛，聚焦中小学及中职教育改革发
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共同探寻破解

思路和办法。经过不懈努力，论坛已
成为两岸教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和两岸
教育界人士沟通的重要渠道，在两岸
产生了积极影响。

台湾新竹县竹仁小学校长叶若兰
认为，在学生深度学习过程中，老师
的教学与经营，是要给予学生善意的
关怀接纳，为学生提供安全信任的环
境，引导学生厘清问题所在，激发学
生深度学习、主动找出改善的解决
办法。

厦门外国语学校校长谢慧分享了
学校以教师深度学习促进学生深度学
习的方法与策略。她认为，教与学是
相互联结、密不可分的整体，为实现
学生的深度学习，要关注教师自身的
学习方式及其变革。

本届论坛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和中
国教育学会、台湾省教育会共同举
办，厦门市教育局、厦门市台湾同胞
联谊会、厦门市教育学会承办。

海峡两岸百名中小学校长论坛聚焦深度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