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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出发，参访
国际饭店、外滩标
志性建筑、上海中
心……近日，在沪
台生、台青近 40
人参加了由上海市
台联举办的“看上
海”活动。

搭乘复古韵味
十足的20路“铛铛
车”抵达外滩，再一
路徒步，边走边阅
读外滩经典建筑，
至金陵东路渡口搭
乘摆渡船，体验一
次 30 年前上海市
民往来黄浦江两岸
的出行方式，台生、
台 青 们 大 呼“ 过
瘾”，“经验特别”。

“今天的行程
很 累 ， 但 收 获 满
满，很值得”。台
青齐芳婕表示，虽
在上海生活多年，
但从未坐过轮渡，
也不曾深入了解外
滩“很酷”的历史
建筑背后的故事，

台生、台青们
对于探访上海第一
高楼变迁史，兴致
盎然。在现场聆听
了 两 岸 知 名 媒 体
人、台湾青年邱庆
龄所作的“透过短
视频连接两岸文化
互通”讲座，更是
难得的一次体验。

上海中医药大学台生徐谅表
示，对“乐导”（邱庆龄）的讲座感触
颇深，“乐导”对于两岸交流的乐观
态度值得自己去思考和学习，自己
愿为两岸更美好的未来付出真诚
的努力。

活动间歇，市台联文化和教育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潘红向台生、台
青们介绍了市台联的相关情况。在
历史博物馆，台生、台青们还重点
了解了上海近现代发展史，透过
《难忘瞬间》影片看到了在上海诞
生的多个“第一”。

“台生、台青们通过看上海活动
沉浸式感受上海历史文化和街区魅
力，也进一步感受到上海海纳百川、
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
市精神。”上海市政协常委、台盟市
委会副主委谢国群表示，希望在沪
台生台青发挥青年群体的优势和作
用，邀请更多的台湾朋友来上海发
展，共享祖国大陆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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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踏着浪花过来，我捧着赤
诚相待。相聚在这青春舞台，我们
满怀激情澎湃……”7月12日，以

“携手绘青春 奋进新时代”为主
题的2023两岸青年峰会 12日在
京举办，两岸各界青年代表300余
人参会。峰会由国务院台办、教育
部、全国青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
共同举办，分为开幕式、主论坛和
科教、体育、创新人才分论坛，以
及两岸青年音乐嘉年华消夏晚
会、潮玩“三山五园”文旅创意市
集、科技成果活力展、两岸青年体
育交流营和2023京台青年环北京
骑行等活动。

同心同行 携手追梦圆梦

7 月 11日下午，2023 两岸青
年峰会开幕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与参加
2023两岸青年峰会的台湾青年代
表座谈。尹力对参加2023两岸青
年峰会的台湾青年代表表示欢迎。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关怀
青年成长，去年7月专门给参加海
峡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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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我们坚信，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历史大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
无法阻挡的。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深刻把握历史大势，担负起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责任，
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
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
花。欢迎更多岛内青年朋友来京发
展，与大陆青年朋友共同追梦、筑
梦、圆梦。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

主任潘贤掌在开幕式上表示，大陆
方面将会同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一如既往地尊重、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继续促进两岸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
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
制度和政策，为台湾青年来大陆交
流、学习、就业、创业创造更好条
件，提供更多机遇和帮助。希望两
岸青年倍加珍惜共同的历史机遇，
勇于承担共同的时代责任，携手开
创共同的美好未来。

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伟致辞时
说，北京市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
亲”理念，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
湾同胞，积极为台湾青年来京学
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便利，持
续打造两岸青年峰会、京台科技论
坛等具有影响力的交流品牌，为两
岸青年交流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和舞台，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衷心希望两岸青年以实

现民族复兴为己任，不负时代、不负
韶华，为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汇
聚起蓬勃的青春力量。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
国青联副主席徐晓在致辞时表示，两
岸青年峰会作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
聚智聚力的重要平台，拓展和创新了
京台青年交流合作的载体和渠道，有
效助力台湾青年融入祖国发展。全国
青联长期以来致力于促进两岸青年
交往交流交融，围绕两岸青年关心的
议题，深入开展两岸青少年交流活
动，努力为台湾青年融入大陆发展搭
桥铺路、提供便利。全国青联将与两
岸社会各界一道，共同开创两岸青年
融合发展的崭新局面。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通过
视频致辞表示，两岸青年交流越来越
好，此次峰会将更好地促进两岸青年
交流，达成双赢目标。峰会的议题和
活动丰富多彩，希望两岸青年充实自
己，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努力、
面对未来。

“在这里，梦想真的能实现”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
人身上。”在 2022 年两岸青年峰会
上，与会青年代表发出“两岸同心
复兴有我”的倡议，彰显两岸青年新
时代的责任担当和共同追求。在今年
的论坛上，两岸青年代表以“青春致
敬未来”为主题，继续分享和传递两
岸青年心手相连，期盼交流融合、携
手同心向未来的共同心声。

“土地广袤，历史悠久。”第一次
来到祖国大陆参加两岸青年峰会的
台湾“首来族”小伙子张少甫，笑容腼
腆地总结着对于这片“故土”的深刻
印象。“这里跟我之前在台湾听到的
很不一样，经济发达，机会很多，大陆
的同学们也都特别热情，希望毕业之
后，自己能够尝试来到这边发展。”他
在峰会上分享了自己的大陆所见。

“世界很大，我们都想去看看，但
在此之前，你要先熟悉你的‘家’。”已
经是第三次参加两岸青年峰会的台
湾青年徐韬说，作为一名“新北京
人”，自己用实际行动证明，在祖国大
陆这片热土上，台湾青年一代完全有
能力站稳脚跟。

“不跨过这湾海峡，你永远不知道
世界有多大。”徐韬说，台湾青年需要的
不是“躺平”，而是有足够大的舞台来改
变命运。“在这里，梦想真的能实现。”

作为两岸青年才俊畅叙友情、碰
撞思想的舞台，两岸青年峰会秉持

“两岸一家亲”理念，为推动两岸青年
交流合作走向深化，促进两岸交流合
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两岸青年峰会走过的
第六个年头，即便受到疫情影响，但
峰会始终坚持年年举办，从未间断。”
台湾青年李伟国说，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让更多没有来过大陆的台湾青

年，到这边实际看一看，发现大陆的
机遇，携手同行，实现更大发展。

“在大陆发展的8年里，我深刻领
悟到这片热土上蕴藏的无限可能
性。”李伟国呼吁，台湾青年要多来大
陆走走看看，下好“先手棋”，跑出“加
速度”，融入发展新格局，携手共绘青
春的亮丽底色。

“遇见最好的年代，我们一起绽
放光荣精彩。”在去年的两岸青年峰
会上，台湾青年歌手杨品骅作为与会
代表，携手两岸青年发出“复兴有我”
的倡议。今年，杨品骅作为本次峰会
主题曲的主唱，以音乐为媒，为两岸
青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这种情感
难以阻隔。”杨品骅说，来大陆10余
载，自己从初时的“客人”变成“家
人”，“大陆是一个可以追梦、筑梦、圆
梦的地方，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歌
声，让更多台湾青年感受到‘两岸是
一家’。”他深有感触地表示。

“大家骨子里与中华文化不可分
割的联结，会不自觉地唤起内心身为
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荣耀。”中国国民
党青年事务委员会执行长、青年部主
任陈克威参加了今年3月底4月初中
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来大陆的祭
祖参访行，他发现两岸文化同根同
源，是任何外力无法分割的话题，也
是随马英九一同参访的台湾青年行
程中讨论最多的话题，“这充分说明，
真诚的交流、沟通，能够让两岸青年
减少分歧、增加互信，开创属于两岸
青年人的美好未来。”他表示。

“厚植友谊、积累互信、携手打拼、
共创双赢。”连胜文在峰会上向两岸青
年发出的倡议，也道出与会两岸青年
的共同心声。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
总会有晴空。在祖国大陆广袤的土地
上，两岸青年有无比广阔的空间发挥
聪明才智，有无比广阔的舞台施展人
生抱负。

——2023 两岸青年峰会侧记
本报记者 修 菁

7月15日，应马英九文教基金
会邀请，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教
授率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5所大
陆高校师生，一行37人午间搭机
抵达台湾桃园机场，开始交流参访
行程。这是3年多来大陆高校首次
组团赴台交流，对于促进恢复两岸
双向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
岑介绍，在参访行程安排方面，台
湾方面考虑到此行不仅要让参访
团的大陆师生品尝到台湾的美食、
领略著名的景点，还要让参访团师
生感受到台湾的活力和两岸一家
人的温度。

15日晚，马英九设宴欢迎参
访团一行，并与率队的郝平会谈。
马英九表示，这次参访团顺利来
访，是这几年最重要的两岸青年交
流活动，希望延续两岸青年交流的
热度。他强调，当两岸青年增加更
多了解，彼此增加更多情谊，哪里
还需要担心会有战争与冲突？郝平
表示，孙中山先生曾说“中国之复
兴，当亦出于中国青年之奋斗”，希
望与台湾高校进一步深化交流合
作，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促
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16日，参访团转赴台中市，参
观捷安特创办的自行车文化探索
馆，了解台湾地区传统产业发展。
17日与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江宜
桦成立的“长风基金会”进行交流，
中午参观台北101大楼，下午参访
台湾政治大学。18日参访团一行

参访台湾文化大学及台北故宫博
物院；19日参访台湾大学，当天下
午将与台北论坛基金会交流，并
参访大稻埕。20日、21日参访团一
行赴台湾东部，包括参访慈济、台
湾东华大学、太鲁阁等地；22日离
台前一天，参访团师生们又与马
英九基金会举行了座谈交流。

记者注意到，针对大陆师生
赴台参访，岛内舆论也积极看待。
台湾中时网在对大陆师生参访团
的连续跟踪报道中写道，“拥有相
同文化底蕴的两岸青年在交流中
十分顺畅，参访气氛融洽。大家通
过面对面的交流，感受到彼此的
坦诚。”

台湾《联合报》发文指出，我
们有责任推动两岸的交流，增进
理解，更有责任提供年轻人一个
有利于两岸和平的交流环境，让
他们做出选择。此次大陆学生赴
台参访，迈出两岸和平重新开机
的艰难一步，希望后继有力，累积
和平红利。

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
章认为，两岸应掌握这一契机，深
化青年交流，以厚植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基础，进而追求融合发
展的目标。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
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评价参访团此
行意义时表示，“两岸关系不进则
退。此次是双向交流，是踏出积极的
一步，对于改善双方关系、推动两岸
和平发展是良性互动，有正面影响。
如果能够把陆生交流的种子撒下

去，一定会开花结果，只要能消除两
岸敌意，就是好的开始。”

“2006到 2010年，我在北京
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如今看到母校
的老师和学弟学妹来台湾交流，而
且还安排了参访我任职的中国文
化大学，很激动，这种感觉也很美
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陆研究
所副教授刘性仁结合自身经历，对
大陆师生参访行有特别的感触。他
认为，两岸青年是国家民族未来的
栋梁，也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及两岸最终和平统一的中坚力量
所在。

“3 年多来大陆高校首次组团
赴台交流，是让两岸各界都觉得
欣慰的事情。马英九先生与两岸
师生一起，善意地为两岸交流写
历史，而且这一页写得很璀璨也
很温馨。”台湾嘉义大学历史系教
授吴昆财认为，两岸有着相同的
文化与共同的历史，在此基础之
上，两岸青年在各个领域进行广
泛交流与合作，深化交流机制，
拓宽交流渠道，可以多层面促进
两岸融合发展，“希望两岸交流能
以此为契机，越做越好，越来越
顺畅。”他期冀道。

岛内舆论赞大陆师生访台行
期冀两岸青年通过此行 建立互信 加深了解

本报记者 修 菁

两岸青年同唱峰会主题曲两岸青年同唱峰会主题曲《《青春致敬未来青春致敬未来》。》。

本报讯（记者 张原 李宁馨）6月 29
日至7月7日，第八届“爱媒·讲”未来媒体人
体验营在天津市中华文化学院举行。来自台
湾文藻外语大学的13位师生时隔3年再次
来到天津参与活动。

据了解，本届体验营继续秉持“爱媒体、
讲事实”主题，通过集中授课、现场教学、分组
教学、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帮助台湾实习生
了解大陆传媒行业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升新
闻传播业务技能。

为期10天的活动中，台湾大学生在天津
《今晚报》记者导师的带领和辅导下，深入天
津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实地开
展新闻采访实习，直观感受天津人文文化、经
济发展、社会风貌。

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刚刚举办，习近平总
书记向第十五届海峡论坛致贺信，阐明了“国
家好，民族好，两岸同胞才会好”的大道至理。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是血脉相连的中华儿
女。两岸同胞将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广阔机遇，
获得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两岸同胞将在更
加祥和、安宁、繁荣、尊严的共同家园中生活
成长。闭营仪式上，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统战
部部长冀国强表示，天津将为台湾青年在津
学习生活发展提供积极助力，鼓励同学们常
来常往，把来津学习、实习就业创业，作为重
要的人生选项。他希望同学们做两岸青年奋
斗的典范，做两岸媒体交流的使者，秉承责任
与情怀，贡献智慧与力量，为时代代言、为两
岸代言、为民众代言，努力成为两岸关系发展
的参与者、记录者和推动者，成为两岸青年奋
斗的典范。

座谈会上，台湾师生围绕“爱媒体、
讲实事”活动主题，交流了在天津的研
习、采访体会。大家对天津这座城市的魅
力印象深刻，对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的信心十分坚定。

第八届“爱媒·讲”
未来媒体人体验营天津开营

本报讯 2023年河南省涉台知识网络
大赛5月6日在郑州市举行。

主办方表示，此次活动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涉台知识有机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网络
传播技术，着力提高社会覆盖面，有效激发群
众参与热情，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
在豫台胞台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
上来，切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涉台知识

“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在两岸同胞心中落
地生根，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实现统一的方向
不断迈进。

大赛由河南省台办、河南省教育厅、河南
省总工会等联合主办。大赛线上答题环节为
期两周，答题结束后，各地市选出代表队及高
校代表队，共同参加此次现场决赛，商丘市代
表队拔得头筹，荣获一等奖。

据悉，大赛自3月28日启动以来，参与网
络答题人次达4900余万，大赛系列直播和短
视频点击量超过3000万人次，活动参与人员
遍布社会各行各业、各年龄段、各阶层，台胞
参与答题近10万人次。 （王有强 张志彬）

2023河南省涉台知识
网络大赛举办

本报讯（张燕红 记者 照宁）“2019年
我第一次来到厦门，3年来我无数次期盼着
能够再来这里。今天我来了。”7月16日，台
湾文生高中黄永彬老师在2023年“相聚厦
门”海峡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周联欢晚会上
激动地说。

7月13日至20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
联谊会、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等单位主办
的2023年“相聚厦门”海峡两岸青少年文化
交流周（以下简称：文化交流周）在厦门举行。
吸引了近700名参加活动的两岸青少年、台
胞携手联谊，同台献艺。

文化交流周通过举办“两岸青少年文化
交流联欢晚会”“台湾青年教师闽南文化研学
营”“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交流”等活动，推动
两岸青少年融合发展、增进同胞情谊。

在台湾青年教师闽南文化研学营上，30名
台湾青年骨干教师一同参观九年一贯制教育
学校、集美台湾青年创业基地等学校和两岸创
业基地，并和大陆青年骨干教师座谈交流。

台湾省教育会监事陈智龙认为，这是一
次垂直和多元的观摩，一次收获满满的学习
之旅。“我看到台湾年轻人，有的站在时代潮
流上从事电商、高科技产业等，有的扎根乡村
参与营造，两岸年轻人通过交流合作彼此理
解，更好地交融在一起。”

“语言相通、文化相同，大家都亲切地交
流着，彼此没有陌生感。这证明两岸的交流是
血浓于水的，我们衷心期盼借由多元的交流
让两岸民众走近走亲、牵手连心。”教师黄永
彬说。

“‘相聚厦门’是厦门市台联持续多年打
造的两岸交流品牌活动，旨在搭建两岸青少
年交流互动平台，促进两岸青少年融合发
展。”厦门市台联党组书记、会长张劲秋介绍，

“每年我们都会联合相关单位举办不同的活
动，吸引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
流的大潮中来，携手促进两岸交流，唱响‘要
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

近700名两岸师生相聚厦门
唱响和平交流心声

13日下午，第六届台湾高校新
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湘“爱·在芒
果”实习交流活动在长沙正式启动。

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
学、台湾大学等21所高校的50余
名学生，将在湖南广播电视集团旗
下的湖南卫视、芒果TV等频道及
单位开启近1个月的实习交流，岗

位涵盖新媒体运营、节目导演、编
剧策划等。

启动仪式上，湖南省委台办主
任曾智夫向通过选拔来湘实习的同
学们表示祝贺和欢迎。他表示，国
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
年，希望来自台湾高校的学生们能
够在未来一个月的学习中增进本

领、开阔视野、磨炼意志、多交朋
友，期待同学们以湖南这片热土为
窗口，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繁荣富
强的变化，深化对两岸同根同文、
血脉相连的认识。

台湾实习学生代表赖欣妤说，
期待能学到先进的产业技术和专业
的节目制作流程，探索传媒领域的

新发展，挖掘自身的潜力。也希望通
过这次实习，深入了解湖南的历史文
化。“两岸青年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
化背景，相信我们能携手推动两岸青
年在传播产业中的合作与发展。”

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
来湘“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是
湘台品牌交流活动之一。目前已成功
举办5届，200多名来自台湾高校的
大学生、研究生进入湖南广电开展交
流实习，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桥梁
和台湾青年来大陆实习就业创业的重
要平台。 （阮周围）

台湾高校大学生赴湘开启““芒果台芒果台””实习之旅实习之旅

应马英九文教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教授率领大陆
高校师生参访团一行37人，于15日搭机抵达台湾桃园机场，开始交流
参访行程。 新华社记者 陈君 摄

汇聚两岸关系发展新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