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四时许，天寒地冻，屋外还是一
片漆黑。吉林省舒兰市二合村的村民们
早早起床，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贵
客”——90多位台湾青年。

车门一开，音乐响起，村民们扭着东
北大秧歌，热情迎接宝岛“小凤梨”的到
来，现场一片欢腾。

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冰雪乐趣、广交
好友、感受大陆经济社会发展……23日
至28日，参加全国台联第三十届台胞青
年冬令营的台青们走进吉林，在冬日里
感受最炙热的两岸情。

台湾少雪，对大多数营员而言，冰雪
是“圣洁而神秘的存在”。第一次看雪、
上冰、滑雪、打雪仗……一次次刷新了

“人生第一次”。“好冷，好美，好酷！”他们
不断发出感叹。

在查干湖，冬捕时间已过，当地为营
员们特别办了一场“祭湖醒网”仪式，合
影时工作人员提醒“请让台湾同胞先
来”；在松原市，营员们感受到蒙古族隆

重的欢迎礼——敬下马酒、献哈达；在长
春市，文旅部门鸣放鞭炮欢迎营员，备好
冻梨、糖画、冰糖葫芦，送上春联和新春
祝福……

“这个寒冷冬天，我遇到了一群热情
如火的人，感到无比温暖。”台湾中国文
化大学学生孙乔瑄写道，“这是我第一次
过有雪的冬天，人生的四季图景齐全
了。”

体验汉服配饰制作、品味东北民
俗风貌与历史文化、走进“雪乡”感受
乡村振兴、了解大陆汽车产业发展
……对营员们而言，这趟旅程不仅有
冰雪，更是一次丰富多彩的发现和感受
大陆之旅。

为帮助营员深入感受文化魅力，此
次冬令营注重实操体验。在吉林大学，
营员们着汉服、做发簪、绣荷包；在松原
市，他们体验渔猎文化，领略“人工凿冰、
马拉绞盘、冰下走网”最原始的捕鱼方
式，还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鱼皮制作

技艺。
走进一汽红旗文化展馆，营员们被

一辆辆红旗汽车吸引，了解到这些车都
是自主研发的成果，感受到科技赋能汽
车产业发展的力量。台青黄茗敏说：“亲
身感受大陆汽车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真
让人敬佩。”

经过一系列参访，台青郭品贤说，眼
见为实，今天大陆的城市和乡村发展建
设日新月异，更新了他的认识。

家在台湾屏东县的台青蔡依蓁是个
“首来族”。“来了才知道大陆的真实模
样，如此新奇，充满创新活力，与许多台
湾媒体的报道大不同。”她说。

“这次旅程让我大开眼界，收获良
多。”台湾中原大学学生郑雅云说，从大
陆的经济社会发展里，能够感受到一股
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令人倍感激励。

整个行程里，两岸青年有聊不完的
话题，不时冒出“台湾腔”的东北话，引来
哄堂大笑。

台湾政治大学学生吴侑庭说：“大家
来自不同地方，却能产生许多共鸣。这
趟旅程结交不少新朋友，是我最大的收
获。”台青杜佩蓁认为，两岸朋友面对面
交流，更有助于了解彼此，增进感情，相
约未来。

冬令营最后一天，营员们总结行
程。一张张生动图片、一段段精彩视频，
记录下难忘记忆，也引发思考。

“若仅是透过网络冰冷的信息去看
对方，就无法传递和感受那份真实的温
暖。”台青郁家欣说，要将此行所看、所
思、所想与家人朋友分享，让更多人了解
大陆的真实模样。

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
的台胞青年冬令营，是2024年首场两
岸青年交流主题活动。除吉林外，还
在北京、黑龙江、新疆等 13 个省区市
设置特色分营，共吸引近 500 位台青

“登陆”，架起两岸青年交流融合的“连
心桥”。

大陆冰雪世界升腾起炙热两岸情
石龙洪 齐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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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酷爱中华文化我酷爱中华文化，，也是资深京昆票友也是资深京昆票友””
——台湾辅仁大学毕业生郑庭绎大陆求学记

本报记者 修菁

寒假是两岸学子外出行走，在旅
行中寻根、开阔视界的难得机会。来
京学习7年，这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台
湾省籍博士在读生郑庭绎每年寒暑假
的“必修功课”。

“这次我作为志愿者，负责全国
台联台青冬令营内蒙古分团的领队工
作。当我带领台湾小伙伴行走在满洲
里的国门边境，对国门上印刻的‘我
为祖国守边疆’这句话格外感慨。一
方面我们的团员大多来自广东、福建
等南方省份，大家一路向北，感受到
的是祖国辽阔多样的人文地貌，同时
也感受到国土完整、不容侵犯，对一
个国家是多么重要，同时也增强大家
的国族认同，认识到背靠一个繁荣昌
盛、国泰民安的祖国，是多么值得珍
惜。”当他与人民政协报记者分享此
行的如上收获，记者感受到的是，置
身零下20摄氏度的祖国北疆边境口
岸，一位台湾青年内心升腾起的爱
国心。

从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到一步步精
进、深耕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伴随与
中华传统文化越发深厚的联结，郑庭
绎获得了比同龄人更多地触摸中华传
统文化丰富之美的机会，也让他愈发
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 在台湾学习吟唱古诗和昆曲

常常一身运动装扮、外表看起来
很嘻哈的台湾男生，为何对中国古典
文学、传统戏曲如此沉迷？这是很多
初见郑庭绎的人，会问到他的一个
问题。

“以我自身的案例，我认为是学
校教育的结果。”他向记者介绍，他
的家庭是台湾典型的中产家庭，父亲
是企业职业经理人，母亲是翻译社职
员，积累到一定财富，举家迁往美
国，虽然后来又回到台湾，郑庭绎观
察“我父母从他们所受的教育，到后
来的人生选择，再到他们的世界观，
其实都比较偏向‘美式’。”但家庭的
氛围，没有影响他们的儿子，骨子里
有些传统的台湾新一代年轻人的人生
选择。

进入台湾辅仁大学，郑庭绎加入
了一个戏曲社团，他因此获得跟着在
两岸乃至海外都颇有名气的昆曲演员
温宇航学习昆曲的机会。“上台也就
演5分钟，但这5分钟得学一个月。”

因为这一月的沉浸式学习，这位
台湾大男孩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细
胞被全面激活，除了对戏曲的兴趣之
外，他还加入了学校的诗词社团“东
篱诗社”，社团指导老师曾多次带领
社团同学到大陆交流，既是为了普及
诗词吟唱，也是为了让台湾学生见证
诗歌中的山水。

2015年读本科二年级时，郑庭
绎便获得一次来到大陆的交流机会，
古都北京的古老与传统、北师大深厚
的人文氛围让他印象深刻。这促成了
2016年，他选择前往北师大交换半
年的经历。

与此同时，本科期间他还在辅仁
大学内成立了昆曲社，社团人数高峰
时曾达到20人，并得到台湾知名昆
曲演员周蕙蘋的指导。在周老师的悉
心指导下，他不只精进了唱曲，还获
得了一些可以触摸更具象丰富的中华

文化的机会。
“周老师带我们去拜访过喜欢唱

昆曲的台湾民意代表，也受到商界一
些喜欢昆曲的大佬邀请，请我们去唱
昆曲。”郑庭绎介绍，在台湾喜欢唱
昆曲的老师很多是上海人，所以这些
老师会经常带学生去品尝外省菜系，

“比如本帮菜，我还去过台北的稻香
村！很多台湾人可能还不知道，台湾
是有稻香村的！而周老师本身是北京
人，会邀我去她家包饺子，还教我做
豆角焖面。”因为昆曲这扇窗，郑庭
绎触摸到更为生动开阔的中华文化，
2019年他还意外获得去美国传播交
流中华文化的机会，给外国友人唱
昆曲。

■ 给美国市长唱昆曲

2019年在台湾辅仁大学完成中
国语言文学本科阶段学习后，郑庭绎
选择来到与辅仁大学有着承前启后关
系也是姐妹校的北京师范大学，继续
攻读硕士学位。

台湾辅仁大学的中文系也有一个
吟唱古典诗词的社团——东篱诗社，
我们的社团指导老师孙永忠主任便多
次带同学前往大陆交流，既是为了普
及诗词吟唱，也是为了让台湾学生见
证诗歌中的山水。我们有一个品牌活
动“古韵新研”，聚集大陆各高校的

诗词吟唱社团进行吟唱。我也受益于
“古韵新研”，于2015年本科二年级
时第一次来到大陆，也是第一次来到
北京。北京的古老与传统、北师大深
厚的人文氛围让我印象深刻。这促成
了2016年我前往北师大交换半年的
经历。2018年本科毕业，我更是选
择北师大作为我进修古代文学的硕士
点、博士点研习至今。

加入了北师大的“以雅昆曲
社”。在大陆，有更多年轻人对中国
传统戏曲有兴趣，他能与更多同样热
爱昆曲的年轻人接触，也意外开启了
一场赴美交流之旅。

时光向前拨至2019年，北京师
范大学选派学生代表赴美国俄克拉荷
马大学参加姊妹友好学校的中国文化
周活动，会唱昆曲、此时已是该校文
学院博士在读生的郑庭绎被幸运选
中，在他学习昆曲的人生经历中又留
下一段难忘的回忆。

“我记得那时非常多对大陆有兴
趣、或正在学习中文的‘老美’过来
参加中国文化周的活动。俄克拉荷马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的 主 席 博 文 理
（Paul Bell） 教授听完我唱昆曲之
后，很认真地跟我交流，甚至给我倒
一杯他珍藏了10年的金门高粱酒。”
他向记者回忆说。

后来，应当地学校的邀请，中国
代表团又举办了一次中国文化周交流

活动，郑庭绎被邀请直接在俄克拉荷
马大学的校园草坪上唱昆曲，“这一
次连当地的市长都来听了，市长还称
赞我唱的昆曲很棒。”这次经历让郑
庭绎更深刻地感受到，以昆曲为代表
的中华传统文化，才是自己作为中国
人真正的“身份标签”，才让自己被
外国友人尊重和欣赏。

后来，他还把从北京带到美国的
昆曲工尺谱以及唱曲时穿的水袖捐赠
给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图书馆，馆
长为此还让他录制了一段昆曲，作为
档案资料一并留在馆里，为帮助来到
该校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师生提供更
多了解中国的资料。

■ 中华文化又多了一名传播者

今年是郑庭绎来到大陆学习的第
7年，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视角
来看北京这座城，他愈发被这里的

“古朴而不失现代美感”所吸引。课
余时间，他喜欢结上在大陆的三五好
友，一起去北京的古刹打卡。

“明正统年间朝中乱政的宦官王
振的家庙智化寺，是研究明代前期木
建筑的难得资料，也是北京城区现存
最大的明代前期木建筑。智化寺中的
佛教壁画、黑琉璃瓦屋顶、宫廷式样
的两座藻井、英宗御赐的曲尺经橱、
元代的转轮藏，无不是国宝。更令人
感动的是，明代的宫廷音乐（被称为

‘京音乐’）也由智化寺的僧人继承
了下来，智化寺是目前唯一可以听到
明代雅乐的地方。”谈起北京的特色
古韵寺庙，他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担任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北京台
生联谊会中秘书长一职后，这些年郑
庭绎还有机会结识更多和自己一样来
到大陆学习的台湾青年。在与他们交
流中，他发现，两岸青年在日常生
活、休闲娱乐、流行文化的层面，越
来越趋同、越来越能产生共鸣。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如果对
中华文化很喜欢的，一般来说不会太
抗拒接触大陆。同时我发现一些个人
立场有些偏绿的台湾青年，其实也愿
意到大陆来交流看看的。其实年轻人
在意的是自己的生活，两岸关系的好
好坏坏其实离他们很远，大家平时不
会想这些。若以生活的融合程度来
说，两岸交流的未来是可期的。”采
访中，他也和记者分享了对两岸青年
族群的观察。

“我感觉现在来到大陆的‘00
后’这代，比我这一代‘95后’对
大陆的态度更开放、包容，这跟很多
人的想象可能不一样。在过去很多
年，台湾人都把欧美当成读书、工作
的首选。但现在这代人已经有一部分
是倾向大陆。”郑庭绎分析，这与大
陆这些年各领域的飞速发展有关，

“这代台湾青年更多地意识到大陆的
‘不可忽视性’，会愿意来看看，会因
为某些大陆很发达的产业而考量来读
书就业。”

谈到未来对自己的人生规划，郑
庭绎说，也许他会留在大陆教书，

“我是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所以也
希望通过一己之力组织一些文化品牌
活动，使更多台湾青年的心与大陆建
立联结，大家能更加紧密地走到一
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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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申请条件中，对
引进企业有相关要求，若不满足
相关引进单位的条件，要如何获
得园区及街道的推荐？”近日，
由南京市江宁区台办主办、南京
台湾青年创业学院承办的江宁区
高层次人才政策解读会在南京台
湾青年创业学院举行，向两岸青
年讲解如何申报江宁区高层次人
才，助力两岸青年在江宁创业追
梦。来自台湾新北的苏达峰向授
课专家提问。

苏达峰在南京市江宁区开设
了一家从事文化创意的科技公
司，希望引进一些台湾高层次创

意人才，自己也有意申报大陆的高
层次人才支持项目，“目前在大
陆，对高层次人才的申请，台胞与
大陆的人才都是相同的申请条件，
并没有特别的限制，也没有特殊的
优惠。两岸青年获评高层次人才
后，会获得项目资金援助、办公场
所租金减免、企业投资及市级以上
高层次人才优先推荐等支持。”授
课专家针对他关心的问题，给予了
专业性的解答。

2017年，南京台湾青年创业
学院于南京江宁成立，如今已成为
台湾青年在宁“登陆”的第一站。

（张传明）

南京江宁助力两岸青年申报高层次人才

本报讯（记者 照宁） 1月
19日，厦门海事局为39名台湾
省籍船员签发国际邮轮船员证
书。至此，来厦参加海峡两岸联
合培养国际邮轮船员培训班并领
取船员证书的台胞超过100人。

据了解，海峡两岸联合培养
国际邮轮船员培训班是由厦门海
事局、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集
美大学等联合举办，旨在为台湾
青年提供来大陆培训、取得大陆
船员适任证书、由大陆船员外派
公司派遣工作的“一条龙”服
务。该项目自2023年 6月启动
至今，已完成五批超100人的培
训及颁证工作。

邮轮船员产业是厦门船员产业
重要发展方向。厦门海事局船员管
理处副处长魏栋说，该局已累计给
台胞签发100余本相关船员证书，
为台胞从事邮轮乘务工作提供便
利。今后，希望能有更多的台胞来
厦门参加邮轮船员培训，共同推进
两岸邮轮船员产业发展。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规划建设
局局长张慧琼表示，近年来，厦门
自贸片区发挥沿海近台优势，积极
探索两岸国际邮轮人才联合培养项
目，出台了《关于支持鼓励台胞来
厦参加船员培训和申请证书的若干
措施》，为台胞来厦学习、就业、
生活创造更好条件。

台胞赴厦门参加邮轮船员培训和考证人数超百名

本报讯 （记者 修菁） 以
“携手正青春 同心向未来”为
主题的全国台联第三十届台胞青
年冬令营开营式1月 23日在吉
林长春举办，近百名台青营员参
加，大陆多地的线下分营通过线
上同步收看。

台胞青年冬令营旨在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展现祖国
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增进两
岸青年交流互动。除吉林总营
外，本届冬令营还在黑龙江、内
蒙古、山东、河南、甘肃、新疆
等 13个省区市设有特色分营，
涵盖体验冰雪风光、体察风土人
情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

开营式上，全国台联会长郑建
闽致辞表示，希望台湾青年朋友用
眼看、用耳听、用心悟，感受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的历史底蕴、海峡两岸
同宗同源的人文习俗，了解大陆经
济社会发展建设成就，向台湾的家
人朋友介绍更加真实、立体、全面

的祖国大陆。希望两岸青年朋友相
互交流，增进了解，成为好朋友好伙
伴，共同承担时代重任，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台湾‘小凤梨’有机会来大
陆领略美丽的冰雪风光，十分有
幸。”台湾营员代表、中原大学学
生郑雅云说，希望通过此次冬令营
拓展视野，体验大陆风土人情，了
解两岸历史脉络，感受两岸血脉相
连，更加真实客观地认识祖国大
陆，并与大陆青年朋友面对面交
流，增进了解和认识。

据介绍，冬令营期间，营员们
还将拍摄自媒体短视频，发现美丽
大陆、看见两岸美好故事，全方位
展示两岸青年携手共进、勇毅前行
的精神风貌。

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冬令营自
1989年以来已举办29届，深受台
湾青年喜爱，成为两岸青年交流品
牌项目，先后共有7000余位台胞
青年参与。

全国台联第三十届台胞青年冬令营吉林长春开营

本报讯（记者 照宁）万水
千山“宗”是情，海峡两岸一家
亲。厦门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
一家园的“第一站”，践行着

“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开展
两岸宗亲、乡亲交流活动，以

“情”促融，共谋两岸融合发展。
“宗亲文化体现了华夏民族

对家族血脉的重视和尊重，是家
族传承的一种方式。两岸有着深
厚的宗亲情谊，台湾宗亲到大陆
寻根谒祖、朝圣祭祀、族谱对接
……两岸交流十分频繁。”在1
月25日厦门湖里区五缘文化促
进会（以下简称“五缘文化交流
促进会”）迎新春座谈会上台胞
毛维林和大家分享道，参加完活
动，他将把两岸宗亲信息传递给
台湾的亲朋好友们，让他们不仅
能感受到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友好
和热情，也更了解到自己真正的
根在哪里。

座谈会上，近100名的两岸
宗亲，还包括部分台商、台青不
仅对五缘文化交流促进会的未
来发展建言献策，也分享了在
厦门工作、生活的真实感受，
畅谈他们对未来两岸民间交流
融合发展的希望。

“两岸民间交流对促进融合
发展十分重要，希望未来能更
多地开展两岸宗亲服务活动，
以融合促两岸发展，以发展惠
两岸民生。”五缘文化交流促
进会特邀理事、已定居厦门的
台青曹圣永说。

2015年，厦门湖里区成立
了陈氏、叶氏、萧氏等八大宗
亲的联席会议制度。2022年年
底，在厦门湖里区台港澳办的
推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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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缘文化交流促进
会成立。之后，该促进会积极开
展两岸交流活动，在为两岸宗亲
到厦门寻根谒祖、交流参访提供
助力与搭建良好平台的同时，也
吸引了许多台胞、台青到厦门就
业、创业。

“常年来往于两岸，我深深地
感受到‘根’对‘绿叶’的情
谊。”五缘文化交流促进会名誉会
长、台商徐政佑表示，厦门各项惠
台政策和涉台营商环境都十分完
善，让众多台胞、台商们感受到祖
国对台胞、台企的支持，众多台商
在这里干事创业的信心也很足。

“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一
直以来，两岸宗亲交流非常热
络，往来密切。在不断的交流
中，台胞宗亲对祖地文化有很强
的亲近感和认同感。2024年，促
进会将加强两岸宗亲青少年互动
交往，增强台湾青年宗亲的民族
认同感。”五缘文化交流促进会会
长钟建伟介绍。

“未来我们也将充分发挥‘带
动’作用，向更多的台湾青年和
宗亲介绍厦门，了解祖国，让他
们亲身实地来厦门参观交流，感
受两岸一家亲。”曹圣永说。

“2023年，五缘文化交流促进
会共接待台湾宗亲谒祖参访600多
人次，可以说促进会成立一年来，
为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为到两岸的宗亲交流提供了
很好的平台。”厦门湖里区委台港
澳办主任方旭明表示，在新的一年
里促进会要为两岸的宗亲青年互动
交流进一步牵线搭桥，不断团结台
湾宗亲力量，促进两岸经济、文化
的更快发展。

两岸宗亲在厦门共话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