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应询提到了你！”

“记者怎么会关注到我？”意外、
惊讶，转而莞尔，“就像发言人应询
中讲的，职业不分高低，大陆有不少
青年在当外卖骑手，我们台湾青年怎
么就不能送外卖？”谷雨时节的一个
晌午，记者与在京台湾青年陈好仔面
对面，沿着这些问题的脉络：为什么
选择“登陆”？“登陆”几年经历了什
么？为何想到在北京做外卖小哥？如
何看台湾青年在京打拼的机会与挑
战？试图探寻当下部分在京台湾青年
的所思所想。

■进京为了一场爱情之约

“我首先要在北京生存下来，选
择高峰时段抢单送外卖，可以贴补一
些生活费。”今年是陈好仔来到北京
发展的第8年，问及他决定做外卖骑
手 的 缘 起 ， 他 坦 陈 ， 对 于 台 湾 青
年，骑电动车在风中飞驰，是再熟
悉不过的感觉，所以做外卖骑手本
身 ， 于 他 算 不 上 是 多 大 的 职 业 跨
界，心理上接受起来也很容易。“经
历新冠疫情 3 年，去年和今年我把
它作为新事业的爬坡年，在经营自
媒体这条路上，我打算再给自己一
年的时间，看看到底能否蹚出一条
路来。如果可以，就继续做下去；
如果不行，就找个稳定的工作，回
到按部就班的打工状态。”

陈好仔介绍，8年前最终决定来
到北京发展，是为了奔赴爱情之约。

“我们当年约定，看谁在所在的城市
发展得更好，组建爱巢时另一方就去
到那座城市，一起继续在那座城市安
家立业。”陈好仔“登陆”的契机，
来自一段美好的姻缘。

2013 年，在台湾嘉义大学森林
木材系读大四的他，获得赴法交换学

习半年的机会，在法学习期间他与一
位来自南京理工大学的大陆女孩相
识。“她是湖南人，性情很热辣，我
是台湾人，性子相对慢一些；她学习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我学习设计
专业，看起来专业上，我们的跨度
也很大，但是我们在一起，总能找
到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聊也聊
不够。”结束半年的在法学习，陈好
仔回到台湾服完一年的兵役，为了
与大陆女友相聚，又选择“登陆”
发展。最初，他在苏州的一家台资
企 业 工 作 ， 2017 年 企 业 因 转 产 布
局，需要搬到广东东莞，“我们当时
就达成了共识，为了我们感情的继
续，需要我来北京。”

陈好仔来到北京的创业之路，带
着理想层面的美好，也遭遇现实层面
的骨感。最初他在北京良乡大学城和
一个大陆合伙人一起做水果切盘外卖
生意，但生意刚有点起色，就遭遇新
冠疫情，断断续续 3 年，“创业听起
来好听，但如果挣不到钱，不如实际
一点，做些每天有稳定现金流的工
作。”于是，陈好仔想到了阶段性做
外卖骑手来补贴家用。

为此，他专门研究了几款大陆盛
行的生活零售服务 App 后台，“注册
了很多，终于发现‘美团众包’的后
台支持用户使用台湾居民居住证注
册，申请成功的那刻，特别开心！”

■做视频，让岛内看到真实的大陆

陈好仔最初被岛内外媒体关注
到，源自 2023 年末，他在 B 站 （大
陆短视频网络社区） 个人号上的一条
短视频，镜头中他飞驰在 2023 年北
京第一场漫天大雪中，苍茫的大地，
密集飘落的雪花打湿了他的近视眼镜
镜片，“这种感觉很棒！我们需要这
样的刺激和勇敢！”面对镜头，他

说。于是一篇标题为《一个台湾人在北
京送外卖》的文章由大陆一个自媒体公
众号推出，被岛内外媒体广泛转载，他
在大陆自媒体个人号粉丝关注量一度达
到了十几万。

“我就想记录一下，分享给和我当
下处境差不多的两岸年轻人，我们一时
遇到困难，算不了什么。我也蛮感谢来
到北京8年多所经历的一切，即便生意
没干成，但认识了很多大陆这边的好
朋友，没准以后再有什么机会，大家
还能一起干成一些事。”和陈好仔对
话，好似面对一条山水潺潺的溪流，
有着自洽的稳定节奏，不急不躁，总
是心怀感恩，“去年担任我婚礼摄影师
的，就是两位我在大陆认识的网友，
因为相同的价值观，大家从虚拟世界
的陌生人，成为好友，走进各自的生
活，再到也被各自的家人认可。”谈到
这儿，他又莞尔。

问他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陈好
仔说目前最有兴趣做的领域，还是短片
制作和影像内容输出领域，“来到大陆
这些年，我的眼界确实被打开，大陆各
地的风土人情不仅多样，而且历史文化
深厚，特别值得台湾人多来走走看
看。”陈好仔的家，在台湾南投，从小
他就跟着父辈经常去家周边的陈氏宗祠
祭拜，“作为从福建来到台湾的陈姓第
九代，当时我就有一种念头，想知道我
们这个陈姓第一代当年是怎么来到台湾
的。”

当年在台湾嘉义大学读森林木材系
时，陈好仔曾有过一段在越南木工厂的
实习经历，和同专业的很多台湾同学认
知不同，当时的他就认定越南不会是他
的人生驿站，“也许因为我父亲早年在
福建开过工厂，和我讲了我们家族源头
——故乡福建的一些情况，我当时就特
别想毕业后来大陆试试，想来寻根，现
在看来，这个选择真是太对了！大陆可
比越南大多了！”

寻根、联结，记录在大陆的真实体
验和生活，找寻家族宗亲早年在大陆的
过往，陈好仔认为自己的这一想法能够
激发台湾当下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共
鸣，“今年清明节，我和在台湾的父母
去扫墓，当看到家里悬挂的族谱那刻，
再次激发我做寻根主题系列短片的想
法。”在他看来，这类主题短片的价
值，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记录的过程，

“不在于陈氏家族第一代的生活痕迹在
当地还能不能找到，而在于我的脚步走
到哪里，在于找寻过程中，触动我的所
思所想那部分。”

■对两岸融合有信心

来到北京这8年，陈好仔还有幸参
与了北京市台联举办的一些台青联谊活
动，在和岛内同辈青年的交流中，他发
现他的人生选择和对一些问题的想法与
很多岛内同辈青年一致，“我们说‘两
岸一家亲’，现实情况是，大家从心里
就不排斥相互走近和交流，我们这一代
人和更年轻的Z世代比上一代，实际是
更愿意走出台湾的。”

迈出脚步、多交流、多融入，就会
有意想不到的路，等着你去走，这是陈
好仔总结出的自己“登陆”10 年心
经，“两岸所谓的隔阂，还是因为对对
方不够了解，比如我没做外卖骑手前，
也觉得这一行就是挣个辛苦钱，缺乏情
感交流，实际做了才发现，其实这个群
体间是互帮互助的，我刚做时，对北京
的一些路不熟，尤其是小路，就会问一
起接单的骑手，原以为大家忙着赶单，
没人会理我，结果很多人都很热心地帮
我指路。”

记者发稿时，又收到陈好仔分享来
的一条好消息，“一家头部平台要聘请
我做骑手小哥形象大使和送货体验
官。”隔着屏幕，能感受到陈好仔的喜
悦，祝福他早日梦想成真。

陈好仔：我在北京送外卖
本报记者 修菁

最近，多家岛内媒体报道称，抖音、小红书等大陆App已成为台湾22岁
以下群体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台湾金车文教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超过五成的台湾青少年最常使用的资讯平台是抖音（含海外版Tik Tok）。据岛
内网媒READr“热门手机应用程式”问卷调查，台湾年轻世代常用社交App前
十名中，抖音、小红书、微博均榜上有名。此外，淘宝、微信、哔哩哔哩等也
有不少岛内拥趸。就连前不久随马英九赴陆参访的台湾大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也表示，他们来大陆之前就是通过抖音了解大陆。

大陆的App为什么在岛内年轻人中这么香？背后的原因又说明什么问题？
“梗多、有趣、好玩”是吸引台湾年轻人爱用大陆App的很大一部分理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任冬梅对此分析，其实不是因为使用大陆
App让两岸年轻人越来越像、难以区分，而是两岸本来就一样。“大陆App能够
在岛内年轻人中风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岸根脉相连、同文同种，文化上拥
有天然的亲近感，兴趣爱好相通，热词热梗好懂，关注点和使用习惯相似。台
湾的根就是中华民族，华夏遗风、汉唐血脉深刻在台湾民众骨髓之中，中华传
统文化以及这些基于中华文化生发出的大陆新兴流行文化，自然会持续引发台
湾年轻世代的共鸣。”

搜索岛内媒体及社交平台会发现，热衷使用大陆App的岛内年轻世代，普
遍认为它们“时尚新潮”“资讯更多”“干货丰富”“很实用”。有台中女孩表
示，“小红书上有很多摄影、穿搭、美妆攻略，新潮又实用。”有台北青年受访
时称，喜欢用微博、微信“了解大陆的重要新闻和国际资讯”。有台湾高中生
在小红书搜索“作文佳句”，在哔哩哔哩听免费课程。还有众多台湾青年跟随
抖音上的短视频了解大陆的城市建设、科技发展和自然风光。有岛内青年告诉
记者，他和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通过大陆的视频App看《繁花》等热播剧和剧
集解说。

岛内媒体人许陈品表示，大陆App非常贴近年轻人的心，台湾年轻世代透
过大陆App看到了大陆无穷的魅力和吸引力，选择大陆App也代表了他们对于
更“潮”更新更好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的追求。

岛内年轻世代如此热衷大陆App，并且越了解越喜爱大陆，民进党却想要跟
随美国封禁大陆App。我们不禁要问，民进党为搞“去中国化”逆潮流和民心而
动，怎么可能得逞？其实，从一个小小的App就能看出两岸根脉相连、未来与共
的事实，民进党还是醒醒吧！ （修菁）

岛内年轻人爱上大陆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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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台办了解到，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十项出入境政策措施自今年元旦实施以
来，在促进闽台人员往来、便利台胞在闽居住生活
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进
一步提速。

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介绍，支持福建建设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十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实施百
日以来，国家移民管理局加快推进台胞证便利化
应用工作，着力将福建打造为“台胞证便利化应
用示范区”，出入境服务更加优质高效。福建省
公 安 出 入 境 服 务 窗 口 全 部 设 立 “ 台 胞 台 企 专
窗”，为台胞台企办理出入境证件、定居落户、
政策咨询等业务，并在 10 个台商台企协会设立
台胞服务站点。国家移民管理机构 12367 服务平
台全天候为台胞台企服务，并提供闽南语话务服
务，今年以来已提供涉台电话咨询服务 3.6 万人
次 ， 及 时 回 应 解 决 台 胞 在 出 入 境 领 域 的 所 需
所盼。

台胞持台胞证在闽生活发展更加便利。目前
台胞在闽持用台胞证可享有交通、金融、电信等
16 个领域、242 项服务便利，今年以来已有 66 万
人次台胞享受国家移民管理局提供的免费实时身

份核验服务，便捷办理政务、公共服务和互联网应
用事项。生活发展便利化带来的是，今年以来申请
在闽定居的台胞人数不断增加，台胞在闽长期生活
发展意愿持续提升。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台胞在福建办理五年
期台胞证的数量达 9万人次，同比增长 56.4%；办理
一次性台胞证的数量为 1.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 倍；
自福建口岸入境的台胞达 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倍，“首来族”台胞占比大幅提升。其中，有 5.4 万
人次来闽台胞享受便捷通关服务，4400 余艘往来闽
台船舶享受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

朱凤莲在应询中还表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正式发布半年以来，中央
和国家有关部委也在主动作为，提出创新举措，加
强政策支持，建立协同落实机制，创新工作方法，
共同推动意见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

福建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持续从推动社会融
合、经济融合、情感融合、全域融合四个方面着
力，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制定了贯彻落
实的实施意见，发布了首批 15条惠台利民措施，在
便利台胞往来和生活、深化闽台经贸合作、鼓励台

胞就业创业等方面，切实办好一批台胞可感可及的
实 事 ， 推 进 两 岸 融 合 发 展 示 范 区 建 设 取 得 积 极
进展。

一是打造共同家园取得新进展。推动基础设施
应通尽通，“小三通”和空中直航航线部分复航，
客流量大幅增长。不断完善台胞来闽就业创业政策
支持和服务体系，福州、厦门、平潭为台胞推出
2000 多套免租房和公租房。福州市全力打造福马

“同城生活圈”，支持马祖居民在福州同等享受当地
居民待遇，面向马祖居民推出“福马同城通”。

二是深化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去年福建新增
台资企业 2100多家，实际利用台资规模 70多亿元人
民币。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拓展台企发展路
径。比如：促使台湾品牌首次加入大陆老字号“大
家庭”，4个台湾品牌被授予厦门老字号牌匾。

三是密切情感纽带取得新进展。2023 年成功举
办近280场两岸交流活动，取得积极成果。岛内台胞
来闽57.3万人次。设立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达到
26家，在大陆各地居首位。

朱凤莲表示，国台办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进一
步拓展台胞证的应用领域和服务范围，让台胞享受
到更好服务和更多便利。

自闽口岸入境台胞23万人次 申请在闽定居台胞人数持续增加

国台办：将进一步拓展台胞证应用领域和服务范围
本报记者 修菁

4月1日到11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率
领“大九学堂”20名年轻学员来大陆参访；4月 9
日至 15 日，台北、花莲、台东等 11 个县市 8 个族
群的200多名台湾少数民族同胞与广西当地各民族
同胞开展“潮聚三月三·和谐在八桂”系列联谊和
参访交流活动；4 月 20 日至 22 日，中国国民党前
主席洪秀柱率团到达深圳参访；4月26日，台“立
法院”国民党团总召傅崐萁率部分国民党籍“立
委”参访北京；日前，以台湾海峡两岸民意代表基
金会董事长张平昭为团长的 2024 台湾民意代表交
流团走进全国政协和部分民主党派交流……4月以
来，两岸交流出现了近几年来难得一见的“井喷
式”景象。甚至连刚刚被赖清德任命为“5·20”
后台陆委会主委和海基会董事长的邱垂正和郑文
灿，都在被任命后的第一时间通过岛内媒体放话

“支持两岸交流”。先不论邱垂正和郑文灿的这个
“放话”话术背后到底隐藏了民进党怎样的政治盘
算，但仅就两岸交流部分而言，笔者觉得邱、郑二
人的态度还算正向。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邱、郑
二人的表态代表了“5·20”后赖清德当局的两岸
政策——鼓励和促进两岸交流。那么，台湾方面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至少要破“三道门”。因为这

“三道门”在客观上已经阻碍了两岸交流，尤其让
岛内支持和渴望两岸交流的民众出现“不敢”“不
能”现象。

第一道“门”，是民进党当局炮制的“反渗透
法”。所谓“反渗透法”，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为钳制
台湾同胞的自由意志，剥夺台湾同胞进行两岸交流的
权利，谋取一党私利的政治工具。“反渗透法”实施
的前两年侦办案件寥寥可数，仅2件。但从2023年8
月至12月，与“反渗透法”相关的侦办案件暴增至
115件，显示民进党当局再次让“反渗透法”在选举
中派上用场，与强打“大陆介选”相呼应。

由于“反渗透法”内容模糊，词义不清，但定
罪比较明确、处罚标准清楚，给了台当局随意定
罪、处罚所谓违反“反渗透法”的人与事很大自由
操作空间。“反渗透法”俨然已经成为彻彻底底的

“口袋罪”，甚至有岛内民众到大陆寻根，也遭到约
谈。值得关注的是，“反渗透法”还被民进党当局
拿来作为反对大陆配偶参政的借口。

第二道“门”，是民进党增订后的“两岸人民
关系条例”和“国安五法”。根据民进党当局提交“立法院”的增订方
案，增加“拥有大陆居住证者，不能参加公职选举”“退离公务员登陆
制期间修正为最短3年、最长延至15年”“调整陆资未经许可来台从事
投资行为的罚款额度”，该增订还恐吓台湾退役将领，不得在规定期限
内赴大陆交流，否则不仅入罪，还将取消“终身俸”……

第三道“门”，是台当局“禁团令”。两岸交流合作是大势所趋，两
岸同胞走近走亲是民心所向。大陆与台湾开启交流30多年来，两岸人
员往来交流极大增进两岸同胞感情亲情和利益福祉，受到两岸各界民众
欢迎，早已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然而，就当大陆宣布对台
湾同胞开放团游后，今年2月7日，台旅游主管机构负责人却无预警宣
布，对大陆实行“禁团令”。甚至诬称“组团赴大陆的经营行为损害台
湾利益”，阻止台湾同胞组团赴大陆。

两岸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不
断扩大深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局面，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
化、社会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深厚基
础，提供了强劲动力。而40年两岸社会交往历史也表明，两岸关系根
基在民间，动力在人民，推进两岸各方面交流，对于两岸人民增进了
解、消弭隔阂具有重要意义。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是两岸人民共同愿望，也是台
湾岛内的主流民意。但“反渗透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
例”“国安五法”等如今已经成为影响两岸交流的主要障
碍，它让岛内民众面对交流时表现出“不敢”；而“禁团
令”则让很多台湾民众想来大陆却“不能”来。因此，如果
邱垂正和郑文灿若是真心支持两岸交流，应该从现在起，在
民进党内推动破除他们为两岸交流而设置的“三道门”。唯
有如此，两岸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和善意。 （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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