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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杨） 14 日 ，

以“青春同心创未来，携手打拼谋

复兴”为主题的第二十二届海峡青

年论坛在厦门开幕。海峡两岸关系

协会会长张志军出席开幕式，福建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宝金、中华

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徐晓，中国国

民党副主席连胜文、中国国民党青

工总会总会长廖怡琇、台湾中华青

年交流协会秘书长郑婷文等出席论

坛并致辞。

林宝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

好。”我们真诚希望两岸青年顺应

历史大势，共担民族大义，共同捍

卫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

益；希望两岸青年秉持“两岸一家

亲”理念，互学互鉴、相依相伴、

同心同行，共同传承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增进理解认同；希望两岸

青年抢抓机遇，搭上福建高质量发

展的快车，共同参与到数字经济、

海洋经济、文旅经济以及乡村振

兴、乡建乡创等各领域合作中来，

携手打拼、共创未来。

徐晓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亲切关怀青年，勉励两岸青

年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底气、骨

气。希望两岸青年要同心同行，守

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要同心协

力，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要同

心同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要同心共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全国青联将以海峡青年论

坛为牵动，以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为依托，与两岸青年

一道，助力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崭新局面。

本届论坛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

会、中国国民党青工总会、台湾中华

青年交流协会共同主办，举行开幕

式、主旨论坛、系列平行论坛、“台青

游八闽”和研学交流等活动，来自海

峡两岸的青年、专家学者以及各界人

士550人参会。

开幕式上，为首批全国青联两

岸青少年研学交流站、台港澳大学

生就业创业工作站、闽台青年服务

站授牌，为 2023 年福建台湾青年

“创业之星”颁奖。

第二十二届海峡青年论坛在厦举行

六月的厦门，风景如画。随处可见

的凤凰木花在骄阳下火热盛开着，浪漫

的紫薇花也不甘示弱地展示出自己娇艳

的身姿……15 日下午，位于厦门岛东

北角五缘湾畔的厦门禹洲温德姆至尊豪

廷酒店二楼多功能厅气氛热烈，由全国

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和福建省政协共同

主办的第十六届海峡论坛·第七届两岸

基层治理论坛在此举行，来自海峡两岸

300 多名基层和相关界别代表人士围绕

“科技赋能智慧乡村”主题，积极开展

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在这里，他们凝聚

共识、汇聚力量。而走细、走实、走

心、走新则成为与会两岸代表对这次论

坛评价的普遍共识。

▶▶▶“五缘湾”赓续两岸同
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岛内著名新闻评论员苑举正不是第

一次来厦门，也不是第一次参加海峡论

坛，但在厦门的五缘湾参加两岸基层治

理论坛却是第一次。

苑举正告诉记者，当入住宾馆，打

开房间窗帘，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不远处

三跨钢箱拱中承式提篮拱桥和上方清晰

可见的“五缘湾大桥”几个大字。正是

这个“五缘”让这位台湾大学哲学系教

授瞬间联想到了 70 多年前自己的父辈

从山东到了台湾，而台湾与厦门一衣带

水，绝大多数台湾人又都来自福建和广

东，闽台之间一直存在着地缘、血缘、

文缘、商缘、法缘关系，这一刻，苑举

正下意识地感觉到他脚下的五缘湾早已

将自己与祖国的那种血肉天亲的关系融

为一体。

事实上，在记者当天的采访中，和

苑举正对“五缘湾”及“五缘湾大桥”

中“五缘”二字理解有相同感受的还有

多位参加论坛的台湾代表。中国国民党

“国政基金会”前副执行长孙扬明就是

其中的一位。孙扬明表示，当乘车前往

论坛驻地途中看到交通标志牌，了解到

酒店就坐落在曾经作为厦门对台前沿阵

地的钟宅湾 （如今的五缘湾） 内，加上

后来透过房间窗户看到五缘湾大桥时，

他突然有一种莫名的熟悉和感慨，从前

沿阵地到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和平发展的

重镇，从钟宅湾到五缘湾，地名改变的

背后不仅是这片土地环境变美，生活在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变得富庶，更体现了

闽台之间的深厚联系，也承载着祖国大

陆对 2300 万台湾同胞的善意和对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的愿景。

这一刻，孙明扬感到心灵深处有一

股暖流往外涌。他说，这样对论坛地点

的用心选择与安排，不知道是巧合，还

是论坛主办方刻意为之，但无论哪一

种，在客观上都会让两岸同胞触景生

情，激起大家共同的家国情怀。

正如苑举正在论坛开幕式致辞时

说，“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一个共同的认

知，那就是我们根本就是一家人，我

们都是炎黄子孙。尤其在厦门，这里

的衣食住行，甚至方言，都与台湾一

模一样。沟通无障碍，更是亲上亲的

事实，让我每次走在厦门路上，听着

亲切的闽南语，都有种熟悉不过的感

觉。就连本次论坛所召开的地点与地

名都适得其所，充分展现两岸一家亲

的事实，更是两岸同胞彼此相互交友

认亲的最佳场所……”

据 了 解 ， 五 缘 湾 曾 经 是 一 片 滩

涂，这里曾作为厦门的前线，成为了

老 市 区 的 屏 障 ， 发 展 一 度 受 到 制 约 。

在本世纪初，厦门市委、市政府启动

了五缘湾片区生态修复与综合开发工

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五缘湾而言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城市管理者本着

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心态开展修复

和开发工作，通过清淤整治，新增了 2

平方公里内湾、3 平方公里陆域、8 公

里长优质生活岸线，新城界面大大提

升，五缘湾雏形初显。2006 年，“钟宅

湾”正式更名“五缘湾”。

▶▶▶论坛坚持“小切口”
解难题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没有

乡村的全面振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为两岸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必然

要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

主席苏辉在论坛开幕式致辞时说。

基层治理论坛作为海峡论坛中关

于两岸基层民意代表和基层治理交流

的子论坛，是人民政协为加强两岸基

层 交 流 合 作 搭 建 的 一 个 机 制 化 平 台 。

坚持“小切口”抓具体问题，破解两

岸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是全

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和福建省政协

在举办每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对主题

选择的原则。

自 2018 年起到今年，两岸基层治

理论坛已成功举办七届，台湾参与人数

达 1400 多人次，在两岸引起了广泛关

注和影响。论坛先后围绕民生福祉、乡

村振兴、公共卫生、民俗文化、文旅经

济、乡村工匠、科技赋能智慧乡村等主

题，两岸各界代表沟通情况、交流看

法、分享经验、汇聚共识，为共同维护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

灵契合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今年论坛选择“科技赋能智慧

乡村”主题，福建省政协主席滕佳材在

开幕式上表示，乡村是中华儿女寻根溯

源的故土，也是深化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的热土。两岸乡亲以本次论坛为契机，

共话数字新业态、产业新动能，一道按

下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加速键”；共

探科技赋能乡村治理新模式，一起打造

富有活力、更有效率的现代乡村治理新

格局；共消城乡、地域、代际之间数字

鸿沟，一同推动乡村成为安居乐业的

“智慧家园”。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赐

贵表示，科技赋能智慧乡村是时代赋予

我们的机遇也是时代提出的重要命题，

有助于让两岸的乡村打破地域限制，共

享先进的技术成果，让乡村焕发出新的

活力；有助于改善乡村基础设施，让村

民享受更便捷的公共服务，使乡村成为

人们心之向往的美好家园。希望两岸同

胞互相交流经验，分享技术创新，共同

为智慧乡村的建设添砖加瓦。

▶▶▶今年增设“沙龙”互
动环节

“我们注意到今年两岸基层治理论

坛有一个创新，在论坛数位发言人发言

之后，增设论坛沙龙环节。”多位报道

论坛的两岸媒体人表示，以沙龙互动的

方式，可以使得论坛关注的主题更聚

焦，落点更实更细，更利于凝聚各方共

识，形成会议成果。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和以往几届论

坛一样，开幕式由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

员会主任刘赐贵主持，全国政协副主

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福建省政协主

席滕佳材致辞，之后论坛进入发言阶

段，在发言代表发言后，与会代表进行

问答环节，在所有发言人完成发言和提

问互动后，论坛宣布结束。

但今年论坛在以往基础上——所有

发言人完成发言和问答互动结束后，单

设了“智慧乡村生态建设”沙龙对话环

节，由福建省区块链协会会长陈意斌主

持，邀请台商、上海华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廖文泰，台湾荣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刘镇灯，深圳优特普

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聂怀东，澳门博维

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吴鸿祺，就读

北京清华大学的台湾省籍博士女生陈翊瑄

等 5 人，就“智慧乡村生态建设”进行对

话。

据了解，在两岸产业交流中，农业是

起步最早、基础最好、成效最明显的领域

之一。

如何用新技术、新观念赋能乡村振

兴，盘活乡村特色产业，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要效益，两岸嘉宾为此掀起了一场

头脑风暴。

现场沙龙主持人抛出三个问题：一

是，“产业是发展的基础，智慧乡村建设

将带动农村哪些产业发展？台湾的农村

产业发展模式？科技应用又在农村这个

大 场 景 中 迎 来 哪 些 发 展 机 遇 ？” 二 是 ，

“围绕人才是发展的根本，在智慧乡村建

设 中 ， 我 们 有 什 么 好 的 方 式 引 进 人 才 ？

如 何 建 立 农 村 自 循 环 的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

台湾有哪些优秀的农村人才培养经验可

以借鉴？”三是，“乡村文化是乡村的灵

魂，传承乡村文化是智慧乡村建设不可

或缺的一环，如何应用新科技传播传承

乡村特色文化习俗，带动发展乡村文旅

经济？”

一个多小时的你问我答，我举例子你

列数据，围绕核心问题嘉宾回答精彩连

连，现场不时爆发热烈掌声。

从陈翊瑄分享的一则案例，引起大家

热议，到聂怀东提出，乡村文旅要“出

圈”，用沉浸式体验吸引年轻人；从廖文

泰建议借助新技术开发在线乡村文化教育

课程，让更多人足不出户就能“触摸”乡

土文化，到吴鸿祺认为的打造元宇宙乡村

空间，以“文化+视听”“体验+实景”等

形式展示乡村文化风貌，助力乡村振兴

……

这一刻，两岸代表的智慧在会场内迸

发，合力推动两岸乡村全面振兴共识开始

凝聚……

论坛原定时间下午 5 点半结束，但精

彩的互动高潮迭起，台上沙龙嘉宾意犹未

尽，台下代表兴趣不减，论坛时间因此延

迟半小时。但大家还是觉得不过瘾，围绕

论坛主题的讨论在散场后的餐厅、走廊、

酒店大厅继续着……

走细走细 走实走实 走心走心 走新走新
——第七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高 杨杨

6 月 7 日，辽宁省锦州市七里河经

济开发区的锦州九丰食品有限公司肉

鸡分割车间里，工人们正在自动化生

产线上对鸡腿、鸡翅等分割产品进行

检测包装。

白羽肉食鸡生长周期短，肉质细

嫩，是熟食、快餐原材料的上佳之选。

近年来，辽宁省锦州市义县白羽肉鸡

已形成集肉鸡养殖、深加工、销售及饲

料供应、仓储、运输、鸡粪有机肥于一

体的肉鸡产业集群。

可靠电力供应助力肉鸡养殖发展快

“朱班长，养鸡场突然没电了，发

电机的备用柴油仅够用一个小时，还

得麻烦你们赶紧来一趟……”4 月 28

日，义县供电公司白庙子供电所配电

班班长朱建军接到辽宁天康禽业有限

公司电气负责人宋玉山的求助电话

后，立即带上同事杨景双赶往养鸡场。

到达现场后，两人对企业自维变压器

开展逐个排查，发现是一台 400千伏安变

压器气体继电器故障造成停电。随后两

人立即投入紧张的抢修，没超过 30分钟就

为养鸡场恢复了正常供电。

为满足当地白羽肉鸡养殖业规模不

断扩大的用电需求，2020 年以来，义县

供电公司先后投资 3200 万元有针对性

实施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累计改造新装

变压器 51 台，新增容量 9100 千伏安，新

建 及 改 造 10 千 伏 线 路 72.66 千 米 。 此

外，义县供电公司还专门成立了养鸡场

保电服务专班，定期对企业专用线路和

自维设备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建立了用

电故障排除快速响应机制，24 小时随叫

随到。

“现在我们养鸡场送料、给水、通风、

控温及清粪已经全部实现了自动化。随

着用电设备增多，对供电可靠性要求也

更高了，特别是夏季鸡场通风降温设备

必须 24 小时运行。在用电过程中不管

遇到什么困难，供电公司都主动帮助解

决，我们企业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实现

了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供电公司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辽宁天康禽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侯文喜介绍道。

目前，全县已建成现代化鸡舍 295

栋，肉鸡年出栏量 4000 万羽，年养殖利

润突破 1 亿元，带动 2700 名村民在家门

口就业。2020 年，锦州义县被国家批准

纳入辽宁省白羽肉鸡产业集群，成为辽

宁省 4 个肉鸡生产基地县之一。

良好营商环境助力肉鸡加工产业兴

4月 1日 10时许，在锦州鑫丰食品有

限公司厂房建设施工现场，义县供电公司

七里河供电所所长朱政委带着员工帮助

企业更换了自维变压器上的故障设备后，

工地上停运一个小时的混凝土搅拌机、钢

筋切割机等施工设备重新运转起来。

肉鸡深加工企业锦州鑫丰食品有限

公司 2023 年入驻锦州七里河工业园区，

目前正在进行厂房建设。为帮助企业尽

快投运，锦州义县供电公司利用园区企

业立项信息互通机制，在第一时间了解

到该企业的立项信息后，主动联系项目

建设负责人对接企业报装意向，帮助拟

定建设施工供电方案，在工程开工前从

施工现场附近的 10 千伏园区Ⅰ线 T 接

一条临时线路，并安装了一台临时专用

变压器为工程施工提供电力保障。

作为白羽肉鸡产业的龙头企业，锦

州九丰食品有限公司对电力营商环境助

力企业快速发展感触更深。“近年来，得

益于良好的电力营商环境，我们企业的

产值逐年递增，目前已建成现代化肉鸡

屠宰加工厂一座、食品深加工厂一座、

现代化养殖小区 47 座。年屠宰肉鸡量

4000 万羽，生产肉鸡产品达 9 万吨。”九

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宏财介绍说。

科学用能建议助力企业用电成本降

锦州众诚饲料有限公司是因义县肉

鸡养殖业发展而建立的一家重点从事饲

料生产加工的大型企业，十余台集成喂

料器、配料秤、混合机、配料仓、制粒机等

高耗电加工设备需持续运行。义县供电

公司在一次企业用电需求走

访行动中了解到该企业用电

情况后，建议他们利用院内

空地建设光伏发电设备。在

义 县 供 电 公 司 的 帮 助 下 ，

2023 年 10 月，众诚饲料有限

公司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项目

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并网

容量达 199 千瓦，月度发电

量 1.7 万 度 、上 网 电 量 9 千

度，为企业降低用电成本的

同 时 每 月 还 能 额 外 带 来

3000 多元的光伏收益。

此外，义县供电公司还结合肉鸡养

殖、深加工等产业链上企业的生产规模、

用电情况，量身制定“能效服务卡”，在定

期帮助这些企业检查用电线路，保障大功

率用电设备稳定运行的同时，为企业用户

开展绿色用能诊断，提供节能降本建议。

（袁子恒）

“满格电”助力白羽肉鸡产业兴

锦州供电公司员工到锦州九丰食品有限公司了

解白羽肉鸡加工企业用电需求。 （袁子恒 摄）

广告

本报讯 （记者 修菁）“一部船

政史，半部中国近代史”。6 月 16

日，由台盟中央指导，福州市人民

政府、台盟福建省委会、福州市政

协、福建省文史研究馆主办的第十

五届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在福

州开幕。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

副主席兼秘书长江利平出席大会并

宣布开幕，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林文斌、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

孙晓岚分别致辞，福州市政协副

主 席 顾 颀 主 持 开 幕 式 。 来 自 法

国、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的

专家学者、海内外的船政后裔济

济一堂，围绕“向海图强·融合

发展”主题，共同探讨船政向海

图强的发展历程，展望两岸融合

发展的美好前景。论坛期间，主

办方还举行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

馆—— 台 盟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的

揭牌。

江利平代表台盟中央对研讨会

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船政

以爱国精神为核心，是近代中华民

族寻求救亡图存道路上的重要实

践，是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历史见

证。船政文化构建了两岸之间无法

分割的纽带和桥梁，船政精神成为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要进一步挖掘船政文化丰

富的内涵和蓬勃的生命力，让船政

精神更加深入人心，推动两岸同心

同行、携手共进，共同助力建设海

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林文斌表示，船政文化是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

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已成为两岸

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当前，福建

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

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我们

将大力弘扬爱国、科学、创新、图

强的船政精神，持续推进船政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闽

台交流合作，更好发挥船政文化在

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希望两岸同胞以船政文化为纽带，

加强交流互动，构筑共同精神家园。

论坛期间，江利平和福州市相

关领导举行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台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揭牌

仪式。

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在榕开幕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台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期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