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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相会，共叙情谊，第十五届海峡论坛日前在
福建厦门举行。

“两岸同胞通过海峡论坛交流交友交心，厚植情
谊、增进福祉，越走越近、越走越亲。”6月17日，习近
平总书记向第十五届海峡论坛致贺信，指出“希望海
峡论坛为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
断增添生机活力”。

海峡论坛是促进两岸各界广泛交往、推动两岸
民间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
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青年交流、基层交
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37场活动，同期还
举办其他14场活动；邀请了中国国民党、新党、亲民
党、无党团结联盟、民众党等台湾政党代表、台湾主
办单位代表，以及行业代表、社团负责人、工青妇、乡
镇村里、农渔工商等台湾各界嘉宾共5000余人。

汇聚两岸力量，共促融合发展
“你也相信，我也相信，心的彼岸有人等着你。

踏浪前行，看灯塔如星，千里万里也不负约定……”
海峡论坛大会上，台湾歌手与大陆歌手携手演唱的
论坛主题歌《我们相信》，温暖着两岸同胞的心。

“两岸关系发展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人民，交流
合作成果惠及两岸同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海峡论坛大会发表致辞时指
出。

互相切磋，推动更多“老字号”成为“新名片”。
从以匠心让乡村生机重现，到两岸传统工艺的传承，
再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两岸基层治理论坛
上，来自海峡两岸 300多名代表从多个方面就深化
两岸乡村工匠交流合作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过去
几年，在与大陆做社区对接交流中，深刻感受到大陆
市场的庞大以及各项政策的含金量，这为两岸乡村
工匠深入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台湾高雄里长主席
联谊总会总干事黄愈丰在交流中谈道。

汇聚两岸力量，共促融合发展。海峡妇女论坛
上，400余名两岸妇女代表以“为家而歌·同心向未
来”为主题，展现两岸巾帼和衷共济、同心同行的力
量；两岸社区服务恳谈会上，两岸嘉宾150多人共话
建设健康社区；两岸公益论坛上，近 80家两岸社会
组织、300余名代表分享实践，共研两岸乡村振兴、增
进两岸同胞福祉……基层交流板块12场活动，让两
岸民众越走越亲。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海峡论坛组委会办
公室副主任、福建省政府台港澳办副主任陈志勇表
示，本届海峡论坛是大陆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举办
的最大规模两岸民间交流盛会，两岸很多新老朋友

线下相聚，共襄盛会，充分说明了恢复两岸交流和人
员正常往来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

架起“连心桥”
海峡论坛是专为两岸基层民众创设的两岸民间

交流平台。15年来，论坛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
理念，邀请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共叙亲情乡谊，共话
民生福祉，共扬中华文化，在两岸同胞之间架起了

“连心桥”。
始于2009年的海峡论坛，一直坚持“民间性、草

根性、广泛性”的特色，从经济合作到文化交流，从民
间信俗续缘到婚姻情感交融，每一届都会加入新的
交流元素、开拓新的交流领域，一步步深入两岸民众
内心，促进心灵契合。

首届海峡论坛涉及经贸、旅游、教育等20多个界
别和行业，第二届在此基础上增加 10个交流界别；
第四届海峡论坛第一次把两岸不同民间信仰的宫庙
代表汇聚到一起，第一次举办两岸婚姻家庭论坛；第
五届海峡论坛举办两岸公益论坛、闽台同名村镇续
缘之旅等活动；第十届海峡论坛增设文化交流板块，
首次举办两岸基层治理论坛……如今，海峡论坛已
形成论坛大会及基层、青年、文化、经济四大板块的
两岸交流，成为两岸合作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
大、涉及范围最广、民间色彩最浓的嘉年华。

回眸海峡论坛15年路，热闹盛况与难忘瞬间留
在了亲历者的记忆里：年过八旬的台湾退伍老兵高
秉涵，讲述20多年间护送100多位老兵骨灰回大陆
家乡安葬的故事，令现场两岸同胞感动落泪；来自台
中的曾冠颖和来自福建云霄的张文娟相识相爱，走
进婚姻殿堂；台湾青年魏晖倪与大陆歌手扎西顿珠
对唱，唱响“我们同唱一首歌，两岸从来是一家”……

15载携手同心，温暖前行。海峡论坛上交融的
两岸乡情、亲情、友情，始终温暖着两岸同胞的心，成
为维系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重要
纽带。

铺就“惠民路”
走过15年，海峡论坛始终坚持尊重、关爱、造福

台湾同胞，推出一系列惠及台湾同胞、便利两岸交流
合作的政策举措，取得众多实质性成果，在两岸同胞
之间铺就了“惠民路”。

第一届海峡论坛公布两岸直航和“大三通”等 8
项惠台利民措施，两岸经贸关系迎来加速发展期；第
三届海峡论坛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海峡西岸经济
区发展规划》发布、《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

订实施的大背景下举行，公布的惠台措施涉及旅游、
航空、出入境等领域；第七届海峡论坛上，大陆宣布
对台胞往来大陆免予签注，实行卡式台胞证，台胞

“说走就走”的愿望成为现实；第十届海峡论坛大会
上，福建推出“惠台66条”，涵盖扩大闽台经贸合作、
支持台胞在闽实习就业创业、深化闽台文化交流、方
便台胞在闽安居乐业等四个方面……

日前举办的第十五届海峡论坛，面向台湾青年
提供1200多个就业岗位、1000多个实习实训岗位，
推动两岸签订乡村振兴、台青创业、科技、教育、文
化、金融行业合作等多项协议。

15载春华秋实，硕果累累。再度前来参加海峡
论坛的台青李伟国表示，惠台政策举措更加坚定了
他在大陆发展的信心，也希望通过他在大陆的经历
和感悟，让更多台青了解大陆。

认同的种子终会发芽
“论坛期间举办的大大小小的交流活动就像播

下了很多种子，这些种子当中总有一些会发芽。认
同的种子一旦发芽，就能一传十，十传百，可能会收
获意想不到的结果。”论坛期间，中国国家创新与发
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
茂松表示，海峡论坛主要着眼于民间交流，许多台湾
民众来到大陆，亲眼见证大陆的发展和变化。“只要
来看过，他们对大陆的认知就会有变化。”

17日，在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大陆方面宣
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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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举措将进一步发挥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
陆第一家园”的重要作用，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宽
广领域、更深层次拓展，持续增进台胞台企在大陆的
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

谢茂松表示，福建跟台湾不论从地缘上、血缘
上、文化上，还是宗教上都有着很多联系。比如，很
多台湾人的祖先都是从福建过去的；再比如，台湾很
多人信奉妈祖，而妈祖的始源地在福建莆田，台湾人
会从福建“迎妈祖”过去巡岛，这就是一种认同。

他认为，有了文化上的交融再去谈经济上的合
作，会更加有效。

“就生意谈生意是一种谈法，纯粹关于利益，其
中的关系随时可以因为利益而变化。但如果双方有
着共同的记忆、共同的历史、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祖
宗，就会增加信任度，把合作成本降到最低。”谢茂松
表示。

（来源：《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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