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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据福建日报

福建与台湾，一水相隔。
台湾海峡最窄处直线距离不足130公里，西面是福建

平潭岛；厦门到金门最近处只有千把米，鹭岛的新年焰火
照亮金门的海天。

明清时期，福建先民移居台湾逐渐形成高潮，如今80%
台胞的祖籍地为福建。40余年来，在祖国大陆对台方针政
策感召下，众多台胞跨海而来，福建成为他们登陆首选。

“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
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可以率先实现金门、马
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对福建的对台先行先试作出明确指示。

201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代表
团参加审议时强调，“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努
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再度勉励八闽儿女
“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要突出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

新的构想擘画蓝图，指明了方向。
对福建而言，在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新征程上开启新探

索，既是重大历史使命，也是重大政治责任。省委书记尹力
说，福建将发挥独特优势、勇于先行先试，加快建设台胞台
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为促进祖国统一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家园”融合发展

“只要疫情不消停，
我就会为胜利坚守到最
后一分钟！”第九届海峡
青年节上，台青苏斐君这
掷地有声的宣言，牵出一
段感人故事。疫情期间，
她将自家酒店改成定点
隔离酒店，为成千上万入
境隔离人员遮风挡雨。

“过去你们牵着我的
手到台湾，如今我要抱着
你们的骨灰回家乡！”海
峡论坛上 80 多岁台胞高
秉涵的这句话，引发台下
无数的泪水和掌声。20
多年来，他费尽周折将数
百名台湾老兵的骨灰送
归大陆故里，让他们“回
家”圆梦。

……
骨肉同胞，血浓于

水。故土难舍，乡情难
忘。

五年来，类似苏斐
君、高秉涵这样的故事在
海峡两岸不断传扬。“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
可分的闽台情缘随交流
融合绵延。

秉持“两岸一家亲”
理念，过去五年来，福建
持续深入推进实施亲情
乡情延续工程，增强祖地
文化对台感召力、吸引
力、凝聚力，着力提升文
化交流质量体量能量，活
动数量、人数、密度均位
于大陆前列。

1987年，两岸正式开
放探亲。阔别岚岛 39 年
的李登瑞第一时间选择
从台湾回到自己的故乡，
创办平潭首家台资企业，
捐款修路、建起学校。李
登瑞过世后，其子李云超
继续在平潭深耕，他的孩
子一个叫李振平，一个叫
李振潭，都是李登瑞生前
给取的名，“意在让孙辈
牢牢记住家乡”。

李家第三代虽然在
台湾出生长大，但一向认
为自己是平潭人。长辈
的期盼加上惠台利民措
施引领，他们成人后纷纷
回平潭发展。如今李氏
一家人的事业已与平潭
建设紧紧连在一起。

李氏爷孙三代的岚
岛故事诠释了中国人心
底万难割舍的故土情结，
与此相联系的祖地文化
代代衍播，生生不息。

近年来，寻根谒祖、
族谱对接、朝圣祭祀、同
名同宗村交流和乡镇村
里对接等在福建各地方
兴未艾。返乡台胞说：

“吃果子，拜树头”“土亲
人更亲”。他们跨海而
来，与祖地宗亲共赴心灵
之约。同时也积极探寻
商机，投资兴业，将自己
的前途命运深深融入故
地。

与乡土密切相关的

还有湄洲妈祖、闽王王审
知、临水夫人陈靖姑、保
生大帝……这些至今仍
风行岛内的信俗文化均
发端于福建。连年来，请
神祇金身入岛巡安，成为
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事。
祖庙的香火一头连着故
乡，一头连着千百万台湾
信众，织起坚实的精神纽
带。

俗话说“路越走越
近，人越走越亲”。在福
建举办的海峡论坛、海峡
青年节等平台以情架桥，
让两岸同胞相向而行，聚
合论道，共度嘉年华。

累计 12万台胞参与，
让海峡论坛成为两岸规
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
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

累计 3 万名两岸青
年登台亮相，让海峡青
年节成为两岸青年交流
交往交心交融的“金字
招牌”。

有了龙头引领，福建
“一市一品牌、一县一特
色、一部门一精品”的交
流格局水到渠成。

南安郑成功故里、长
汀汀州客家首府、泉州安
溪清水岩……福建 18 家
两岸交流基地在大陆独
领风骚，两岸同胞在回顾
历史、品位文化、共同发
展中亲上再加亲。

……

大陆“十四五”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
设。福建省“十四五”规
划纲要设“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建设台胞
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专
章，明确提出，完善保障
台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
遇的政策和制度，构建台
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服务体系。

砥砺奋进新征程，扬
帆起航再出发。

“如此精彩，我们怎
可缺席？让我们把握崭
新 时 代 ，成 就 美 好 梦
想。”深耕平潭的林智远
向岛内青年发出热情邀
约。

“大陆舞台大、机遇
多，我为什么不来试试？”
在厦门找到施展才华空
间的刁威淇说，“潜力被
激发，在这里，我看到不
一样的自己！”

新愿景、新机遇、新
未来，让在闽台胞对“第
一家园”抱有更多憧憬，
冀望与大陆同胞携手打
造祥和、安宁、繁荣、充满
希望的共同家园。

号角声声，催人奋
进。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的伟大征途上，
福建昂首阔步。

平潭流水镇北港文
创村，一座座石头厝错落
有致，与蜿蜒的梯田、无
垠的大海相映成趣。

2015 年，台湾桃园青
年林智远初踏平潭岛，便
对这山海田园画卷一见
钟情。“闽台同根同源，食
相同、文相近、语相通，完
全没有距离”。他决定在
此开发乡村旅游。

6 年来，林智远和他
的团队租下多栋平潭石
头厝，开发成集民宿、文
创、料理等为一体的“石
头会唱歌”艺术聚落，巧
妙地融入台湾元素，使之
成为两岸文创交流平台、
平潭旅游的新名片。林
智远也因而获评福建省
首批台籍劳动模范。

“这里优惠政策多、
福利多，这让我们的事业
能够顺利成长。”林智远
深感幸运。大批和林智
远一样来闽发展的台湾

青年，被这里不断释放的
善意和利好吸引。

“两岸同胞血脉相
连。亲望亲好，中国人要
帮中国人。”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我们对台湾同
胞一视同仁，将继续率先
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
展机遇，为台湾同胞台湾
企业提供同等待遇，让大
家有更多获得感。”“要在
对台工作中贯彻好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
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像为
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
台湾同胞。”

五年来，福建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完善保障台湾
同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
遇的政策和制度，持续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普惠化、便捷化，加快建
设“政策最开放、服务最
贴心”的第一家园。

各级各部门着力下

好“先手棋”，打出“组合
拳”，念好“惠”字经。

所谓“先手棋”，就
是先行先试，率先突破，
将同等待遇落实落细。
比如先行推进实施中央

“31+26+11+22”和福建
“66+42+28”条惠台利民
政策措施，率先公布 225
项 落 实 同 等 待 遇 清 单
等。

打“组合拳”是通过
一篮子的资金扶持，持续
优化对台营商环境。五
年来，我省每年安排资金
3000 万元支持台创园实
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有 50 余家台
企获批注册为陆资企业，
为台农台企提供授信累
计超11亿元……

“从照顾台胞子女学
前教育、义务教育享受
就近就便入学，到许可
台企同等参与新基建、
支持台企上市，政策措

施愈加具体、细腻，让我
们 愈 加 感 受 到 家 的 暖
意。”厦门台商协会会长
吴家莹说。

台湾新竹的 90 后台
青刁威淇四年前落脚厦
门，他以海沧区青礁村社
区营造员的身份深度融
入当地生活，深感“大陆
真心诚意欢迎台青来发
展 ”“ 我 们 也 享 受 公 积
金、医保、购房等各类同
等待遇，处处得到贴心照
顾。”

春风化雨，久久为功。
目前，福建各类台青

就业创业基地逾 80 家，
前来实习就业创业台青
逾 3.8万人；300多名台青
参与福建 170 多个村庄
项目建设；一批台青在福
建担任教师、医生、科技
特派员、社区营造师，获
评“非遗传承人”“劳模”

“三八红旗手”“五四青
年”……

立冬时节，福州凉意渐
起，但重点项目建设工地却
是热火朝天。滨海新城、福
州大学城、东南汽车城、丝
路海港城、国际航空城、现
代物流城，“六个城”建设如
火如荼；东南汽车、捷联电
子、福顺半导体……一大批
台资龙头企业开足了马力。

为加快建设台胞台企
登陆的第一家园先行城市，
福州全市上下撸起袖子加
油干。截至今年 6 月，福州
累计批准台资项目4345项，
合同台资 114.48亿美元；在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
板”挂牌的在榕台资企业累
计达100多家……

一马当先的福州，是闽
台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过去的五年，正是闽台
融合发展走向“深耕厚植”的
关键期。努力探索更多应通
尽通的路径模式、惠台利民
的政策举措、心灵契合的方
式方法，福建铆足了劲。

《关于探索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的实施意见》出
台，“省委探索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工作推进小组”
成立，政策落实、台胞权益
保障等机制不断完善，闽台
各领域融合不断深化……

“通、惠、情”，这三篇文章正
在八闽大地奋力书写。

闽台合作的三大主导
产业率先报捷。电子信息
产业从“填屏补芯”布局阶
段升级为“增芯强屏”攻坚
阶段；石化产业上下游产业
链逐步完善；机械装备业朝

智能化、高端化发展，闽台
精密机械产业园年产值超
10亿元。

农业交流合作一直位
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
省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
2800多个，合同利用台资超
43亿元，农业利用台资数和
规模保持大陆首位。

全业态覆盖使金融合
作跃上新台阶。在闽台资
金融机构有 24家，新增 5家
台企A股上市，两岸首家全
牌照合资证券公司金圆证
券于 2020 年 2 月在厦门开
业。

应通尽通。经过 23 年
的不懈努力，2018年8月，福
建泉州向金门正式通水。

“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
水。”

今年入夏前后，台湾地
区遭遇半个多世纪来最严
重的旱情，民众为水所困，
泉州向金门日均供水 1.67
万吨，得益于大陆的“救命
水”，金门人的生产生活得
以保障。

至今年 9 月，福建泉州
已累计向金门供水 1522 万
吨。以金门通水工程为先
导，闽台能源互通也展现出
新作为。

数据显示，五年来，全
省实际利用台资59亿美元，
引进台资项目6300多个，闽
台贸易额从 2017 年初累计
8900 多亿元上升至 2020 年
底超过 1.2 万亿元，闽台经
贸合作整体呈现稳中向好
态势。

以“情”促融
携手共建“第一家园”

以“惠”促融
同等待遇落实落细

以“通”促融
经济社会融合更加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