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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建设专题推进会 14日在厦
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深化
两岸融合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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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要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
题的总体方略，从战略和全
局上谋划和推进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建设，引领和推
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王沪宁表示，要深刻把
握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

意义和部署要求，推动两岸
融合发展在理念思路上不断
深化、在政策制度上不断完
善、在实践探索上不断突
破。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
合发展，让台湾同胞分享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
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

王沪宁表示，福建在促

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要支持福建在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
出更大步伐，为全面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做好示范。要坚
持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两
岸融合发展全过程，深化两
岸经济融合，始终尊重、关
爱、造福台湾同胞，完善增
进台湾同胞福祉的政策制

度，扩大两岸民众的受益面
和获得感。要拓宽两岸交
流合作领域和渠道，为台湾
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大
陆学习生活、就业创业等提
供更多便利，推动在交流交
往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守护中华民族共
同家园。要探索和创新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的经验做法，

研究解决政策实施中的难点
堵点问题，强化融合发展工
作统筹和责任落实。

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
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汇报
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
设情况。教育部、公安部、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文化
和旅游部、中国人民银行负
责同志作了发言。

海都讯（福建日报记者
汪洁 李烈） 14日，第十六
届海峡论坛新闻发布会在
厦门举行。据介绍，第十六
届海峡论坛于 14日正式拉
开帷幕，论坛大会于今日上
午在厦门会议中心举行。

本届论坛继续以“扩大
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
为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
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
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
50项活动。本届论坛得到
了广大台湾同胞的踊跃响
应，台湾政党代表、主办单
位代表，行业代表、社团负
责人，以及工青妇、科教文
卫、农渔水利、民间信仰等
各界嘉宾约 7000人跨海而

来、为情而聚。
发布会上还介绍了本

届论坛的五个主要特点：
继续坚持“民间性、草根
性、广泛性”定位，让两岸
各领域各界别同胞通过海
峡论坛厚植情谊、增进福
祉，为全面恢复两岸交流
往来蓄势聚力。突出贯彻
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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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相关系列活动，充分
展现两岸社会融合、经济
融合、情感融合以及福建
全域融合发展取得的积极
成效。持续聚焦两岸基层
和青年群体需求，举办职

工、妇女、婚姻、基层治理
等贴近百姓生活、“乡土
味”十足的论坛活动，举办
体育、文学、新媒体、乡建
乡创等交流活动。突出共
享大陆发展机遇，激励台
湾同胞共同参与中国式现
代化发展进程，本届论坛紧
扣当前经济发展脉搏，聚焦
发展新质生产力，举办科技
金融、卫生健康、智能制造
等论坛活动，推动两岸有关
机构和企业签订多项合作
协议，促成一批合作项目落
地。突出便利台胞来闽生
活，为打通台胞在闽学习、
创业、就业、生活堵点，论
坛期间将进一步推出一系
列便利台胞的措施举措。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王沪宁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上强调，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建设取得新成效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大会
今日在厦门举行

本届论坛呈现五大特点，台湾各界嘉宾约7000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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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14日

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
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
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

宣布不会加入北约之后，
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
并开始谈判。

普京提出俄乌冲突停火条件

美日分别与乌签安全协议
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和日本分别与乌克兰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合作协议，七国集团

领导人还就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收益向乌提供500亿美元贷款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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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浅一湾海峡早已挡
不住回家的脚步。2009
年，在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
愿望和需求蓬勃增长的大
背景下，海峡论坛应运而
生，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
富、代表性之广泛前所未
有。此后，海峡论坛一届比
一届更精彩，一年比一年更
热络，留下不少创举：

2012 年，两岸百家不
同民间信仰的宫庙代表汇
聚在海峡论坛，创下两岸
民间文化交流参与宫庙最
多的纪录；

2014 年，海峡论坛更
加注重青年交流，首次举
办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
文创论坛；

2017 年，适逢两岸开
启交流 30 周年，海峡论坛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以

“融合发展”为关键词，进
一步扩大交流界别领域；

2019 年，步入第二个
十年之际，海峡论坛有超
过 1 万名台湾地区民众报
名参加，其中“首来族”占
40%，青年占50%；

2023年，第十五届海峡
论坛，参会台湾政党代表团
数创历届之最，首次参加的
台胞“新面孔”超过一半……

“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
最大、参与最广泛的民间交
流活动，虽然民进党当局不
断抹黑、打压，但台湾同胞参
与海峡论坛的热情依然很
高。很多台湾同胞义无反顾
地冲破民进党当局的种种限

制来参会，为海峡论坛注入
源源不断的活力。”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说。

海峡论坛十六载，两岸
民间交流持续热络，越来越
多台胞，特别是青年通过海
峡论坛更深入了解祖国大
陆，更多台胞台企“登陆”，
在海峡对岸安居乐业。

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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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截至目前，已
出台配套政策文件16份。

据介绍，本届论坛将
举办职工、妇女、婚姻、基
层治理等贴近百姓生活、

“乡土味”十足的论坛活
动，还将面向台湾青年提
供1600多个就业岗位。

海峡论坛十六载
两岸民间交流之路越走越宽广

美国和日本13日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分别与乌克兰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合
作协议，七国集团领导人还就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收益向乌提供500亿美元
贷款达成协议。

乌方把美乌安全协议视为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桥梁”，但乌总统弗拉基
米尔·泽连斯基同时担心，随着美国等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将举行总统或议会选
举，美欧与乌克兰的“团结”可能难以维持。

路透社 13 日援引美乌
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内容
报道，美国将帮助乌克兰加
强军事建设，两国还将在共
享情报、开展军事训练等多
个领域进行合作。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和泽连斯基出席联合新闻发
布会时说，美方目标是加强
乌克兰“长期的防御力和威
慑力”。泽连斯基则称这份
协议具有“历史性”意义，是
乌克兰通向北约的“桥梁”。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乌

克兰一直希望加入北约，但
后者以乌克兰危机升级为由
拒绝。北约集体防御条款规
定，针对北约任何一个成员
国发动的武装攻击会被视为
对全体成员国发动的攻击。
北约方面称，如果乌克兰此
时加入北约，北约与俄罗斯
间的安全态势或更趋紧张。

泽连斯基 13 日还表达
疑虑，随着美国和欧洲多国
即将举行总统或议会选举，
美国及欧洲与乌克兰的“团
结”还能持续多久，以及这些

国家对乌克兰提供的支持是
否会受选举结果影响。

美国定于11月举行总统
选举，民主党推定的候选人
拜登与其共和党对手、前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选情胶着。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
一向质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
助，近来就以贷款取代军援
表达开放态度。依据美乌安
全合作协议，缔约方中任何
一方都有权终止协议。特朗
普若当选，他有权根据上述
规定叫停这份协议。

13 日，在美乌签署安
全合作协议前，七国集团领
导人还一致同意，以俄被冻
结超过2600亿美元资产所
产生收益作为抵押，向乌克
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

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
官员 13日说，乌克兰今年
年底前将收到首笔贷款。

乌克兰危机 2022 年 2
月升级后，西方国家冻结
俄罗斯数千亿美元海外资
产，其中大部分在欧洲。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

盖·里亚布科夫4月就美西
方将在七国集团框架下讨
论如何处置俄罗斯主权资
产表示，俄方正研究制定
反制措施，包括针对西方
国家在俄资产采取行动。

只是，500亿美元贷款
对于乌克兰重建所需远远
不够。世界银行今年 2月
发布的乌克兰损失评估最
新数据显示，乌克兰今后
10 年重建和恢复所需资
金高达 4860 亿美元。此
外，不少欧洲国家对动用

俄罗斯被冻结资产仍有顾
虑，比如担忧乌克兰最终
难以归还贷款。

本届七国集团峰会 13
日在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
区法萨诺市开幕，主要讨论
俄乌冲突、加沙局势以及气
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等议
题。七国集团以美国为首，
成员还包括英国、法国、德
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
峰会每年一次。今年是泽
连斯基连续第二年以个人
身份受邀参加峰会。

打定俄被冻资产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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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担心“团结”难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