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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飞机上俯瞰大陆，
就感觉地大物博、山川秀
美，这不仅让我向往，更坚
定了我当初的选择。”在大
陆已经工作 7年的陈于萱，
是厦门航空招收的首批台
湾乘务员之一，2022 年，更
升任厦航乘务长。这位容
貌清秀、温柔甜美的台湾姑
娘，在大陆收获了“破茧成
蝶”的成长。

7 年前，陈于萱刚刚从
大学毕业，便适逢厦门航空
首次到台湾招收乘务员，于
是第一时间报了名，成为“吃

螃蟹”的人。当时，身边的亲
友都担心她不能适应福建的
生活。

“事实上，厦门不论是语
言、饮食，还是气候环境，都
与台湾非常相似。最关键的
是，这里的民众对台胞非常
友善、热情，让我一下子就有
了家的感觉。”在陈于萱看
来，大陆广袤的天地开阔了
她的视野，厦门航空提供的
发展平台给予了她不断提
升自我的机会。“所以，只有
跳出舒适圈，到大陆走走看
看，才会知道这里的天地有

多宽广。”陈于萱向台青们
呼吁道。

无独有偶，台湾姑娘吴
若瑀同样是一个“吃螃蟹”
的人。今年 3月 27日，吴若
瑀在平潭参加了拖拉机驾
驶证科目一考试，她也是首
位在大陆参加拖拉机驾驶
证考试的台胞。

“大陆的农业产业发展
前景广阔，我希望在这里施
展才干，实现抱负。”2017
年，一直在台湾岛内从事农
业产业研究的吴若瑀跨海
来到平潭，为平潭的农业企

业提供技术服务与指导。
谈及考证的原因，吴若瑀表
示，希望成为“持证上岗”的
农机手，这样可以更好地了
解农民在田间作业的感受，
从而让自己的专业知识转
化为可落地的操作模式。

在吴若瑀心中一直有
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发挥所
学，用科技赋能现代农业，
而平潭给了她这样的舞台和
空间。“平潭是两岸共同家
园，这里有好政策，有许多快
速发展的村庄，还有信任和
支持我的乡亲。”吴若瑀说。

追梦逐梦 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第二十二届海峡青年论坛上，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畅叙友情、碰撞观点、共话未来

N据福建日报

6 月的鹭岛万木葱茏、沙鸥
翔集，两岸青年又一次欢聚，共
赴第二十二届海峡青年论坛之
约。在这次来的台湾青年中，既
有社区营造师，也有法律、金融
人才；既有田间地头的农业专
家，也有万米高空中的美丽空
姐；既有大陆首支两岸联合组队
的棒球队队员，也有怀揣梦想的
在校大学生……虽然来自不同
领域，但他们都渴望在这里畅叙
友情、碰撞观点、共话未来。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
鸟飞。随着福建加快建
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闽台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亮点频出，也吸引更多台
湾青年逐梦而来。“福建
海鲨”棒球队的成立就是
其中之一。

棒球运动在台湾有
着悠久历史，民众参与度
高，深受青少年喜爱。去
年 9 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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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意见》）提出，支持闽
台两地开展棒垒球等青
少年特色体育项目合
作。在此背景下，福建省
棒球队应运而生，命名为

“福建海鲨”。
这支两岸融合的棒

球队有21名运动员、4名
教练员，其中包括来自台
湾的2名教练员和6名运
动员。就在上个月，在中
国棒球联赛（成都站）的
比赛中，“福建海鲨”获得
中国棒球联赛的首胜。

“闽台选手在一起，虽

然需要时间磨合，但是更
多的是碰撞出了 1+1>2
的力量。”来自台湾台中
的主教练曾华伟说，来到
福建，开启自己棒球生涯
的新篇章，福建发展棒球
的决心，让他相信未来的
路会越打越宽。

在论坛上，瞄准福建
先行先试政策，乐做两岸
融合发展实践者的台青
还有许多。在台湾曾做
过舒淇、陈意涵替身的陈
竹音，看好《意见》中提
出的“引导闽台业界合
作制作影视精品”，决定
要在福建开展微电影、
短剧等影视产品制作；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的学
生李亮颐不久前刚跟随
马英九来大陆参访，了
解到《意见》提出的“促
进台生来闽求学研习”

“鼓励台胞来闽就业”，
表示希望有机会来福建
实习实训、就业创业……

追梦逐梦，不负韶
华。欢迎更多心怀梦想
的台湾青年来福建、来大
陆，在广袤的天地里一展
长才、实现梦想。

乐做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

跨海而来的台青们在各
自岗位发光发热的同时，也
开始以“摆渡人”的角色，为
更多的台青提供服务。

“我就是想以自己的亲
身经历告诉同学们，这里确
实像我介绍的那样，市场大、
机会多！”来厦门之前，杨于
萱是台湾联合大学的一名老
师。在台湾时，她边教书边
做社区规划，每年寒暑假还
会带着学生来厦门交流。每
当她建议学生毕业后可以尝
试到大陆发展时，总会有学

生问她：“老师，你自己怎么
不去？”

正因为这样，杨于萱毅
然决定登“鹭”发展，积极参
与社区营造及乡村振兴工
作。一晃五年多时间过去
了，杨于萱借鉴台湾的社区
营造理念，深入村居开展调
研，发掘和保护乡村的文化
与禀赋，也吸引了许多台湾
青年一起投身大陆的社区及
乡村建设。

如今，在厦门，杨于萱不
仅组建了自己的团队，还将

丈夫和儿子也接了过来。她
用实际行动告诉台湾朋友：

“无论是单身青年，还是有家
有室，都适合到厦门来创业
发展。因为这里不仅有许多
好政策、广阔的市场，还有可
以携手打拼、共创未来的好
伙伴。”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
大。”用这句话形容台湾姑娘
赖彦君再合适不过，她是一
个“斜杠青年”：身兼大学教
师、律师、调解员、公益普法
志愿者等多重身份。她发挥

所长，免费为在大陆就业、创
业、求学的台胞提供法律咨
询、公益普法等服务，并协助
台胞处理婚姻、劳动、合同等
纠纷。

“在我之前，有很多台湾
前辈在两岸交流中发光发
热、贡献力量。如今，这个接
力棒交到了我手中，我将努
力实现他们的梦想，再交棒
给下一个年轻朋友。”赖彦君
说，这场接力跑，两岸青年从
未停下脚步，会一起在新征
程上，奋力跑出最好的成绩。

敢做“吃螃蟹”的探路者

愿做台青登陆的“摆渡人”

“沈葆桢巡视台湾”史迹展亮相宫巷
海峡论坛·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举办

明日我省仍有强降雨
省防指持续调度强降雨防御工作

集美大学毕业的台青李佳勋
（左）在厦门“台青创客家”直播间
里学习电商直播带货（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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