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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期延長靶場不足 台景點變射擊場

《若干措施》從5個方面提出20條
支持措施。一是支持閩台農業高質量
發展。推動福建特色種養業提檔升
級、農產品加工流通業做優做強、鄉
村休閒旅遊業優化提質、農漁種苗產
業創新提升、農業產業集聚融合發
展。二是支持加強閩台漁業合作。支
持福建推進水產綠色健康養殖、開展
國家級沿海漁港經濟區建設試點、加
強台灣海峽漁業資源養護、開展台灣
流動漁船漁民管理試點。三是深化閩
台農業農村領域交流協作。強化閩台
農業科技交流、促進閩台農產品市場
融通、深化閩台涉農企業合作、保護
傳承閩台傳統農耕文化、支持幫助在
閩台胞職業發展。四是落實台胞台企
在閩享受同等待遇。保障台胞台企同
等享有生產經營用地權益、同等享受
農業支持保護政策、同等參與農業生
產經營主體認定。五是推動重點區域
先行先試融合發展。支持台農台商集
聚地區開展鄉村振興示範創建、支持
三明建設海峽兩岸鄉村融合發展試驗
區、鼓勵寧德拓展海洋養殖產業對台
合作。

兩岸融合發展駛入快車道
《若干措施》的出台對於深化兩岸

農業農村交流合作、促進融合發展具有
積極作用，將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提供更多助力。

另據大公報記者蘇榕蓉報道：
「兩岸融合發展駛入快車道，令廣大

台灣同胞倍感貼心、暖心。農業農村
部出台的新政提到支持三明建設海峽
兩岸鄉村融合發展試驗區，為團隊繼
續扎根三明鄉村提供了不竭動力和堅
強後盾。」 台灣上趣開新團隊在三明
農村已扎根8年，台青張欣頤與團隊先
後在福建完成泰寧縣「耕讀李家」、尤溪
縣「悠遊下村」、建寧縣 「荷歡修竹」 等
鄉村振興改造及產業轉型提升項目，
為推動兩岸鄉村交流、促進閩台鄉建
鄉創共融發展作出了積極努力。

張欣頤向大公報表示，大陸鄉村
的廣闊空間是一片 「新藍海」 ，值得
台灣年輕人投身其間。推進兩岸鄉村
融合發展是福建的使命，也是走好福
建特色鄉村振興之路的機遇。她相信
大陸出台的新政會讓他們更積極地融
入鄉村、施展才幹，在 「第一家園」
追夢、築夢、圓夢。

廈門大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
創新中心經濟平台主任李非教授表
示，大陸方面近月陸續出台了一系列
惠台政策，不斷提升台胞來大陸投資
興業的吸引力，便利台胞往來和生
活、鼓勵台胞就業創業、推進兩岸經
貿深度融合，形成共同發展格局。這
些政策舉措充分反映出大陸 「以人為
本，為民謀利」 ，突出 「以通促融、
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

【大公報訊】據中國台灣網報道：為深入貫徹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
示範區的意見》，近日，農業農村部出台《關於農業農村領域支持福
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若干措
施》），從5個方面提出20條支持措施，支持福建充分發揮對台優勢
和先行示範作用，深化閩台農業農村領域交流合作，推動福建特色種
養業提檔升級，加快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打造台農台商登陸的
第一家園。

農業農村部頒20新措 深化閩台融合
推動特色種養業升級 打造台農登陸第一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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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農受惠新措 堅定扎根大陸



兩岸融合發展再
傳佳音。農業農村部
近日出台《關於農業

農村領域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
展新路的若干措施》，支持福建充分發
揮對台優勢和先行示範作用，深化閩台
農業農村領域交流合作，加快建設兩岸
融合發展示範區，打造台農台商登陸的
第一家園。

自去年9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
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
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發布以來，大陸

多個相關部門先後頒布了多項政策措施
落實《意見》，包括中國國家市場監督
管理總局頒布支持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
展示範區標準計量認證認可七項措施、
中國出入境管理局公布鼓勵台胞來閩定
居落戶等十項出入境措施。福建省政府
也先後公布了15條推動兩岸融合的政策
措施和22條實施意見。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大陸方面推出
一系列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新舉措，並
以福建為試點、先試先行，再次顯示了
大陸方面為台胞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的
誠意和善意。這些年雖然兩岸關係因民

進黨當局奉行 「台獨」 路線而大幅倒
退，但大陸方面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為兩岸同胞尤其是台灣同胞謀福祉
的初衷不變。無論兩岸關係如何跌宕起
伏，無論島內政局如何變幻莫測，大陸
方面都牢牢掌握兩岸關係主導權主動
權，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
發展，厚植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

融合，融化匯合、合成一體。兩岸
本就是一家人，血脈相連、同根同源、
同聲同氣，融合發展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了。而福建在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方面具
有先天的優勢，具有地緣近、血緣親、

文緣深、商緣廣、法緣久的特殊淵源關
係。

閩台兩地相近，福建往往是不少台
胞登陸的第一站，而且八成以上的台灣
民眾祖籍福建，其中泉州籍佔44.8%、
漳州籍佔35%。台灣的民間習俗、信
仰、戲曲、藝術等主要都是從福建傳承
過去的。在經貿合作方面，福建是台商
最早投資的省份，擁有大陸最多的涉台
經濟園區（其中國家級17個）。台商在
閩投資已形成上中下游配套落戶、集聚
發展的態勢，電子信息、機械裝備、石
油化工成為閩台產業合作的三大領域。

近年，不少台胞通過 「小三通」 的
方式前往福建參訪、求學、工作、創
業，並在當地定居，還購買了房產，高
度融入當地的社區生活。大陸方面近月
出台的支持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
區的一系列便利舉措將吸引更多台胞登
陸發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是通
向和平統一的重要途徑，在此過程中，
密切兩岸交流合作，拉緊兩岸情感紐帶
和利益聯結，增加兩岸同胞對中華文化
和中華民族的認同，鑄牢兩岸命運共同
體意識。

深化融合 大陸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主導權
隔海觀瀾
朱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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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閩台農業交流合作

2024年1月，農業農村部出台《關於農業農村領
域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的若干措
施》，深化閩台農業農村領域交流合作，加快建設兩
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打造台農台商登陸的第一家園。

「金服雲」平台助台商融資

2024年1月，福建省金融服務雲平
台開設台商台企產品和服務專區，將有
助於更多台商台企融資支持政
策措施更好落地見效。

福建提出22條實施意見

2023年12月，福建省發布22條實施
意見，提出到2025年兩岸融合發展示範
區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形成一批階段
性標誌性成果；在未來更長一段時期
內，福建全域基本建成兩岸融合發展示
範區。

十項措施便利台胞出入境

2023年11月，中國出入境管理局公
布鼓勵台胞來閩定居落戶等十項出入境
政策措施，於2024年1月1日起正式實
施。

福建頒布15條融合措施

2023年11月，福建省公布15條深化
融合發展的政策措施，便利台胞往來和
生活，深化閩台經貿合作，鼓勵台胞就
業創業，推進涉台法治建設。

推動標準計量認證認可

2023年11月，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
理總局頒布支持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
示範區標準計量認證認可七條政策措
施，聚焦標準、計量、認證認可領域，
促進規則、規制、標準共
通，助力兩岸融合發展。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整理

大陸推出多項
融合新措

【大公報訊】記者蘇榕蓉報道：
「閩台農業交流合作是福建農業的一
大特色，也是兩岸農業融合發展的一
大亮點。大陸近兩年密集出台了多項
惠台利農政策，讓我們台商台農都得
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而這次農業農
村部出台的新政，政策紅利持續疊加
釋放，更是讓我們吃了定心丸，投身
兩岸融合發展的信心和勁頭更足
了！」 福建漳平台灣農民創業園的台
商代表、福建漳平鴻鼎農場開發有限
公司董事長李志鴻8日向大公報表示。

作為較早一批來到大陸創業、從

事農業板塊經營的台商，李志鴻20年
間見證了兩岸產業合作給台企帶來的
好處。例如，茶葉生產加工環節享受
農業用電優惠後，現在漳平台灣農民
創業園一度電才收0.47至0.49元（人
民幣）。在農業貸款方面，公司享受
貼息後年利率是0.5%至0.8%的優
惠，比台灣最低農業貸款的年利率還
優惠將近一半。

這次農業農村部出台的新政，提
出 「落實台胞台企在閩享受同等待
遇，保障台胞台企同等享有生產經營
用地權益」 ，讓包括李志鴻在內的眾
多在閩台農欣喜萬分。他說， 「我們
最關切的土地承包期限問題，這次新
政予以明確了。大陸方面不斷擴大台
農台企參與度和受益面，讓台灣農民
兄弟安心地投入、全力發展。」

李志鴻表示，很願意把在大陸發
展的親身經歷與他人分享。去年過年
期間，他走進島內各地的農會、合作
社、產銷班等機構宣傳大陸的惠台利
農政策，今年回台過年計劃再次和島
內農會等進行交流。

福建黃岐─馬祖對台小額貿易航線復航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滿

載貨物的馬祖商船 「承豐號」 6日靠泊
在福建省連江縣黃岐對台小額貿易專
用碼頭，標誌着中斷近三年的黃岐對
台小額貿易航線正式復航。

「承豐號」 所載貨物重約5.8噸，
主要為台企工廠零配件、輔料及生活
用品，將運往福州、上海、深圳等
地。船長曹子平首次通過黃岐對台小
額貿易航線來到大陸， 「通關快速順
利，這條航線往返僅需兩小時，半天
內就能完成運輸任務。」

支援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
區十項出入境政策措施於2024年1月1
日正式實施，進一步優化往來閩台船
舶進出港邊檢手續程式，推出往來閩
台船舶（包括台灣漁船、小額貿易商
船）進出港邊檢手續網上預報預檢，
提供24小時邊檢通關保障。

連江源本盛物流發展有限公司負
責人楊孝旺介紹，目前黃岐對台小額
貿易航線暫定一周兩至三航次，未來
會根據往來貨物量情況適時調整班
次。

據了解，黃岐港自2008年重新啟
動對台小額貿易以來， 「黃岐─馬
祖」 航線憑藉航程短、航線穩定等優
勢，成為台商自用急用物品運輸的重
要途徑。截至目前共往返貨輪
3549航次，進口貿易量4.4萬
噸。對台小額貿易指的是台灣
民眾在大陸沿海指定口岸進
行的貨物交易，而該貿易只
能同大陸的對台小額貿易
公司進行，每
船每航次進出
口限額各為
10萬美元。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

2023年9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
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
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
發布，提出促進台生來閩求學研習、便

利台胞在閩生活、優化涉台
營商環境、擴大社會人文交
流合作等共計21條政策措
施，努力在福建全域建設兩

岸融合發展示範區。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
軍月前分別在旅遊景區的沙灘、海岸
實施射擊訓練。據悉，這是因為義務
役恢復為一年期後，射擊需求暴增、
台灣靶場數量不足，因此台軍試行在
包括觀光海岸在內的區域實施射擊訓
練。

據台媒報道，台灣方面陸軍的
北、中、南作戰區，月前安排後備部
隊分別在桃園觀音海水浴場、台中大
甲溪北岸河堤靶場與台南喜樹沙灘實
施步槍、手槍等地面武器及輕兵器對
海射擊訓練。

不過，由於台陸軍五個新訓旅陸
續編成、義務役恢復徵召與實戰化訓
練政策，台灣輕兵器靶場數量無法滿
足未來暴增的訓練需求，尤其時數與
射擊子彈數量都大幅增加的新兵訓
練、後備軍人召集，靶場容量問題亟
待解決。台軍因此研議在北、中、南
各軍團所屬海岸線，試行輕兵器實彈
射擊訓練，若評估可行且獲得民意支
持，未來將擴大實施，以便將靶場空
出來滿足新兵訓練需求。除手、步槍
射擊外，後續還有可能將機槍、火箭
彈等武器納入考慮。

▲大陸便利措施令不少台農受惠。圖
為台胞在福清台灣農民創業園修剪枝
葉。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