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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報社總編輯董時：
當下兩岸關係複雜，我們不僅要通過媒

體融合推動兩岸間的信息互通，更要通過創
新合作，增強兩岸青年一代的文化認同、身
份認同和情感認同。

中國時報董事長兼發行人王丰：
媒體有三個重要使命，包括信息交流、

觀念交流、情感交流。通過媒體傳播讓台灣
年輕人看到大陸繁榮、進步的一面，可能會
徹底改變他的人生觀。

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副董事長洪雷：
時代賦予兩岸媒體人一個共同的使命，

就是要善用媒體的力量，在兩岸之間架一座
無形的橋，連接古今、連通兩岸，甚至通向
未來。

江西日報社副社長智峰：
兩岸媒體合作可以加強信息交流和文化

傳播，增進兩岸民眾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也
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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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雕藝師首赴大陸文博會：來得太晚了
【大公報訊】記者蔣煌基廈門報道： 「我今

年65歲了，這是第一次到大陸，也是第一次參加
兩岸文博會，大陸我來晚了。來之前我就想，趁
着還能走動，我一定要親自到大陸走一走，看一
看。」 在10月31日，福建省廈門市舉行的第十五
屆海峽兩岸文博會上，來自台灣彰化的雕藝師謝
振達感嘆地對大公報記者說。

今年的海峽兩岸文博會以 「一脈傳承．創意
未來」 為主題，設置了台灣主題展區，台灣縣市
館、台灣大師工藝館、海峽兩岸文創館等9個主題
館，匯集近200家台灣品牌企業。葉志誠、郭俊
男、劉世平等100多位台灣工藝大師，集中展示台
灣茶、漆藝、少數民族工藝、設計IP、文旅消費
品等多元內容，全方位展示文化產業發展趨勢和
兩岸文化交流成果。

「大陸的雕刻更加精美，精細度非常高。」

謝振達用 「自愧不如」 來形容比較的結果。 「而
且大陸人口眾多，大家分工協作，能夠很好地實
現規模化，但台灣的傳統藝術，比如像我做的硯
台雕刻，從挑選石頭到最後成品，都只有我自己
一個人。如果要50件作品，我一年都交不出
來。」

「這些年民進黨一直進行 『去中國化』 的操
弄，很多年輕人對中華傳統文化漸漸失去興趣，
傳統手藝可能要失傳了。」 他有些落寞地說，
「但大陸對傳統文化、傳統藝術很重視，這讓我
們都很羨慕。」

「大陸給我的感覺真的很不一樣，像這次展
會，場面很宏大，展位布置都很漂亮，我在台灣
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大型的展會。」 他說，等展會
結束後，他要在大陸多待幾天，到周邊走走看
看。

對沖台當局誤導民眾 媒體責任重大

2024年11月1日 星期五A 19 兩岸
以 「新變局下的兩岸媒體融合發

展」 為主題的第五屆兩岸媒體人峰會
10月31日在北京舉行，兩岸110餘名
媒體負責人、傳媒學者、新聞界代表
等參加。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主任
宋濤在致辭時強調，兩岸媒體人應秉
持民族大義，履行社會責任，增進兩
岸同胞相互了解、凝聚兩岸同胞都是
中國人共識，持續為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融合發展作出新貢獻。據
悉，近年兩岸媒體人峰會在搭建兩岸
新聞交流平台、促進兩岸媒體合作方
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大公報記者 郭瀚林北京報道

宋濤：凝聚都是中國人共識 推動融合發展
兩岸媒體人峰會在京舉行 搭建新聞交流平台

【大公報訊】記者郭瀚林北京報道：中國時
報董事長兼發行人王丰對大公報記者表示，在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海峽兩岸的媒體扮演着更加
重要的角色，尤其將兩地民眾真善美的一面展現
出來，有助化解誤會。台灣地區有一半以上的老
百姓從來沒有來過大陸，他們對大陸的印象是基
於民進黨當局給他們的錯誤引導，可想而知都是
負面的， 「我們媒體人的職責就是要耐心地去引
導和調整。」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 『慎終追遠，明德歸
厚』 ，我記得小的時候父親曾把一幅字放在客廳
裏，寫的是唐朝王昌齡的一首詩： 『洛陽親友如
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若干年後我才知道父
親的深意──思鄉，懷念遠在湖北的家鄉。」 王
丰回憶，曾經有三十幾年時間，父親沒辦法回鄉
探親，包括信件都要透過海外的朋友從香港轉

寄。直到1988年，他攜帶父親的骨灰乘機抵達香
港，之後再轉乘其他航班到了上海， 「我在虹橋
機場大廳，聽到的曲子是《瀏陽河》，我的湖北
老家與湖南可以說雞犬相聞，父親的口音也與湖
南話相似，那時候我潸然淚下。」 他談到， 「慎
終追遠」 的理念已經刻入了中國人的血脈，每個
中國人尤其是台灣同胞都認同自己的身份。

台灣旺旺集團副董事長周錫瑋表示，兩岸是
一家人，都是中國人，應團結奮鬥。對美西方國
家和 「台獨」 勢力對大陸發展的抹黑造謠，兩岸
媒體人要不懼打壓，秉持良知，客觀報道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事實。

他指出，借助新媒體是 「正視聽」 的一種有
效途徑。當下，許多兩岸青年人正通過抖音、小
紅書、B站等平台廣泛交流、加深了解、建立友
誼，化解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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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濤在峰會主論壇致辭時表示，習近平總書記
近期在福建考察時強調，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共
同弘揚中華文化，增進台灣同胞的民族認同、文
化認同、國家認同。我們將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
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持續為促進包括媒體交流
在內的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強化政策力度、加強
制度保障，通過深化交流增進兩岸同胞感情，通
過融合發展厚植兩岸同胞共同利益，形成兩岸同
胞同心共圓中國夢的強大合力。兩岸媒體人應秉
持民族大義，履行社會責任，增進兩岸同胞相互
了解、凝聚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共識，持續為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作出新貢獻。

當天下午，宋濤會見了參加峰會的台灣新聞
媒體代表。他表示，兩岸同胞血脈相連，同文同
種。希望兩岸媒體積極參與和推動兩岸文化交
流，堅持客觀報道、公正評論，切實增進兩岸同
胞相互了解和理解，堅定推動兩岸交流、融合發
展，推進祖國統一。

民進黨搞「文化台獨」注定失敗
北京市委常委楊晉柏表示，兩岸媒體要做

「兩岸一家親」 理念的傳播者、中華文化的弘揚
者、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維護者。北京市將一如
既往地支持兩岸媒體開展各種形式的交流活動，

與有關部門一道，為兩岸新聞交流與媒體合作創
造更好的條件、提供更多的便利。

新黨副主席李勝峰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
談到，兩岸的文化血緣不可斷，中華民族之歷史
不能被否定、被掏空。兩岸共同的文化紐帶包括
了信仰、宗教、習俗、節慶、生活習慣等方方面
面。民進黨當局基於政治利益正處心積慮的開展
「文化台獨」 ，是注定要失敗的。 「沒有中國史

的台灣史是虛幻的，是虛假的，是虛空的。打通
文化血緣、推進文化融合是解決當前兩岸分歧的
重要力量。」

本屆峰會分為主論壇和分論壇兩個階段，與
會人士就加強兩岸媒體合作和媒體人情感交流、
人工智能時代主流媒體如何堅持主流價值、共同
製作中華文化特色的影音內容等進行了深入交
流。

▼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
主任宋濤在第五屆兩岸媒體人峰
會上致辭。大公報記者郭瀚林攝

融合發展 兩岸和平統一坦途
隔海觀瀾
朱穗怡

福建日前再度推出
「大禮包」 ，頒布17條惠

及台灣同胞的便利新舉
措，進一步深化兩岸融合發展。這是自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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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布以來，福建出台的第三批探索兩岸融合發展
新路的政策措施，包括在融資、上市方面為台企
提供更多便利，向台灣醫務人員提供工作崗位，
擴大涉台的司法服務，為台胞辦理在閩臨時機動
車駕駛許可和台灣居民居住證提供更便捷的服
務。這一系列措施實惠、周到、細緻，再次體現
了大陸方面為台胞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的誠意和
善意。

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福建考察時強調， 「福
建要繼續在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上邁出更
大步伐。建設好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促進兩岸
文化交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增進台灣同胞的
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 福建此次再度
推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新舉措，正是積極貫徹落
實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2019年1月，習近平
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 等重大

政策主張。2019年3月和2021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
兩次對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福建在推動兩岸融合發展上作出
示範。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
步強調， 「繼續致力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 。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是通向和平統
一的重要途徑，也是遏制民進黨當局 「台獨」 圖
謀的重要手段。

自2016年5月民進黨上台以來，拒不承認體現
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識」 ，導致兩岸（官
方）聯繫溝通機制停擺、兩會協商中斷。在民間
交流方面，民進黨當局亦絞盡腦汁阻撓兩岸各領
域交流，尤其過去幾年打着 「防疫」 的旗號限制
大陸民眾赴台，還禁止台灣旅遊社組團赴大陸旅
遊，企圖切斷兩岸民眾往來。為了打破民進黨當
局設下的政治藩籬，大陸方面在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 「融合發展」 ，通過
推出一系列便利措施，進一步給予台企台胞與大
陸企業、大陸居民的同等待遇，吸引更多台胞到
大陸求學、生活、就業和創業，讓兩岸同胞融為
一體，成為一家人。由於福建與台灣隔海相望，
地相近、人相親，在對台工作具有獨特優勢和良
好條件，因此成為探索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
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先鋒。

大陸方面近年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取得顯著成
果。今年以來，不僅到大陸參訪的台胞人數增
加，而且在大陸定居的台胞數量也大幅增長，申
請量已超過前十年總和。由此反映民進黨當局的
「台獨」 圖謀不得人心，也反映了兩岸交流、兩

岸融合發展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隨着大陸綜
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大陸對台灣社會
的影響力、吸引力不斷擴大，使解決台灣問題的
基礎更雄厚、能力更強大，必將有力推動祖國統
一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