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屆海峽論壇15日在福建省廈門市開幕。海峽論壇組委會辦公室
副主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陳志勇14日在廈門舉行的
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無論台海局勢如何變幻，我們依然初心不改，持續推
進兩岸民間交流交往，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

據了解，台灣各界人士超7000人將受邀參加第十七屆海峽論壇。中國
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於14日從桃園機場登機前往廈門出席論壇，這也是他
第四次帶領台灣青年學子訪問大陸。

大公報記者 蔣煌基、何德花廈門報道

責任編輯：嚴允通 美術編輯：熊銘濤

海峽論壇今開幕 逾7000台胞赴會
馬英九第四次率學子訪陸 台各界不顧當局阻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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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絲」 贈 「館長」 親筆書法。
大公報記者連愍鈺攝

台灣網紅 「館長」 陳
之漢一行14日從上海乘坐
高鐵抵達杭州繼續大陸之

行。他在談及乘坐高鐵的體
驗時表示，非常舒適。一句 「看到靠背
了」 ，隨即破除了島內綠營的謬論。

在杭期間， 「館長」 參觀了人氣正旺的
「黑神話．悟空」 藝術展，讚揚大陸AI人才
多發展快；品嘗了 「江南藥王」 胡慶餘堂的
藥膳，以及在綿綿細雨中乘船遊覽了西湖美
景。他表示，杭州是一座神
奇的城市，既有深厚的歷史
底蘊，又有AI等新科技的快
速發展，與上海有着不一樣
的城市品質。

大公報記者 王莉、連愍鈺杭州報道

獨家新聞

台網紅「館長」乘高鐵 破除綠營謬論
遊杭州嘗「江南藥王」藥膳 覽西湖美景

第十七屆海峽論壇
四大特點

1.持續厚植民間交流特性
例如，媽祖文化活動周

安排 「媽祖與健康」 醫學交
流、兩岸青年媽祖文化研習
營、兩岸師生媽祖文化研習
夏令營等7個子活動、10個縣
區配套活動，將有上千名台
胞參加。

2.持續展示融合發展成效
舉辦兩岸鄉村融合發

展、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
特色鄉鎮交流對接、共同家
園論壇等系列活動，分享融
合發展示範區建設故事。

3.持續拓展青年交流交往
將舉辦海峽青年論壇、

海峽視聽季、海峽閱讀大
會，海峽兩岸藝術交流匯、
音樂交流季、青少年中華姓
氏源流知識競賽等交流活
動。

4.持續保持台胞參與熱度
例如，今年首次納入海

峽論壇並已在寧德舉辦的海
峽兩岸各民族歌會，邀請閩
台等地10支360多人的少數民
族合唱團共襄盛舉，台胞參
與數超過一半。

資料來源：新華社

【大公報訊】記者蔣煌基廈門報道：
第十七屆海峽論壇系列活動之一 「海峽金
融論壇．台企發展論壇」 14日下午在福建
廈門舉行。

本屆論壇以 「兩岸金融融合與科技賦
能」 為主題，聚焦金融科技創新與台企高
質量發展，吸引兩岸金融監管單位、台協
組織、台資企業及專家學者共襄盛舉。全
國台企聯會長李政宏指出，大陸出台的一
系列惠台政策，為台企轉型提供制度保
障。他指，福建作為探索兩岸
融合發展示範區，正推動台企
融入大陸產業鏈、創新鏈、政
策鏈。論壇會上，廈門銀行發
布全國首創 「台胞雙證關聯」
金融在線應用場景，透過關聯
台胞證與居住證，實現一鍵綁
卡與跨境支付，有效優化台胞
在大陸金融體驗。

專家倡設「兩岸科技銀行」
兩岸企業家峰會金融組陸

方召集人李禮輝介紹，目前有
18家台資銀行在大陸設89個機

構，總資產3150億元（人民幣，下同），
佔外資銀行8.1%；73家台企A股募資超
900億元，形成產業集群。亞太芯谷研究
院院長馮明憲博士發表主題演講，強調兩
岸在半導體、AI與大數據領域協作潛力，
建議試點設立 「兩岸科技銀行」 ，並推動
福建作為跨境AI數據交易中心，共築 「海
峽硅谷」 重塑全球金融科技價值鏈。

本次活動還展示了 「台企金融服務聯
盟」 成立三年來的成果。

兩岸金融政策 為台企賦能轉型

▲6月14日， 「海峽金融論壇．台企發展論壇」 在廈門
舉行。 大公報記者蔣煌基攝

▲第十七屆海峽論壇延續 「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 的主題，將舉辦主論壇活動以
及四大板塊56項活動。 大公報記者蔣煌基攝

本屆論壇延續往屆 「擴大民間交流、
深化融合發展」 的主題，舉辦主論壇活動
以及基層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經
濟交流四大板塊56項活動。

陳志勇在發布會上介紹，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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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意見》）發
布以來，大陸方面相繼出台一系列政策文
件，福建省亦累計推出四批共62項舉
措，這些政策措施在海峽論壇相關活動中
得到廣泛宣介。他表示，本屆論壇圍繞
《意見》的貫徹落實，展示兩岸融合發展
示範區建設成效。下一步，福建將加大力
度，爭取更多中央和國家有關部委出台政
策文件；同時發揮自身對台的獨特優勢，
出台省級層面新一批政策舉措，並推動政
策措施從 「紙面」 落到 「地面」 ，讓台胞
台企在福建生活發展更有獲得感。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復80
周年。陳志勇介紹，本屆海峽論壇將舉辦
體現這一主題的系列活動，包括兩岸文化
發展圓桌會議、船政文化交流、各民族攜
手向未來、智庫論壇、閩台關係檔案文獻
展暨兩岸檔案文化交流等活動。通過上述

活動，讓兩岸同胞更加牢記歷史、珍愛和
平、團結一心，共創中華民族的美好未
來。

馬英九：鼓勵兩岸青年相互學習
儘管當前兩岸交流受到民進黨當局前

所未有的干擾阻撓，台灣方面陸委會對海
峽論壇的態度從去年的 「不樂見」 到今年
的 「勿出席」 ，但本屆論壇仍得到廣大台
灣民眾的踴躍響應，台灣有關政黨代表及
工會、青年、婦女、民間信俗、農漁水
利、文化旅遊、衞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
界別人士超7000人跨海而來，用實際行
動表達對兩岸交流合作的支持。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14日上午
從桃園機場登機前往福建廈門參加第十七
屆海峽論壇，這也是他第四次帶領台灣青
年學子訪問大陸。馬英九啟程前在機場發
表談話表示，希望藉由面對面互動，促進
兩岸民間更密切交流。馬英九表示，兩岸
青年是兩岸共同的未來，期盼透過這個交
流，能夠鼓勵更多的台灣青年到大陸去看
一看，也歡迎大陸青年到台灣來走一走，
互相學習，彼此互動，相信對於兩岸和平
的發展一定又非常好的幫助，這也是馬英
九基金會一直努力不懈的目標。

「幾天之行 讓我們看到大陸飛速發展」

「館長」 表示，此次特意安排杭
州高鐵之旅，主要目的就是想讓更多
台灣民眾親眼看一看大陸的高鐵到底
有沒有靠背。乘坐期間，他還拿出一
枚硬幣豎立放置在車窗上，以測試運
行平穩性。 「看到靠背了，而且速度
很快又平穩，票價也便宜。」 「館
長」 表示，大陸的高鐵乘坐體驗非常
舒適，完全不像島內一些荒謬言論所
說的那樣。

很多台網友問台胞證怎麼辦
「我這次來就是來給大家破除這

個概念。我相信事實可以證明一切，
用你的眼睛看，看看真實的情況。」
他告訴記者， 「這幾天看直播的很多
網友都已經在討論要來上海玩，要來
大陸玩。還有很多台灣網友在線問台
胞證要怎麼辦。所以我覺得我是在做
一件正確、善良、善意的事情。」

作為《黑神話．悟空》遊戲的

忠實玩家， 「館長」 杭州之行的第一
站就來到了正在中國美院美術館舉行
的 「黑神話．悟空」 藝術展。

對「黑悟空」遊戲如數家珍
在觀展過程中， 「館長」 不僅

對遊戲角色、道具、關卡如數家珍，
向直播間觀眾介紹了自己玩遊戲的心
得體會，現場還與其他觀眾互動試玩
了該款遊戲。 「遊戲我早就玩通關
了，建議大家玩過這個遊戲，再來看
展會更有感觸。」 他說，那些曾經只
在遊戲裏看到的角色形象、場景等虛
擬景象，現在用實物把它做出來展
示，看了之後有一種感動。

「我覺得這個展非常棒。其實
台灣也有很多 『黑悟空』 的玩家，希
望能有機會把這個展搬來台灣，或者
進行全世界巡展。因為全世界的玩
家，包括歐美玩家都非常非常熱愛這
個遊戲，所以拿相同的模式輸出到歐

美，對於中華文化來說會是一個最棒
的宣傳，讓全世界都能覺得中華文化
這麼強。」

「館長」 還從 「黑悟空」 遊戲
精良的製作技術聊到了近期火爆出圈
的 「杭州六小龍」 以及大陸AI技術的
迅猛發展。 「最近很多大陸朋友跟我
聊起DeepSeek，真的非常厲害。黃

仁勳說過全世界AI人才50%都是中
國人，所以我覺得，在未來的AI領域
中，中國大陸一定會扮演一個非常重
要的角色，而杭州會是重中之重。」

他表示，杭州這座城市一方面
在文化、藝術上有着很高水準，一方
面又充滿了未來科技的機械感，這種
「衝突感」 給人另一種美。

正值煙雨江南季
節， 「館長」 一行14日
在綿綿細雨中乘船遊覽

了杭州西湖。在導遊的指引下， 「館
長」 還循着一元人民幣上的三潭印月
圖案，找到了實物，不禁大嘆 「太漂
亮了」 ， 「我從小就知道西湖，知道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這是我們
的小學時代學的東西。」

行程中， 「館長」 收到了一位
大陸 「粉絲」 冒雨送來的親筆書信，
全文都用繁體字書寫。

杭州之行接近尾聲，也意味着
「館長」 此次大陸之行即將結束。15

日，他將從上海返回台灣， 「這段旅
程非常美好，我一輩子都會記得。很
開心有這麼多大陸朋友支持我，很多
人給我加油打氣，把我當自己人，讓
我感受到大家的熱情，深受感動。」

「幾天的大陸之行，讓我們看
到了大陸的飛速發展，便捷的交通、

優美的風景、開放的程度有目共睹。
也希望未來有更多台灣朋友能來大陸
旅遊，加深了解。」 他說， 「兩岸同
文同種，誤會是由於封閉、疊加而產
生並加深的，所以兩岸一定要交流，
兩岸永遠一家親。」

大公報記者王莉、連愍鈺

掃一掃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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