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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青年同心同行
為中國夢攜手打拚

給參加海峽青年論壇的台青回信 強調將為在陸台青提供更多便利

習近平在回信中說，得知你們因海峽青年論
壇同大陸結緣，在大陸找到了實現夢想的

舞台，親歷了祖國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感受
到了兩岸同胞一家親的熱切感情，我很欣慰。
習近平強調，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
家強。祖國和民族的前途寄託在青年人身上。
我們將一如既往為兩岸青年互學互鑒創造良好
條件，為台灣青年在大陸學習、就業、創業、
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希望你們多向台灣青年分
享自己在大陸的經歷和感悟，讓更多台灣青年
了解大陸，同大陸青年同心同行、攜手打拚，
鍥而不捨、馳而不息，讓青春在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進程中綻放異彩。

50名台青寫信 講述在陸經歷與感悟
第十四屆海峽論壇13日在福建廈門啟幕，包
括海峽青年論壇、海峽兩岸關愛下一代成長論
壇、海峽兩岸社區治理論壇等10餘個活動項
目，近兩日已經相繼登場。海峽青年論壇創辦
於2003年，由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台灣中華
青年交流協會、中國國民黨青工總會共同主
辦，是兩岸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第二十屆海
峽青年論壇於7月11日至12日在福建廈門舉
辦，應邀參加本屆論壇的50名台灣青年近期給
習近平總書記寫信，講述了在祖國大陸學習、
工作、生活的經歷和感悟，表達了為民族復興
和祖國統一貢獻力量的堅定決心。
「習近平總書記的回信讓我們感受到他對在大
陸的台灣青年高度重視與關心。」有份參與寫信
台灣青年之一、廈門啟達台享創業服務有限公司
總經理范姜鋒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難掩激
動心情。今年已是第六次參加海峽論壇的范姜
鋒，受惠於大陸惠台措施的不斷出台和細化落
地，從2016年至今，范姜鋒團隊已經協助逾300
個台灣企業項目成功孵化。「身為在大陸發展的
親歷者，我們見證和參與了大陸的蓬勃發展，也
寫就了自己的精彩人生。」范姜鋒說，心有所
信，方能行遠，習近平總書記的回信，也讓台灣
青年看到兩岸交流合作大勢不可阻擋。

台胞志願者：冀更多台青把握機遇
「如今，大陸對青年人事業發展前所未有的

支持，讓我們這些台灣青年身處最好的時代。
我希望更多台灣青年能夠把握這樣的好機遇，
走進這裏，融入這裏，實現價值，並最終收穫
成長，在這片熱土上實現從0到1的夢想，遇見
更美好的未來。」剛從華僑大學畢業的台青彭
筠婷，作為廈門湖里區殿前街道興隆社區台胞
志願者，在此間第十四屆海峽論壇之海峽兩岸
社區治理論壇上，分享了自己和家人走出家門
融入社區，服務他人，收穫美好的成長故事。
來自台灣省新竹縣的彭筠婷，在廈門市湖里
區興隆社區已經居住了17年。她說，第一次參
加社區活動是參加青少年夏令營活動。從那次
開始她走入廈門，親身感受到這座城市的魅
力，更結交了許多好友。後來，她跟着媽媽成
為了社區共享之家的常客，與鄰里朋友融洽愉
快。因為疫情，讓他們全家與這座城市有了更
深厚的感情。
「疫情期間，我的父母加入了社區台胞志願
者團隊，幫忙轉運物資維持秩序。今年春天正
好放假在家，廈門又遭遇新一輪疫情，我主動
報名跟隨爸媽的腳步成為一名戰『疫』志願
者。」穿上密不透風的防護服，連續3天3夜奮
戰在核酸檢測一線的彭筠婷，負責收集核酸樣
品，電腦錄入信息、貼標籤等工作，三天時間
裏協助社區完成共一萬五千多人次的核酸採樣
工作。「這個過程我聽到最多的是感謝，收穫
的是感動。奉獻力量、幫助別人就是最大的快
樂。」善良友愛的一家三口，被街坊們親切地
稱為「興隆社區吉祥三寶」。
因為疫情期間化身「大白」的經歷，讓彭筠
婷更加堅定了今後事業發展道路，期盼能夠運
用更專業的知識給需要幫助的人帶來力量。在
社區的推薦下，彭筠婷成為一名見習社工，負
責社區銀髮加油站的項目。「我的日常工作，
就是變着花樣陪社區的『老頑童』們。」彭筠
婷和小夥伴們為銀髮一族們策劃了出遊、節日
活動、手工烘焙體驗等活動，還開展健康養生
講堂、主題講座、讀書會等交流活動。
「在陪伴和幫助的過程中，我深深地覺得自
己有一種被人需要的幸福感，這也是促使我成
為大陸一名社會工作者的原因。」彭筠婷說，
她要扎根社區，成為一名有價值的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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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7月11日給參加海峽青年論壇的台灣青年回信，勉勵兩岸青年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攜手打拚。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7月11
日給參加海峽青年論壇的台灣青年回信，勉勵
兩岸青年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攜手
打拚。習近平總書記親切的回信給廣大台灣青
年帶來莫大鼓舞，必將激勵兩岸青年同心同
行、攜手打拚，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
進祖國統一大業和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更多貢
獻。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海峽時評文章指出，一直
以來，大陸為兩岸青年互學互鑒創造良好條
件，為台灣青年在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
活提供諸多便利，帶來巨大機遇和廣闊空間。
在此背景下，兩岸青年圍繞科技、經濟、文
化、人才等議題擴大交流、增強聯繫、加深感
情，廣大台灣青年在大陸追求青春夢想、創造
美好生活，並積極向島內朋友分享自己在大陸
的經歷和感悟，傳遞正能量、發出好聲音。受
到他們的積極影響，越來越多台灣青年更加了
解大陸、喜愛大陸，來大陸奮鬥發展，實現人
生夢想。

文章指出，當前，民進黨當局不斷編織種種
「台獨」謬論，破壞兩岸交流合作，製造兩岸
對立對抗，兩岸關係面臨新一輪緊張。但本次
論壇成功舉辦，眾多台灣青年積極參與，爭做
兩岸交流合作的促進者。這充分證明，歷史潮
流浩浩蕩蕩，致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青
春力量不可擋，維護兩岸融合發展的青春意願
不可違。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
也。祖國和民族的前途寄託在青年人身上。站
在新的歷史起點，台灣青年一定能攜手大陸青
年共擔歷史責任，鍥而不捨、馳而不息，讓青
春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進程
中綻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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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在福建廈門舉行的第十四屆海峽論壇之2022兩岸
殘障人士交流嘉年華上，台胞李紹嬅分享了自己5年來在北
京創辦彩虹天使咖啡屋，助力大陸聽障青年逐夢的故事，
感染了每位參會者，掌聲不絕。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台灣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專業研究
生畢業的李紹嬅，擁有特許金融分析師（CFA）執照。
2011年，李紹嬅隨赴大陸打拚的丈夫到了北京。那一年，
李紹嬅長女三歲多，幼女一歲，在台灣已經有近10年金融
工作經驗的李紹嬅選擇當全職媽媽。2016年，長女就讀的
小學安排了雷鋒日活動。「我帶着女兒去了離家最近的天
雲聽力語言康復中心。」

第一次和這些特殊的孩子接觸，李紹嬅看到了他們眼裏
的光芒。從此，她與女兒開始在康復中心當義工，給聽障
孩子講故事、陪他們玩遊戲、排練音樂劇。「2017年，我
們驅車7小時路程走訪了聽障孩子的家庭，我發現他們真正
需要的是『有能力站起來』。」那一年，李紹嬅決定在康
復中心創辦彩虹天使咖啡屋。

5年來，咖啡屋六易其址。「困難一直都有，因為要兼顧
孩子們的生活和住宿，我們的成本比別人高了好幾倍。」
李紹嬅喜歡喊他們「孩子」。「聽障人士與普通人的差
別，並不只是聽不到，更重要的在於他們因為失去語言能
力而難以理解普通人的世界。這幾年我所有的努力就是為
了讓更多人看到他們的努力。」

為了教聽障青年在咖啡屋自力更生，李紹嬅去學烘焙。
「我學得慢，一年學會製作兩樣糕點，再手把手教會他們。
我學得慢，他們也慢慢學。」據說，李紹嬅當年在台灣金融
界，江湖人稱「殺無赦」。從「金領」到全職媽媽，如今的
李紹嬅說話聲音軟軟糯糯，成了聽障青年們無聲世界的「調
音師」。

5年培訓逾60聽障西點師
李紹嬅不止為聽障青年創造了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

陪伴他們成長、自立，逐漸培養起回饋社會的責任感。一
直跟隨李紹嬅的大陸聽障青年趙磊磊，把賺來的3,000餘元
人民幣捐給了貧困兒童。

5年來，彩虹天使咖啡屋培訓了 60 餘名聽障西點師。
「一起走過的 1,800 多個日夜，背後有幾百人的兩岸義
工。」在彩虹天使咖啡屋門口，掛着「兩岸天使企業」名
錄。李紹嬅希望有更多人知道，這些愛心企業和所有幫助
過他們的人，是兩岸融合的最好註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

維護兩岸融合發展的青春意願不可違

◆7月12日，第二十屆海峽青年論壇在福建廈門開幕。圖為20位參加過海峽青年論壇第一屆到第二十屆的青年代表為
論壇點讚。 中新社

台青心聲

陳柏叡：

青年日益成為兩岸融合發展的主力軍，越來越多的台青在大陸找到了發展的舞
台，加入到促進兩岸融合的進程中。對我而言，今年是我「登陸」築夢的二十
年，也是兩岸同胞與海峽青年論壇共話夢想的二十年，未來我希望更多參與兩岸
醫療論壇，邀請更多島內醫師赴閩進行專業學術交流，傾聽他們的心聲，促進融
合發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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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創辦咖啡屋

助聽障青年自力更生

◆在2022兩岸殘障人士交流嘉年華，李紹嬅（左）和聽
障青年趙磊磊拿着自製的西點請與會嘉賓品嘗。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

◆彭筠婷表示要扎根社區，成為一名有價值的社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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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源：

我出生於1999年，現在在華僑大學求學，第一次參加海峽青年論壇，也是最年
輕的參與者。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青年，我最清楚和我一樣的年輕人都在想些什
麼，我覺得可以做更多事情來拉近兩岸彼此之間的距離。我的閩南語說唱作品很
受喜歡，透過海峽論壇我認識了很多朋友，未來我要繼續用閩南語創作，爭取用
更多正能量的作品傳播閩南文化，拉近兩岸青年的距離，讓兩岸青年的聲音能夠
被全世界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