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南大學大二台生 郭芸廷：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說這次到大陸前追完了《慶餘年》第二季。其
實除了娛樂方式，兩岸的新媒體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交流方式。我在大陸
學傳媒，希望用所學專業和年輕人樂見的方式，化解兩岸之間的一些誤解。

島內金融業從業者 陳盎：
首次參加海峽論壇我非常激動，這次我特意向公司請假。擴大民間交
流，深化融合發展，是人間正道。透過海峽論壇面對面的交流，可以
更切實地體驗真實的大陸，希望未來會有越來越多兩岸青年，特別是台
灣青年參與海峽論壇。

平潭兩岸發展有限公司 丁翊凱：
大陸給了台灣青年一個發揮的平台，讓我們一起建設。感受到大陸對我
們的善意和信任，願意在我們成長的道路上出一份力。

台灣女企業家協會創會理事長 馬愛珍：
我參加了十屆的海峽論壇，我們協會有300多名會員，大家報名都非常
踴躍，很遺憾這次只有12個名額。兩岸關係好，台灣才會有前途，台
灣同胞才能有更好的發展前景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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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15日，李姿瑩在第十
六屆海峽論壇大會上分
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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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十六屆海
峽論壇大會15日在廈門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出席並致辭。
王滬寧表示，今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着眼

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綿長福祉，圍繞把握兩岸
關係大局、共創祖國統一和民族復興美好未來
發表重要講話，為兩岸關係發展、台海和平穩
定指明了前進方向。兩岸同胞要本着對歷史、
對民族負責的態度，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
外來干涉，堅定守護中華民族共同家園，共同
維護台海和平安寧，共同推動兩岸關係重回正

確道路。
王滬寧表示，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同根同

源、同文同種，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兩岸同
屬一個國家、兩岸同胞同屬一個民族的歷史事
實和法理基礎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台
獨」分裂勢力破壞台海和平穩定，損害台灣同
胞利益福祉，危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導致
台海兵兇戰危，最終只會給台灣同胞帶來深重
災難。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
史必然。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強
大的能力粉碎任何「台獨」分裂圖謀。

兩岸人民應共同面對各種挑戰
王滬寧表示，要和平、要發展、要交流、要合

作是兩岸同胞的主流民意。我們始終尊重、關愛、
造福台灣同胞，持續增進台灣同胞利益福祉，歡
迎更多台灣同胞參與到兩岸交流合作、融合發展
中來，參與到民族復興進程中來，分享中國式現
代化發展機遇，共享中華民族發展壯大的偉大榮
光。希望兩岸青年多往來、多交流、多交心，感
悟歷史大勢、堅守民族大義、勇擔時代大任，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青春力量。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在致辭中表示，中
國國民黨一直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的共同政治基礎上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和平雙
贏，這些理念從未改變。兩岸人民都是中華民
族的一分子，都是中國人，應共同面對各種挑
戰，為子孫後代開創一個屬於中華民族的和平
盛世。其他台胞代表也作了發言。
大會開始前，王滬寧會見了參加論壇的台灣

嘉賓代表。蘇輝等參加。
14日下午，王滬寧還在廈門同獲得工青婦等

系統榮譽的台胞代表進行座談交流。

王滬寧：冀兩岸青年多往來 多交流 多交心

兩岸本是一家 將來必然重聚
在陸台青分享創業經歷 感嘆大陸給台胞政策福利充滿溫度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蘇榕蓉及中新社報

道，「祖國大陸充滿關懷的政策措施和福利，就像父母對孩子的偏

愛，為了讓我們有勇氣走向更大的世界。」心擎醫療(蘇州)股份有

限公司創始人、台灣青年徐博翎15日在福建廈門舉行的第十六屆

海峽論壇大會上分享自己的創業發展經歷。她說，「來到大陸十餘年，自己深刻體會到我們

從國外技術的引進者，變成了世界技術的領導者。兩岸本是一家，將來必然重聚，希望更多

青年把握大陸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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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博翎是台灣台南人。30年前，她的父母帶着
先進的馬達製造技術往返兩岸。 「父親的事

業正好遇上改革開放的好時機，生意蒸蒸日上，他
非常慶幸當時自己回到大陸創業。」徐博翎說，從
小父親就告訴她，21世紀一定是中國人的天下，一
個中國人要成大事，必當逐鹿中原。「父親也一直
告訴我，將來一定要回到大陸發展。」
上學時，利用暑假時間，徐博翎在父親上海的工

廠幫忙，從事做電路板、焊接電子元件、畫機械設
計圖、寫程序代碼等工作，「這也為我後來在大陸
從事科技板塊的創業埋下了種子」。

台商新生代：學成歸來「登陸」發展
30年後，徐博翎作為台商新生代，帶着海外學成

的前沿技術，毫不猶豫「登陸」發展。
在歐洲攻讀博士期間，徐博翎一直從事人工心臟

和人工器官的研究。2013年，她受邀成為蘇州大學
的特聘教授。
2017年，蘇州大學啟動產學研支持計劃。徐博翎

創立心擎醫療（蘇州）股份有限公司，「希望從人
工心臟開始，打造多器官的生命支持平台」。
「我是科技工作者，為醫生打造跟死神搏鬥的武

器，拯救生命是我畢生追求的夢想。」徐博翎告訴
記者，她所在的團隊已經成功研發了中國第一款體
外磁懸浮人工心臟，並於今年4月獲批上市，填補
了大陸臨床的空白。 徐博翎表示，大陸提供給台胞
的政策和福利充滿溫度，令她可以無後顧之憂地開
創事業，有勇氣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

台籍女教師：閩南文化在兩岸共生共榮
「很多人說閩南文化的精神是『愛拚才會贏』，

可是我在這裏看到的是其中蘊含了更多的包容性和
團結性。」出生在高雄的李姿瑩與漳州結緣，也與
閩南文化有關。2013年，還是研究生的李姿瑩參加
了閩南師範大學主辦的海峽兩岸青年閩南文化研習
營。「這是我研究閩南文化以來，第一次踏上閩南
這塊土地。」
短短幾天，李姿瑩欣喜發現，漳州與台灣有非常相

似的風土人情，給她一種回家的感覺，非常的親切。
「那一周的活動，除了讓我對閩南從一種模糊的概念
開始有了真切的新感受外，我還結識了很多好朋友。」
李姿瑩提及的「好朋友」，其中一位便是她的丈

夫徐雁飛。海峽兩岸青年閩南文化研習營期間，漳
州詔安青年徐雁飛擔任研習營活動的導遊，與李姿
瑩就此相識，之後相知、相愛。
2018年 9月，從台灣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畢業

後，李姿瑩追隨着愛情的腳步，入職閩南師範大學
文學院，教授民間文學、閩南民俗等課程。翌年，
她與徐雁飛組建了兩岸婚姻家庭。
在閩南師範大學，李姿瑩還給學生上戲曲研習課。

此次論壇大會上，她在發言中表達了對歌仔戲的熱愛。
她說，歌仔戲根在大陸，起於台灣，流傳於兩岸。
「我雖然不是歌仔戲出身，但我很愛看戲。」出

於這份熱愛，李姿瑩開始劇本創作、研究和學習演
出，並把這份熱愛帶給學生，「希望把這麼有趣和
美好的文化傳承下去」。
2021年，李姿瑩創作的歌仔戲《開漳聖王傳奇》在

漳州市漳浦縣上演。由閩南師範大學戲曲協會學生出
演的這齣閩南語歌仔戲，為兩岸共生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增添了不少青春與傳承氣息。在李姿瑩看來，閩南
文化在兩岸共生共榮，承載着兩岸民間藝術文化的精
華，見證着兩岸人民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結。

◆15日，徐博翎在第十
六屆海峽論壇大會分享
自己的學習、工作和創
業歷程。 新華社

「我觀察到，近幾年海峽論壇更加

年輕化，許多台灣青年代表積極參加

並踴躍發言，他們作為最蓬勃、最新

鮮的血液，正在為兩岸關係添續更多

源頭活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台籍博士林

彥辰，15日，第二次作為台灣中華青年發展聯合

會的成員參加今次的海峽論壇大會。2021年，他

和同在北大就讀的弟弟妹妹林冠廷、林沛瑩兄妹

三人，在爺爺去世後，憑「半張族譜」在大陸尋

根成功。今天，他們將帶着在島內的父親首次回

祖籍地福建莆田認親，「這是我父親第一次正式

和大陸親人團聚。16號正好是父親節，這也是我

們送給他的禮物。」

「我們還有家人在台灣」
林彥辰的爺爺林文芳是福建莆田人，在明代著

名御史林潤的故居出生長大。1947年，已被復旦

大學錄取的林文芳，利用假期赴台看望出嫁的姐

姐，卻因時局不得已滯留台灣，與家鄉一別就是

近半個世紀。30多年前，林彥辰的爺爺回福建莆

田探親，將「半張族譜」帶回台灣，交予後人。

「他交代我們後輩不要忘記自己的根。」林彥辰

說。8年前，林彥辰帶着這半張族譜赴北京大學

讀書。2021年暑期，林彥辰決意尋親。

經過多方協助，雖僅有幾封爺爺的書信和半張

族譜，卻讓林彥辰和弟弟到福建一天內就找尋到

了爺爺的八侄子林守坪、九侄子林守鑾等大陸親

人。尋親期間，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妹妹沛瑩

聽到其中一位大伯說，他（大伯）爸爸留下的遺

言中有一句是：「我們還有家人在台灣，以後要

好好招待他們」時，不禁潸然淚下，感動得說不

出話來。

「明天我們將和父親一起回莆田去看望親人，

這是我父親第一次正式和大陸親人團聚。16號正

好是父親節，這也是我們送給他的禮物。」林彥

辰說：「計劃安排滿滿，父親這幾天一直在念叨

我和他說過的林家祠堂宗祠楹聯『樛木駢枝逞傲

骨，芝蘭奕葉慕高風』，我爺爺在林潤故居長

大，父親也很想親自去看看。大家還要和族親們

去湄洲島拜謁媽祖廟，聽湄嶼潮音，吃團圓

飯。」林彥辰興奮地說。

兩岸同根同源血濃於水
林彥辰告訴記者，儘管民進黨當局像往常一

樣，又一次「三令五申」不願看到島內民眾參加

海峽論壇。而事實是，雖然兩岸關係大環境不

佳，但他在現場看到，很多台灣青年參與海峽論

壇的熱情仍然很高，他們完全不理會賴清德為首

的民進黨當局的阻攔來到福建，仍然很願意和大

陸展開交流，融合發展，相向而行，充分彰顯了

兩岸同胞反對「台獨」、希望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積極探索融合發展的主流民意。

去年，林彥辰參加了海峽論壇大會和海峽青年

論壇，今年照例參加大會外，還參加了海峽論壇

的文化板塊活動——媽祖文化活動周。在14日媽

祖文化論壇活動上，林彥辰作為嘉賓講述了自己

的尋親故事，憶起與胞弟林冠廷拿着爺爺所遺的

兩岸家書和半張族譜，踏訪「媽祖故里」福建莆

田尋親收穫的種種感動，林彥辰說：「『根』代

表着血脈相連，是一種無法割捨的情感，希望通

過我們的故事來證明，兩岸從來都是同根同源、

血濃於水的一家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廈門報道

北大台生帶父回鄉 父親節與族親團聚

◆2021年，北京大學台籍博士林彥辰尋根成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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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參加第十六屆海峽論壇大會嘉賓在會場外合影。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