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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君沂）12日，
“星月同天·两岸同心”2024年首届
海峡（永泰）天文青年汇暨农业招
商对接会在永泰一中艺术馆举行，
海峡两岸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两
岸青少年天文爱好者等300余人齐
聚，通过丰富多彩的天文与农业主
题活动，搭建两岸交流合作平台，
增进两岸同胞血脉亲情。

会上，举行了两岸青年天文观
测队授旗仪式、省天文观测基地授
牌仪式、樟台天文云课堂授课点揭
牌仪式等活动。现场，两岸天文爱
好者积极分享自己曾经拍过的星
空，畅谈对天文与农业的不同见
解。

“古人通过观察太阳、月亮和
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了精确的历
法，农民根据这些历法来安排农事

活动，如播种、收获等。”台湾大学
天文社联盟创办人欧柏昇介绍说，

“我们从 2017年开始，就和福州的
天文同好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
与许多大陆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

再次来到福建，欧柏昇有了与
以往不同的体验。“通过开设天文
相关的创新型课程来进行科普教
育，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看
到两岸青年朋友不遗余力地推动
科普后，他发出赞叹，“期盼两岸青
年能展开更广泛的交流合作，让天
文学走进更宽广的人群。”

“今晚是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
期，但天公不作美，晚上下起了雨，
观测到流星雨的概率小了许多。”
晚上 9时许，在省天文观测基地草
木谷，台青孙铭阳在室内整理着观

测设备，做好雨一停就立刻出门观
测的准备。

孙铭阳是地球科学专业的学

生，这是他第一次来大陆。谈起第
一次接触天文的经历，他打趣道：

“高中时被老师‘骗’进了天文社。”

正是这样的机缘，让他逐渐爱上了
天文学。

“从学习知识、操作器材，到拍
出漂亮的星空，这个过程给我带来
了很大的成就感。”孙铭阳直言，在
天文摄影的过程中，学习能力、问
题处理能力、思考能力等都会得到
提升。

在福建省天文学会秘书长潘
筱清的眼里，永泰山清水秀，光污
染小，草木谷夜晚的天空比城市更
暗，有利于进行星空观测。“11 日
晚，我们在永泰观测到了多颗流
星，也清楚地看到了星空和银河。”
潘筱清说。

近年来，永泰县的营商环境日
臻完善，产业升级步伐加快，越来
越受到台湾同胞的关注。目前，已
有41家台资企业落户永泰。

同一片星空 同一个心愿
首届海峡（永泰）天文青年汇暨农业招商对接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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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青年看海青”
活动启动
拍照打卡有机会赢取万元大奖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11日，第十二届
海峡青年节·“两岸青年看海青”有奖分享活
动正式启动。参加第十二届海峡青年节的两
岸青年打卡海峡青年节、拍照发帖，有机会赢
取万元现金大奖。

本届海青节继续聚焦两岸青年交流，再
次举办“两岸青年看海青”有奖分享活动。参
加海青节的两岸青年可登录“两岸青年看海
青”有奖分享活动线上互动平台，分享活动期
间的所见所闻所感，以两岸青年视角讲述大
陆发展现状。

本次活动时间为 8月 11日至 31日。参
与活动的两岸青年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账
号上分享海青节活动期间的所见所闻，分享
形式为图文或者视频，并在“两岸青年看海
青”有奖分享活动线上互动平台的“海青时
刻”栏目录入分享内容的链接，即可获得1次
抽奖机会。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3、2、
1！”随着倒计时结束，300万尾鲜活
的小鱼苗顺流而下，投入福马海域
的怀抱，100多名参与增殖放流的
两岸青年、渔民、志愿者一阵欢呼。

12日上午，“两岸百名青年共
护渔业资源”福州万人亿鱼增殖放
流活动在连江县黄岐渔政码头、福
马海域举办，投放大黄鱼、黑鲷、真
鲷等鱼种。

在第十二届海峡青年节举办
之际，福州特邀马祖有关部门、两
岸青年代表在福马海域共同开展
增殖放流活动，以“两岸百名青年
共护渔业资源”为主题，现场通过
福马代表互赠纪念品、放流鱼苗等
活动，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往来，深
化两岸渔业交流合作，共同见证两
岸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

“这样的公益活动非常有意
义，尤其放流的鱼种还属于海域内
的本土鱼种，存活率较高，不仅有
助于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对两岸
渔民来说也是一种增益。”马祖渔
会电台台长池银宝说。

渔业是两岸的传统产业，福州
一直高度重视福马渔业资源养护和
渔业事务交流。统计数据显示，
2015年以来通过增殖放流活动，两
岸携手放流水生生物超2.5亿尾，共
同维护福马海域的生物资源、改善
生物群落结构、修复生态环境、提高
水域生产力，造福两岸渔民。

今年 5月，在第七次福马磋商
会上，福州和马祖双方还就产业合
作、生态保护、青年交流等方面的议
题进行磋商，达成多项共识。“这次
增殖放流活动有利于促进两岸海洋
生态保护，助力福马‘同城生活圈’
海洋渔业交流合作。”福州市政府台
湾事务办公室沿海三通处有关负责
人表示，希望未来福马双方能加快
推动海洋渔业方面的交流合作，共
同在福马海域上开拓一片新天地。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福州市海
洋与渔业局、福州市政府台湾事务
办公室、连江县政府联合主办，福
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连江县
海洋与渔业局、连江县政府台湾事
务办公室共同承办。

两岸百名青年共护渔业资源

300万尾鱼苗“安家”福马海域

两岸青年在海上放流鱼苗。本报记者 池远摄

12日下午，近50名两岸青年与无
人机挥手作别，结束对福州高新区的
参访。半日的行程紧凑而丰富，这既
是一次新朋故友的相会，亦是一场与
两岸青年人才的对话。

当天上午，第十二届海峡青年节
活动之一——“科创领航 两岸共好”
福州高新区两岸人才双选会举行。
活动由福州市人才发展集团和福州
高新区党群工作部共同主办。在中
国东南（福建）科学城两岸科创社区
交流服务中心，两岸青年透过“高新
之窗”，了解福州之美，感受创新创业
氛围。

“不要对自己设限，台湾年轻人
应该多来看看祖国大陆，尤其是先到
福建福州来，这里会给你带来超预期
的体验。”当天，来自清华大学的台湾
青年李博士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
既有科研工作者，也有企业家等。在
他看来，两岸人才应该携手合作，为
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有的合作，已然开始。活动现
场，扬腾创新、海峡金控等近 20家福
州高新区知名企业争相“秀肌肉”，两
岸青年人才现场达成就业或合作意
向近 30个。为了更好地对接用人单
位，20多名台胞现场办理了电话卡、
银行卡等。

有的种子，悄然发芽。“我的研究
方向与光电产业匹配，很期待能有机
会与闽都创新实验室等省级、国家级
创新平台对接。”台湾大学博士路雨
萱第一次来福州，却对本地的科研平
台如数家珍。为了寻找发展机遇，她
特地从台北赶来，并且早早做好功
课。

更多可能，正在孕育。当天，位
于福州高新区的福建省首条城市无
人机物流航线上，无人机再度起航，
一众台湾青年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一
精彩画面。“大陆科技蓬勃发展，令人
瞩目。我们要像无人机一样，开阔视
野，努力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现

场台胞感叹道。
当天，福州高新区还举办了闽台

两岸标准共通专家工作站揭牌仪式，
专家工作站将为两岸企业提供发展
战略、发展规划等决策咨询和技术指
导。同时，专家工作站作为福州高新
区两岸共通的智库和人才库，将为两
岸企业开展标准化相关培训，大力培
养两岸标准共通专业技术人才，提升
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带
动园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促进两岸交流，这里有舞台，更
有行动。

活动现场，一组数据道出了福州
高新区迎客的热忱：建成近6000平方
米的两岸科创社区交流服务中心，10
多个两岸科创平台；217套酒店式人
才公寓，实行“先入住后申请”制度，
拎包入住，专员服务；推出2年免租金
等 10余项惠企举措，优化创业环境；
动员闽都创新实验室、扬腾创新等50
余家知名企事业单位，提供 500余个

高质量岗位，吸引台湾人才干事创
业。

服务链条能不能再拉长一些？
当天下午，福州高新区成立台胞

台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室，为台
胞消除来榕就业疑虑。

服务领域能不能再广一点？
现场，“茉莉姐姐”两岸家事工

作室成立，闽侯县法院和福州高新
区党群部将共同为台胞提供地方
习俗解读、家事观察、婚姻辅导、心

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等“N”种服
务。

服务能不能“一步到位”？
在两岸科创社区交流服务中心，

“最多跑一趟”一站式服务视窗安排
了台胞服务专员队伍，并将 8个部门
11 件业务，融合为 1 个视窗 1 次办
结。据了解，“最多跑一趟”一站式服
务视窗启用以来，已经帮助台胞解决
了台企注册、公寓申请等近 100件事
项。

“短短几小时，我就感受到了福
州高新区的极大热情。从就业创业
到日常服务，从整体氛围到贴心细
节，我能感受到他们敞开的怀抱，我
也很愿意融入这里。”台湾科技大学
简同学的一番话，道出不少台湾同胞
的心声。

夜幕降临，活动进入尾声，在这
场跨海相会中，我们看到，一颗颗希
望与友谊的种子已悄然种下。我们
相信，新的旅程就在不远的未来。

高校学子
共同酝酿金点子

本报讯（记者 沐方婷）12日上午，首届
海峡两岸（福州）大学生公益广告创意大赛在
福建理工大学进行。现场，8组海峡两岸高
校学子争分夺秒，酝酿出一个个金点子。

上午 9 时 30 分，“备战”开始，8 组参赛
队伍迅速兵分两路，6支平面设计队伍留在
教室讨论，其他队伍背上摄影器材外出拍
片。

性别平等、海洋保护、宠物保护……教室
内多个创作议题激荡。然而，创作并非一帆
风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学生陈彦希的小组
一开场就卡了壳：想做“不浪费”的主题，但是
如何切入成了难题。一旁台湾辅仁大学学生
萧羽茹所在的小组也选中了这一主题，也同
样卡在具体的切入口上。

同题竞争，压力倍增，两队不约而同请求
“支援”。“广告创作中，往往 70%的时间都在
进行创意碰撞，最后 30%才是作品创作。”台
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杨胜雄一边给队员们打
气，一边试着从中外文化差异、古今文化差异
等角度启发学生。

起初，福建理工大学学生夏波想从宏观
视角理解公益广告创作。“是否可以从全球粮
食分配的角度切入？”杨胜雄说，广告视角需
要微观化，贴近普通人生活，只有这样受众才
觉得“你在乎的真正与他有关”……一番你来
我往的探讨后，夏波感受到，和来自台湾的同
学、老师交流，和本校师生交流一样自由顺
畅。

跨海相会，开启一段新旅程
——“科创领航 两岸共好”福州高新区两岸人才双选会侧记

本报记者 林榕昇 通讯员 洪见文 汪炜娜

两岸青年参观福州无人机（系统）孵化器。本报记者 原浩摄

台湾学生代表发言。本报记者 原浩摄

台青在榕办理银行卡。本报记者 原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