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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追梦的过程中，台湾青年不仅
感受到了广阔的发展机遇，也在奋斗、拼
搏中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收获了
师生情、友谊和爱情。

这次峰会，福建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蔡佩纭带着“闺蜜团”亮相舞台，这其中有
她的“搞钱闺蜜”曾于庭、“最佳闺蜜”魏君
丹……她们陪伴着蔡佩纭从幼师转型为
教育机构创始人，再从教育机构创始人升
级为青年创业促进会领头人。

从事教育多年，蔡佩纭收获了学生们
满满的爱。昨日的舞台上，蔡佩纭与她 6
年前的学生Tank再度重逢。Tank是蔡佩
纭的英语培训机构的首批学员，起初他的
父母对他充满担忧，怕他不能融入新的环
境，每天在教室门口陪着他上课。

“我从来都不会放弃一个小朋友，因
为我相信奇迹每天都在发生。”抱着这样
的信念，蔡佩纭对Tank加倍关爱，帮助他
树立了学习英语的信心。

6年之后的海峡青年节峰会舞台上，
Tank用英语向蔡佩纭问出了已经知晓答
案的问题：“Do you like me?”并得到了
蔡佩纭坚定地回答：“Yes, I do!”

有“闺蜜团”，当然也有“兄弟团”。台
湾律师、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大

学法学博士林浩鼎带着他的“兄弟团”也
来到现场，有“铁杆兄弟”徐敬、“智囊军
师”王辉……他们不仅分享了在大陆并肩
作战的暖心故事，也表示他们“兄弟团”将
以这次海峡青年节峰会为起点，继续携手
同行。

第十九届世界剑道锦标赛中国队唯
一的台湾选手、在福建开设道馆的“90后”
剑道达人苏郁程与大陆妻子朱婷在福建
相知、相识相爱。在妻子朱婷的鼓励和支
持下，今年 7月苏郁程代表国家队出征世
界锦标赛，并和队员一起以小组第一的成
绩进军16强。

苏郁程表示，妻子朱婷的爱一直是他
前进的动力，接下来他将更加刻苦地练习
剑道，希望三年之后参加下一届世界剑道
锦标赛时，能再次为国争光，为中国队增
添一枚奖牌。

峰会现场，刚从巴黎载誉归来的奥运
冠军代表李发彬、李雯雯惊喜现身舞台，
引起现场一阵欢呼。两位举重冠军分享
个人奋斗经历和参加巴黎奥运会的精彩
花絮，鼓励两岸青年拼搏进取、勇创佳绩。

李发彬寄语两岸青年：“我们的青春
本来就是用来奋斗的，无悔青春，不负韶
华。”

携手打拼励青春 融合发展创未来
——第十二届海峡青年节峰会侧记

本报记者 唐蔚嫱 冯雪珠 蒋雅琛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
办副主任仇开明：当前，祖国大
陆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前景光明。我们将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中共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率先同台湾同胞分
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为
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
更好条件。希望两岸青年同心
同行，携手打拼，为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
定贡献青春力量，为探索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注入青春智慧，为
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增添青春活力。

金门县民意代表陈玉珍：作
为一个从二十几岁就来到大陆
发展的台湾人，多年来我目睹了
大陆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北大
求学期间，让我认识了许多至今
仍珍惜的朋友。我想对台湾的
年轻朋友们说，大陆的发展不仅
仅是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那些
报道，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希望大家能多走走、多看看，亲
身体验这里的变化。两岸之间
的合作对未来的国际竞争至关
重要，年轻人应该抓住这个机
会，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海峡
青年节这样的活动要多多办，
尽量办！大陆积极应对形势变
化，主动举办海青节这一大型
的、多元的青年交流活动，对年
轻人来讲太有意义了。这种两
岸青年面对面的交流是打破刻
板印象、消除隔阂的最佳途径，
能够刷新他们之前对大陆的印
象，让青年成为两岸沟通的纽
带，打破两岸交流阻碍项。

野礼传媒共同发起人林明
正：对两岸的青年来说，能有一
个像海青节这样的交流平台非
常重要，很多台湾青年期望在
大陆获得更多发展机遇，但是
他不知道该怎么来，同时也对
如何申请学校、如何找到工作
感到迷茫。通过海青节这样的
平台，通过亲眼所看和大陆青
年的经验分享，能够知道如何
来大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同时，这些已经来到大陆的台
湾青年，也可以将他们的经验
分享到台湾学生常用的社交平
台，帮助更多台湾青年了解和
适应大陆的发展环境。

中国国民党马祖青年工作
委员会总会长、南竿乡民代表
陈彦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海
峡青年节，在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感受到了两岸青年广泛而
深入的交流热情。福州和马祖
一衣带水，马祖青年常来福州
采购生活用品、进行娱乐休闲
活动，福马青年在生活及体育
方面也有频繁的交流。希望接
下来福马青年不断拓展交流领
域、加深交流合作，为打造福马

“同城生活圈”作出新的贡献。
台湾歌手魏晖倪：每一次

来福州参加海青节我都感觉特
别兴奋，因为能在这里了解台

青在大陆发展的最新情况，还
能接触到在体育、医疗、教育等
其他领域打拼的青年朋友。今
年海青节特别重视让台青讲述
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一点很
棒。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也看
到了勇气和坚持，激励我继续
在大陆追逐自己的梦想，相信
也能给予更多人精神的滋养，
鼓舞大家明年再来遇见新的朋
友。真诚地希望更多台湾小伙
伴来大陆看看，给自己一个机
会遇见更棒的自己，实现自我
的价值。我很喜欢福建，每次
只要想家我都会来这里，希望
明年还能来参加海青节。

台南大学学生会会长林彦
良：这次参加海青节，我感受到
许多温暖，组委会帮我们做了
很多贴心、周到的安排，让这趟
行程收获满满。尤其是参观闽
都创新实验室以及一些智能工
厂，让专攻物联网和人工智能
领域研究的我看到了这些技术
在大陆的蓬勃发展。有朝一日
我希望自己能来大陆就业，目
前已经在寻找到高校担任教职
的机会。未来，我希望自己不
仅能在这里发挥所长，同时也
能作为桥梁，吸引更多台湾青
年来到大陆发展。我认为，两
岸青年的融合其实并不是问
题。虽然我们隔着海峡，但是
走到一起时已经不分彼此了。
最重要的是出发，来到这里，眼
见为实，真实地感受大陆。

台湾师范大学工研所大九
学堂学员、班级代表赵天恺：来
福州已经三四回了，这些年也
走了福建不少地方，但是每次
来都有大开眼界的感觉。尤其
这次到企业参访，看到工厂里
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的程度已
经相当高了，让学习电子工程
的我更加兴奋。对于台青而
言，大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我
在台湾已经有过创业的经验，
希望未来能把我的方案带到大
陆来，在这里实现。想想爷爷
当时孤零零一个人来到台湾，
现在我和这么多小伙伴一起来
大陆，大家和乐融融，幸福感特
别强。

台湾大学学生曾湘菱：
2019 年我来到福州实习，在与
当地的社会工作者交流中得知
他们正在培育一个青少年社会
服务团体。5年后，他们不仅成
功组成了一个团体，而且已经
在社区内开展志愿服务。这让
我看到了大陆社会工作发展的
前景，未来我希望用自己在台
湾从事社会工作的经验，参与
到大陆社区营造中。

台北大学大九学堂学员、学
生议会议员王执中：我走过大陆
很多地方，比如重庆、甘肃，但这
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州参加海峡青
年节。活动中我参观了福州很多
地方，发现福州竟然和台湾那么
相像，不论是气候、饮食、文化都
有一种亲切感，就像没有离开台
湾一样。当然，福州也有和台湾
不同的地方，这些还期待台湾青
年实地探索，发现大陆的精彩。

15日，作为第十二届海峡青
年节重要活动之一，第十二届海
峡青年节峰会在福州举办，本届
峰会以“携手打拼励青春，融合
发展创未来”为主题，1100 名两
岸青年欢聚一堂。

峰会上，“新老”台青代表
分享了他们走进大陆、感悟大
陆、深耕大陆的故事，畅叙各自
的奋斗感怀，在两岸青年融合
发展的“故事集”里再添动人篇
章。

“我可以自豪地说，来大陆读
书是正确选择。”到大陆求学已经
4年，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郑
雅羚还是不断地刷新着认知。这
位台湾姑娘，在大陆找到了人生
的广阔舞台。

郑雅羚说，在大陆的学习经
历大大拓宽了她的视野，有机会
参与马英九访陆期间座谈交流，
并且在担任翻译的过程中，有幸
接触到联合国官员，并参加博鳌
亚洲论坛等高水平的国际活动。

“我想对所有台湾小伙伴们说，
来！亲触大陆，这里不仅有美景
美食，还有美好的未来。”

交流需要契机。对于台湾青
年陈玛莎来说，与广西女孩韦肖
佳祺的相遇就是那份契机。

陈玛莎来大陆之前是一名泥
瓦工，2019年，她在台湾高雄市偶
遇了在做田野调查的厦门大学研
究生韦肖佳祺，此后两人一直保
持着联系。2021 年，自媒体短视
频迅速发展壮大，两人商量后决
定结伴尝试自媒体创业。如今，

她们已经走过大陆 50多个城市，
拍摄了近两百条视频，采访了 100
多名有趣的人。陈玛莎的抖音账
号有14万粉丝，所发视频获220多
万个赞。

峰会现场，陈玛莎还分享喜
讯：她们的“海青限定甜不辣”小
吃摊快闪来到福州青年广场了，
希望能通过互联网让更多人了解
到福州的城市魅力。

在国际的舞台上，也有一群
两岸青年以实际行动，携手走向
更辉煌的未来。

跆拳道奥运冠军、中国跆拳
道协会副主席陈中分享了夺冠故
事。“2000 年，我为中国夺得了第
一枚跆拳道奥运金牌。2002 年，
中国台北的跆拳道拳手到北京，
加入我们的队伍一同备战奥运。
2004 年，我们在跆拳道比赛中各
自击败对手，双双夺冠，这也是中
国台北在奥运史上赢得的第一枚
金牌。”陈中说，希望有更多台湾
青年能通过海青节这样的平台，
接触大陆，了解大陆，共同进步。

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大陆高新技
术飞速发展，越来越多台青看到了其中的
机遇，表露出希望参与其中的想法。不
过，对于这趟西行的旅程，他们难免会有
顾虑——大陆高新技术究竟发展得如
何？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入其中？前辈们
的经验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

来自台湾台北的陈长杰“登陆”已有
20余年，目前在网龙网络公司任副总裁，
他的出场颇有赛博风格——由身在元宇
宙空间的数字人唐钰进行介绍。

虽然没有技术背景，但是陈长杰将自
己定义为“AI新质家”。他带领团队开发
的积木互动沙盘，在今年召开的数字中国
建设峰会上吸睛无数。“我们先用积木还
原历史场景，再加入了 AI 表演与 AR 技
术，让学生拿着平板电脑或戴上AR眼镜，
就能在虚实融合的画面中沉浸式感受李
白笔下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他
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应以创新为主
导，也鼓励两岸青年打破边界、迎接风口。

“好年华，聚福州”是不少两岸青年科

技人才共同的心声。昨日，就有这样 4位
台湾科技青年通过自己的追梦故事向青
年们发出向“新”而行的号召。

“大家好，我是来自闽都创新实验室
李俊谕，是一名晶体研发高级工程师。”

“我是张俊一，世界上最小的二维码
模组就是我在新大陆做的。”

“我是来自汉特云的陈文强，曾经服
务于北京冬奥会的机器人‘笨小宝’就是
我们研发的。”

“我是福大北斗的杨华炜，北斗导航
系统时刻为渔民保驾护航。”

刚出场，4人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们融
入大陆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实现自我
价值的经历。身处科技发展的最前沿，
他们是大陆高质量发展的见证者，也是
亲历者。“智能机器人已经成为人类的好
伙伴，它们无处不在地服务人类”“北斗
曾经是高高在上的尖端科技，如今已经
飞入寻常百姓家”……他们呼唤更多两
岸青年投身创新创业，接续书写高质量
发展的新篇章。

跆 拳 道 奥
运冠军陈中在
现场分享参与
两岸青年交流
的故事和感受。

两 岸 青
年在峰会上
共同唱响峰
会主题曲《青
春海峡》。

第三篇章：跃！智启未来！

第二篇章：爱！情满海峡！

【观点】

台 湾 青
年现场分享
在大陆求学、
生活的感受。

台湾青年在峰会现场。

苏郁（右）
与妻子一起登
台分享代表中
国队出征剑道
世锦赛的故事。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林双伟摄

台湾青年
的“兄弟团”以
及“闺蜜团”分
享在大陆的创
业成长经历。

2024巴黎奥运会冠军李雯雯、李发彬在现场分享他们的奋斗经历。

第一篇章：来！亲触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