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岸青年
参加岗位精准
对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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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15日上午，
作为第十二届海峡青年节·第八届两岸
大学生领袖营核心活动，“融青春 向未
来”两岸大学生领袖共话融合发展分享
会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举行。来自海峡
两岸的125名学员参与，6名两岸大学生
领袖代表分享感受、展望趋势，共话融
合、共谋发展。

两岸青年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拥有
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血脉联系。参加
领袖营活动，对于不少台青来说也是一
次“寻根”之旅。

现场，来自台北大学的王执中围绕
“文化寻根”这一主题，讲述了两岸的深
厚渊源。“福州对于生长在台湾的我们来
说，就像从小不是一起长大的双胞胎，虽
然许久未见，却又无比熟悉。”王执中表
示，家中长辈大多来自安徽、山东，他从
小就对大陆旖旎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人
文底蕴耳濡目染，此次来到福建参加领
袖营活动，充分感受到了两岸在语言、文
化、信仰上的一脉相承，“在这，我们有着
相似的口音，喝着同样口味的茶，有着相
同的信仰，这些都让我感到格外亲切。”

作为参加多届领袖营的老营员，“大
九学堂”访陆成员、台南大学博士林彦良
也有类似的感受。林彦良告诉记者，在
这次领袖营活动中，他来到湄洲林氏宗
祠，才发现自己原来与妈祖都源于九牧
林氏，踏入宗祠后更是被林氏立德行善
的家风所感动。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友谊都是交
流出来的。”林彦良说，一次次的领袖营
让他对大陆不再陌生，他习惯了将每年
的 8月份空出来留给领袖营，在这里交
到不少新朋友。“这次落地福州后，不少
朋友赶到我们住的地方，小聚一下。”

结下新友谊的不只有林彦良，还有
首次到访福州的黄郁涵。她的室友陈榕
钦不仅是浙江大学的博士生，还是一名
地道的福州人。两个人从兴趣爱好聊到
学术研究，再到今后的就业方向，常常聊
到凌晨两三点才睡觉。

“作为本地人，我会和小伙伴们一起
分享福州有趣的事物。经过这次领袖
营，我对家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陈榕
钦认为，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是两岸青年
消除误解、增进友谊的好方法。

有观点的交流，更有数据的发布。
本次分享会回顾了两岸大学生领袖营活
动走过的八年历程，提炼发布了两组数
据——

第一组数据彰显了活动的广泛影响
力与参与度：活动举办8年来，累计有百
所台湾高校的 702名学生、百所大陆高
校的285名学生参加，是参与人数最多、
高校覆盖面最广的两岸大学生领袖交流
活动。

第二组数据描绘了活动的深远足
迹：活动举办8年来，足迹遍布两岸15个
城市，行程达4万公里。

两组数据相辅相成，从人员规模、行
程设计等维度全面总结了领袖营活动的
成效与特质，在两岸青年交流领域树立
了新的里程碑。

活动尾声，“两岸同源 融合发展”仪
式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6名两岸
营员代表在活动前分别在大陆的长江、
黄河、闽江以及台湾的浊水溪、爱河等地
采水，并将这些承载两岸情谊的水带到
活动现场，汇聚同一个容器中，象征着两
岸同根同源、血浓于水、融合发展。

两岸125名大学生领袖畅叙友谊谋发展

青年共逐梦 同心阔步行

本报讯（记者 林晗）昨日，作
为第二届闽台青年人才研学营重
要活动之一，闽台青年人才精准对
接活动举办，来榕参加海青节活动
的 600 余名两岸青年与福州市教
育、医疗机构及重点企业单位进行
了招聘对接。海青节集中活动期
间，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发
布全省 283 家用人单位的 2338 个
优质岗位，涵盖教育、医疗、电子、
金融等行业以及软件开发、游戏策
划、电子商务等众多领域，岗位年
薪普遍达到10万元以上。

“大陆机会很多，希望在这里

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我和哥哥
姐姐一起来的，如果有合适的工
作，就留在福州了。”台青简德辉
说，优质的岗位、丰厚的待遇吸引
了很多台青的关注。活动举办前，
他已经通过“好年华 聚福州”人才
网和“好年华 聚福州”智慧招聘小
程序等平台了解了岗位信息，人才
专员还提前收集了闽台青年人才
简历，与福建省各类用人单位匹配
对接。

虽是第一次参加海青节，但这
已是简德辉第三次来福州了。来自
台湾桃园的他，从台湾科技大学硕

士毕业后，在台湾从事人工智能开
发工作，后被大陆电子信息行业的
广阔发展前景所吸引，来到福州希
望找到一个“看得见的未来”。在活
动现场，简德辉对新大陆集团提供
的算法工程师岗位很有兴趣，并投
了简历，谋求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刚刚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
的黄玺，想寻找一个与心血管病相
关的工作。他笑着说：“这几年，惠
台政策让台湾学生很安心。我在
大陆学习、生活了8年，见证了大陆
的发展，这里对人才的需求很大，
越来越多台湾同学愿意留在这里

工作。”
台湾学生看好福州，那用人单

位如何看待台湾学生呢？
作为数字技术龙头企业，新大

陆集团提供的算法工程师岗位引
来众多台湾学生咨询。招聘经理
叶先生说，当前越来越多大陆企业
走向海外市场，台湾学生视野宽
阔，专业知识也不错，十分欢迎他
们加入。

为了实现台湾青年和大陆用
人单位的“双向奔赴”，福州尽可能
提供便利条件。本次招聘对接前，
主办方组织第二届闽台青年人才
研学营的 40多名青年深入福州软
件园、福清核电、京东方、冠捷显示
等福州市重点园区和企业进行访
企问岗，走进福州市酒店式人才公
寓、两岸社区交流中心了解配套政
策和就业环境，让更多两岸青年坚
定了来榕就业创业的信心。

在政策保障方面，福州还出台
了《鼓励台湾同胞来榕就业创业十
条措施》，从给予台青来榕求职短
期免费住宿、推动中小学及幼儿园
引进台湾全职教师、给予招收台青
来榕就业的机构补助，并将在榕省
属企事业单位就业创业台青以及
在大陆地区高校就读的台湾学子
纳入事业单位工资补助、生活补
助、租金补贴、实习实训补贴、社保
补贴范围等 10个方面推出优惠举
措，鼓励吸引台青来榕就业创业。
在榕工作的台湾同胞享受与我市
居民同等社会保障待遇。

寻找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600余人参加闽台青年人才精准对接活动

一张门牌，铭刻青年智慧火
花；一次展览，留下独特乡村印
记。昨日，作为第十二届海峡青年
节系列活动之一，海峡乡建乡创奖
城乡永续学院学员顺利结业。在
为期两天的课程中，两岸28名学生
深入闽清雄江乡间，倾听乡村故
事，以青年创意为每个村民留下独
特印记。

依山傍水的雄江镇梅雄村，因
兴建水口电站迁村而形成，曾是一
个“库区移民村”。去年以来，为保
护闽江生态环境，雄江镇全面清退
水口库区养殖网箱，转型发展文旅
产业。一次次变迁，给村民们留下
了许多回忆。

“我们开办城乡永续学院，就
是为了让两岸青年在老师的指导
下认识在地文化风土，探索地方

‘文化经济’新思路，为村民们带来
更多文化记忆。”活动主办方相关
负责人介绍，公开课上，两岸青年
组成小队，走进村民家中，倾听他
们的生活故事，并为每个村民设计
独一无二的门牌，打造一个由老物
件组成的特色展览，传承当地文化
记忆。

“我们对接的吴叔一家，从稻
田搬到江岸，从耕田到捕鱼再到退
休享福，感觉他们的生活多姿多
彩，充满了田园风。”来自台中科技
大学的任芷妍在笔记上认真记下
自己捕捉到的一个个亮点：超大渔
网、闽江畔、稻田、江岸、锄头……

经过精心设计，这些元素聚集
在一起，变成了一块精美的门牌：
青山绿水环绕之间，“梅雄 5号”四
个大字格外显眼；右侧精心设计了

小巧玲珑的渔网与渔船，一眼望
去，便可知晓户主身份。

在展览上，任芷妍和组员将从
吴叔家收集来的渔网和网箱进行精
心布置，制成了一个“小屋顶”。挂
在渔网上的相片与一条条“纸片
鱼”，印刻着吴叔一家温馨的生活与
江上捕鱼的记忆。漫步展览，类似
的“渔网故事”还有很多：垂下的绳
子，构成了私密空间；空瓶子与桌椅
经过精巧搭配，成了艺术装置；写着

一个巨大红色“满”字的筛子配上扁
担，传递浓浓喜气……

“这些老物件，不仅仅是村民们
的老物件，也是很多渔民、养殖户的
共同回忆，希望展览能将村民们的
记忆传承下去，向游客讲述独一无
二的雄江故事。”台青萧宇呈说。

结业仪式上，福马品牌分享沙
龙同步开展。来自大陆与马祖的
多个设计品牌负责人依次上台，介
绍自己投身乡建乡创事业的成绩
与故事。“前辈”们的成功事迹，引
发了青年学子的高度关注。“夜市
聚落如何变现”“现在马祖和福州
的就业环境如何”……兴致勃勃的
讨论，折射出青年学子的无限活
力，也见证着两岸交流的蓬勃兴
旺。

“这次城乡永续学院的公开
课，让村民认识到他们的故事在孩
子们眼里原来这么精彩。未来，我
们将持续办好城乡永续学院，把课
堂搬到乡村。”橙翔文旅相关负责
人介绍，相信会有更多两岸年轻学
子在实践中感受乡村振兴的美好
前景，以青山绿水为舞台，充分挥
洒汗水、展现创意。

青春印记留在美丽乡村
海峡乡建乡创奖城乡永续学院公开课落幕

本报记者 阮冠达

15日晚，第十二届海峡青年节·两
岸青年营地联欢活动“青春无敌 嗨
FUN来袭”舞会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
会展中心一楼多功能厅开幕。现场劲
歌热舞不断，炫酷七彩灯光与超嗨音乐
交织成欢乐的海洋，让两岸青年沉浸在
浪漫又热辣的氛围中。

“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台上DJ
打碟激情四射，一对俊男靓女穿着热辣
运动服，引领全场跳起了刘畊宏式健身
操。随着音乐节奏，两岸青年尽情摇
摆，肆意扭动。随后，一场融合街舞、音
乐的花样跳绳以及活力四射的热辣街
舞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气氛瞬间到
达顶峰。

不一会儿，梦转乐队登台，演奏了
《一路向北》《告白气球》《离开地球表
面》等经典流行歌曲，熟悉的旋律让现
场观众纷纷跟唱，挥舞节拍，共同回味
难忘的青春记忆。现场穿插的游戏互
动环节让现场笑声不断，赠送福州特色
文旅小礼品环节更让两岸青年感受到
了满满的惊喜与温暖。

“今晚的氛围真的超级棒！与大陆
朋友一起跳舞唱歌，感觉距离一下子就
拉近了。尤其是那些游戏互动环节，让
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希望以后能有更
多这样的机会，让两岸青年加深交流、

增进友谊。”来自台湾新庄高中的詹采
恩说。

记者看到，在舞会人群中，两名穿
着汉服的青年尤为引人关注。除了狂
欢派对，场外还有非遗集市及互动体验
活动。竹编、簪花、剪纸、“三把刀”等各
类传统手工艺、民间艺术的非遗展位前
围满了两岸青年。

“我们被集市上的非遗‘三把刀’所
吸引，非遗传承人一边为我们做造型，
一边向我们普及‘三把刀’的历史文
化。在体验穿汉服的过程中，我们领略
到了中华传统非遗文化的魅力。”青埔
中学学生高定永说。

此次两岸青年营地联欢活动不仅
是一场青春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交
融。活动通过“1+N”的形式，即一场狂
欢派对加多种互动体验，两岸青年以舞
会友，走近走亲，共同编织交流交往的
梦想。

“我们希望通过联欢舞会和非遗互
动体验等当下两岸青年喜闻乐见的娱
乐互动方式，为两岸青年搭建起深度交
流、增进情谊的桥梁，为两岸融合发展
注入蓬勃的青春活力。”主办方相关负
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创新活动形式，
推动两岸青少年交流交往向更高层次、
更广领域拓展。

以舞会友 走近走亲
两岸青年营地联欢活动促进融合发展

见习记者 傅亦静 本报记者 唐蔚嫱

青 年
体 验 传 统
汉服装束。
本报记者

原浩摄

“看我的前后转换跳！”“勾脚点地
跳，厉害吧？”15日下午，在简单的热身
活动后，台湾苗栗县建中小学师生来到
仓山区金港湾实验学校，两岸青少年互
相炫起跳绳技巧，迅速打成一片。

“我的小伙伴好厉害，我请他放水，
没想到还是输了，我准备向他学两招。”
台湾学生彭柏恺说，这几天自己尝到了
很多美食，也交到了很好的朋友。

首届海峡两岸（福州）青少年跳绳
锦标赛进行到第三日，除了竞技比赛，
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两岸40名孩子
结成对子，切磋绳技，互动交友，两校建
立友好关系。

得知要来结对子，两校的孩子们不
约而同准备了极具特色的礼物。

活动中，台湾苗栗县建中小学的师
生们特地带来了三义乡的特产——木
雕文创笔。“三义乡靠着木雕走出台湾，
闻名世界，我们期待借助这份礼物，让
两校学子深入交流、相互学习，构筑深
厚的友谊。”台湾苗栗县建中小学校长
詹建华说。

巧的是，金港湾实验学校的师生们
同样以笔回礼。当天，20名孩子向台
湾同胞送上学校文创产品“探究”，希望
两校学子携起手来，探索泱泱中华文
明。

“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
会，我们走出台湾，不仅与大陆的同学
同台竞技，还与大陆的学校结对子。”詹
建华表示，相信未来两校不仅可以在跳
绳领域交流，还能在其他方面多多合
作。

活动带来良好的“蝴蝶效应”，让负
责筹办首届海峡两岸（福州）青少年跳
绳锦标赛的台胞魏文很有成就感。

“很感谢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
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活动邀请到
了不少‘首来族’台胞。今年的活动很
成功，我计划在明年的海峡青年节中，
举办第二届海峡两岸（福州）青少年跳
绳锦标赛，届时将邀请上千名两岸学子
参与。”魏文说。

本次活动由福州市体育局、连江县
政府、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主办。

一绳牵两岸 两校结友谊
本报记者 林榕昇

青年学子分享感受青年学子分享感受，，展望融合发展未来展望融合发展未来。。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原浩摄原浩摄

两岸青年与自己的设计作品合影两岸青年与自己的设计作品合影。（。（主办方供图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