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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照护

得知“团团”患病的消息后，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9月下旬即
成立专家组，与台北动物园保持密
切联系，持续关注“团团”的治疗
情况，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10 月
27 日下午中心收到台北动物园请求
协助的邀请函后，选派两名专家赴
台参与“团团”的治疗和护理。11
月1日，在大熊猫饲养管理、疾病防
控、科研繁殖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的专家吴虹林和魏明抵台。

魏明表示，到达台北后，他们
一下飞机就前往动物园看望“团
团”。“这几日，我们每天与‘团
团’的医师、保育人员交流有关情
况，共同治疗和护理‘团团’，把观
察到的最新情况、用药后的反应等
反馈给大陆的专家团队，在共同商
讨其病因后，提出治疗和护理方案
建议。”

专家们认为，“团团”的病因还
需要进一步准确判定，但“团团”眼下
的身体状况暂时不适宜再进行麻醉
和侵入性检查。鉴于“团团”身体
状况逐渐向好，专家们与动物园交
流后达成共识，未来一段时间将继
续采取舒缓治疗方式，同时根据病

情实时调整治疗方案，并积极追溯
病因，争取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共同关心

今年8月中旬，台北动物园的工
作人员发现“团团”行为与以往不
同，食欲也不太好。经核磁共振成
像检查后，医护人员发现“团团”
脑部出现病变。获悉“团团”病情
后，岛内民众纷纷来到台北动物园
的大熊猫馆，给无法与游客见面的

“团团”加油打气。
台北市民赖先生一家四口都是

“熊猫迷”。他们从新闻上了解“团
团”的相关信息后，曾多次来到展
馆的“团团我想跟你说”留言板前
写下祝福，祝愿“团团”早日康
复。“岛内民众都还挺喜欢大熊猫
的，很多人都在留言板上写下‘早
日康复！’‘阿团你最棒！’之类的祝
福语，还有民众会画上可爱的大熊
猫图案。”赖先生告诉记者。

在社交平台上，“团团”的健康
情况同样牵动着两岸同胞的心。每
当台北动物园更新发布有关“团
团”健康状况的帖文时，几小时内
就有近万人浏览。有台湾媒体则在
短短 24小时之内连续发布了 10多篇
介绍“团团”最新情况的文章。在

大陆新浪微博上“大熊猫团团”的
超话栏目，两岸网友共同为“团
团”打气。有大陆网友表示，感谢
台北动物园对“团团”的悉心照料。

“团团”生病期间，有民进党当
局官员口出不逊，声称大陆可以将
生病的大熊猫“拿回去”，事后相关
部门还为其遮羞说这是“口误”。对
此，岛内各界并不买账，该言论引
发大家的批评。台北市前市长郝龙
斌指出，台北就是“团团”“圆圆”
的家，有人说要把“团团”送回去
真的很荒谬。与其说是“口误”，不
如说是“可恶”。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秦慧珠说，“团团”“圆圆”是台湾
民众的家人，现在生病了，更需要
多一些尊重和关怀。

友好使者

“团团”“圆圆”自 2008 年在台
北动物园安家以来，深受广大台湾
同胞喜爱，成为两岸交流的友好使
者。在两岸专家共同努力下，“团
团”“圆圆”分别在2013年和2020年
顺利生产幼崽“圆仔”和“圆宝”，
组成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在台北动物园，园方为它们一
家四口设立了单独的大熊猫馆。馆
内不仅有大熊猫起居、玩耍的场

所，还设置了大熊猫保育介绍展
区、大熊猫主题的文创产品商店、
大熊猫主题餐厅等。在所有场馆
中，大熊猫馆的人气最为火爆，经
常需要预约或排队。

今年8月，“团团”“圆圆”迎来
18 岁生日，台北动物园为这对“寿
星”举办了生日庆祝活动。许多

“熊猫迷”手持大熊猫玩偶、头戴大
熊猫发箍前往台北动物园为它们庆
生，并用相机和手机记录下“团
团”“圆圆”的生日派对。还有很多
民众在线上观看了庆生活动，并送
上生日祝福。

台湾孙文学校北院院长林定芃
认为，“团团”“圆圆”一家已成为
融洽两岸同胞感情的使者，在某种
意义上可以说是大陆与台湾连接的
纽带。两岸同胞一起关心“团团”
的健康情况，更表明了两岸同文同
种、同根同源，“两岸一家亲的内涵
永远不会改变”。

有台媒表示，两岸同胞共同关
心“团团”、两岸专家协力救治“团
团”，正说明即便当前两岸关系遭遇
民进党当局的政治阻隔和新冠肺炎
疫情的冲击，两岸同胞交流交往、
沟通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希望两
岸双方能有更多类似的“温馨正面
的交流”。

“可爱的‘团团’，你要加油！”
——两岸同胞期盼大陆赠台大熊猫早日康复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可爱的‘团团’，你要加油！”
——两岸同胞期盼大陆赠台大熊猫早日康复

本报记者 柴逸扉

“‘阿团’你是我的开心果，祝你平安

健康！”“可爱的‘团团’，你要加油！”……

在台北动物园大熊猫馆内，留言墙上粘满了

游客们祝福大熊猫“团团”早日康复的贴

纸。尽管最近无法现场目睹“团团”的芳

容，但游客们依旧表达着对它的喜爱与挂念。

不久前，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因癫

痫发现脑部病变坏死，疑似罹患恶性脑瘤。

“团团”的病情牵动着两岸同胞的心。在有关

部门的协助下，两名大陆专家近日赴台探视

“团团”。两岸专家已达成共识，对“团团”

以舒缓治疗为主，目前“团团”身体状况逐

渐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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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11月9日电（记者段菁菁） 传统
台商“跨界”投身乡村振兴，台湾教授为昔日

“养猪村”转型涂上艺术底色，在台湾几乎失传的
古法手工技艺在东海渔港古城石浦重获新生……9
日，在浙江宁波举办的第五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
论坛上，一本浓缩了两岸同胞携手共谋乡村振兴
故事的书册引起了与会来宾的关注。

这本 《两岸“乡”携 共富先行——甬台共促
乡村振兴故事集》 集纳了 12个两岸专家学者、行
业能手共同致力乡村振兴事业的好故事，是两岸
同胞深入合作、共同耕耘的鲜活注脚。

始于 2018 年的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始终
致力于海峡两岸融合，共促乡村振兴。本届论坛
以“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振兴乡村”为主题，共邀
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600余人“以农会友”。

宁波台商马准安是这本故事集的主人公之
一。2019 年，马准安在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的
绿水青山间，打造了“农业+休闲+拓展”模式
的户外综合体，不仅为当地提供了一批就业岗
位，帮助当地农民增收，更带动了周边的乡村旅
游市场。

“得益于国家出台的‘农林22条措施’等有力
举措，这些年，我们台商台胞参与大陆农业林业
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建设的空间更加广阔。”本
届论坛上，马准安向与会来宾分享自己的心得。

台湾青年孙绍轩参与乡村振兴的故事，早在
第二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举办时就开始。
2019 年，孙绍轩跟着自己的导师来到大陆，主要
负责的项目是宁波宁海县前童古镇的创新发展、
艺术改造。

原汁原味的古街、古建筑吸引了孙绍轩，他
留了下来。“乡村振兴是个大话题，我认为每个乡
村都有值得挖掘的点和特色。”他说，未来将继续
留在宁波，深入乡村，寻找乡村最有吸引力的东
西，实现更多人生价值。

主论坛上，宁波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
长蔡明东表示，台商在大陆乡村振兴事业中不仅
不能缺席、不会缺位，还将大有作为。

本届论坛上，宁波五家单位被授予“甬台乡
村振兴合作实践基地”称号，并成立论坛闭会期
间常设组织——甬台乡村振兴合作实践联盟。联
盟将推出“千个培训岗位、百个实践职位、数十
个创业摊位”招募计划，向海峡两岸发出倡议，
吸引更多两岸乡村振兴从业组织、创业者共享发
展机遇。

两岸嘉宾宁波“以农会友”共探乡村振兴之道

福建省福州市
长乐滨海新区东湖
数 字 小 镇 高 楼 林
立，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推进，一片欣
欣向荣。近年来，
当地从城市规划、
税务、金融等方面
持续下功夫，为东
湖数字小镇成长壮
大创造条件，助推
福州经济发展。

图为近日航拍
的东湖数字小镇。

王建锋摄
（人民视觉）

两岸民间团体共同呼吁：

坚持“九二共识”，共创民族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11月 10日，由全国台联等两岸民

间团体联合主办的2022年台胞社团论坛座谈会暨“九二共识”30
周年圆桌论坛在京举行。两岸各界代表300多人以线上线下形式与
会。全国台联会长黄志贤发表主旨演讲，与会人士围绕“坚持

‘九二共识’，共创民族美好未来”主题发言交流，形成广泛共识。
与会人士表示，1992年两岸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

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其核心要义是“海
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由此奠定了两岸
关系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的达成，直接促成了1993年汪辜会
谈的成功举行。2008年至2016年，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开
创了和平发展新局面，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三通”，构建了两岸
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在众多领域建立了交往合作规范，开创了
两岸各领域大交流大合作局面。特别是实现了两岸领导人历史性
会晤，将两岸政治互动提升到了新高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
展和成果，厚植了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亲情福祉。

与会人士指出，坚持“九二共识”，体现的是两岸追求互利
双赢的广大民意，维护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累累硕果。
2016 年以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推行“台独”
分裂路线，致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些成果流失。大家对此
深感痛心，但坚信逆流只能喧嚣一时，并不能改变两岸关系向
前发展的历史大势。

与会人士表示，不久前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是民族复兴进程中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报告强调贯
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和‘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推进同台湾各党派、各界
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为
汇聚民智、群策群力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指明了方向。希望两
岸同胞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早日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回正
轨，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本报北京11月 10日电 （记者
金晨） 黄埔军校同学会、欧洲摄影
学会近日在京共同举办2022年“家
乡印象——海峡两岸摄影作品展”。
来自主办方的嘉宾及部分台湾黄埔
同学亲属、参展作者代表等百余人
出席开幕式，并一同参观展览。

今年的摄影展围绕“家乡印象”
主题，邀请两岸黄埔同学亲属、摄影
家和摄影爱好者等进行摄影创作。
展览共展出330余幅摄影作品，其中
有对祖国大好河山与重要历史时刻
的记录，也有家乡生活的美好日常，
还有台胞重访故地的珍贵影像。

“此次举办海峡两岸摄影作品
展，是推动弘扬中华文化、推进两
岸交流的新尝试。”黄埔军校同学会

秘书长路晓峰表示，两岸都是祖国
壮美山河的一部分，两岸同胞都是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岸间
割舍不断的文化、文脉和两岸同胞
间的亲情、温情，更加印证了我们
是血脉相连一家人这一铁的事实，
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对祖国必须统
一、祖国必然统一的信心和决心。

中华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
董事长郑旗生表示，展览上的每
张相片，都包含着有太多共通之
处的手足情感，这份情感永远存
在于两岸同胞间，无法割舍，只
会随着时光持续传承。相信本次
活 动 将 继 续 活 络 两 岸 民 间 交 流 ，
为未来两岸多元交流创造更有利
条件。

两岸暨港澳书画名家作品展览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11月10日电 “海峡两岸暨港澳书画名家百米长

卷共绘祖国河山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活动近日在北京民族
文化宫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近百位嘉宾和艺术家参加了开幕
式。此次展览活动分中厅、东厅和西厅三个部分。中厅有大陆
书画家作品一百多幅，台港澳书画家作品七十多幅，东厅展示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百米长卷，西厅展示 《祖国河山》 百米
长卷。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两岸台胞民间交流促进会
会长苏辉为活动题写序言。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李钺锋在致辞时
表示，上百位两岸暨港澳艺术家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手法进
行创作，充分表达了艺术家们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诚挚
情感。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在书面致辞中表示，艺术家们绘制
出气势恢宏的百米长卷和百幅精品，充分说明广大台胞乐见两岸
交流，期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新党前主席郁慕明认为，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亲，中华民族源
远流长，绵绵不断，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家国情怀。此次展览
是用书画展现祖国锦绣河山、书画表达家国的情怀，因为有家、
有家族，才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承。

活动由两岸台胞民间交流促进会指导，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黄埔军校同学会支持，两岸和平志愿者联盟、中华海峡两岸
民间团体交流促进协会主办。

本报湖州电（姜宝荣） 浙江省
湖州市首个驻台协检察联络站近日
成立。当地相关部门及台商台胞代
表出席了成立仪式。联络站成立
后，将在涉台案件领域全面发挥刑
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
察职能，具体履行受理涉检信访、
发现案件线索、提供检察服务、实

行案件通报、开展分析研判等职
责。湖州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检察院与湖州市台办将持续
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为台商
台胞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依法维护
其合法权益，把联络站打造成台胞台
商的“法律咨询室”，让大家在湖州放
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

湖 州 成 立 涉 台 检 察 联 络 站

香港政协青年联会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近日合作推出的“青年穿越
故宫之旅”举行启动礼。从当前至明年3月期间，主办方以闭馆专场形式，
邀请香港中小学生免费参观，帮助香港中小学生了解国家历史，提升国家
与民族认同感。图为学生观赏故宫珍品。 中新社记者 陈永诺摄

“家乡印象——海峡两岸摄影作品展”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