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要闻·台港澳2024年1月4日 星期四
责编：王 平 金 晨 邮箱：gtbhwb@people.cn

“两岸往来更加畅通便捷”

据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透露，在厦门高
崎国际机场、五通客运码头和平潭澳前对台客运
码头 3 个口岸边检快捷通关信息采集备案点的
基础上，该总站近期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琅岐
对台客运码头、黄岐对台客运码头和泉州晋江国
际机场、石井对台客运码头5个口岸增设采集备
案点。台胞自愿接受信息采集备案后，可使用边
检快捷通道办理通关手续，并同步实现“一地备
案、全国通用”。

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从元旦起机场边检站
就在信息采集点、快捷通道区域均设置了醒目的
采集、通关流程提示，并增派工作人员做好引导，
提升台胞通关体验。目前该边检站开通了6条入
境快捷通道、8 条出境快捷通道。时常往来福州
与台北的台胞洪先生告诉记者，有了信息采集备
案，以后自己往来两岸的通关效率就更高了，真
正做到了“想来即来”。

在方便台胞往来闽台的同时，“十项措施”还
进一步优化往来闽台船舶进出港边检手续程序，
例如推出往来闽台船舶（包括台湾渔船、小额贸
易商船）进出港边检手续网上预报预检，提供24
小时边检通关保障等。“这次出台实施的多项便
利措施，让往来闽台的船舶能够在抵达福建各口
岸时手续随到随办，两岸往来更加畅通便捷。”厦
门象屿采颐商业投资有限公司码头管理中心总
监练炳良表示。

“很高兴能成为厦门居民”

“很高兴能成为厦门居民，实现了我期盼已
久的目标！”1月 1日上午，在华侨大学任教的博
士后台胞张立齐从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
队民警手中接过了《台湾居民定居证》，成为“十
项措施”实施后首位在闽定居的台胞。

同一天上午，新年第一批厦金航线的台籍旅
客在抵达厦门五通口岸后，率先体验到在福建

“家门口”办理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下简
称“台胞证”）的便捷。“从金门到厦门的客船上，
我通过大陆的‘移民局 12367’APP提交申请，没
想到下了船就在口岸办证窗口直接领取证件，快
速完成通关。我为这样的效率点赞！”来大陆旅游
的台胞陈女士说。

“十项措施”规定，实施“台胞在闽定居落户
‘愿落尽落’”政策，明确台胞可以向福建省内拟
定居地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
出申请，审批时限由 20个工作日缩短为 10个工
作日，经批准的，可以在拟定居地办理落户；台胞
证实行“网上办”“口岸办”“集中办”，让台胞办证
方式更加便捷，办证渠道更加丰富。

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马翠
琳介绍，以往台胞申办五年期台胞证，须在入境
后前往出入境管理机构窗口提交申请。“十项措
施”实施后，台胞在口岸即可申请五年期台胞证，
并通过寄递方式领证，无需再专门前往出入境管
理机构窗口申办证件。

“‘第一家园’成色越来越足”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
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推出“十项措施”的
同时，福建省前不久也先后发布首批“四个方面
15条政策措施”和“22条实施意见”，为台胞提供
可操作、能落地的举措，例如推出更多便于台胞
参与的社会融合项目、基层治理岗位，符合条件
的福建省高校通过直接采认台湾“统测”“分科测
验”成绩等多种形式招收台湾学生，拓展台湾居
民居住证在福建全省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和互联
网领域应用场景等。

“这些政策措施的推出让包括我在内的广大
在闽台胞倍感振奋，也更坚定了在大陆发展的信
心和决心。”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厦门台商协
会荣誉会长吴家莹表示，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上一直先行先试，作为“台胞台企登
陆第一家园”的成色越来越足。

“目前，福建已成为两岸民间交流最活跃区
域、两岸同胞情感最温馨家园、两岸经贸合作最
紧密的区域之一，构建起两岸最便捷最经济的海
空立体通道，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奠定了
扎实基础。”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罗东川指出，福
建将聚焦融合发展所需、福建工作实际、台胞台
企所盼，认真对照《意见》内容作出制度性安排，
切实把“规划图”变为“施工图”。

即需即领 想来即来 愿落尽落

十项出入境政策措施让在闽台胞收获幸福感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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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一天，来自马祖的台
胞陈兆丰带着马祖高粱酒，搭乘“吉
顺9号”到达福建福州连江黄岐客运
码头，开启“探亲之旅”。在口岸的边
检快捷通关采集备案点，他录入个
人信息后，使用快捷通道通关入
境。“下次再来大陆，我也不用排队
走人工通道查验了，真的是越来越
方便！”

陈兆丰所享受的便利举措，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支持
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十项
出入境政策措施（以下简称“十项措
施”）的重要内容之一。“十项措施”
自今年元旦开始实行，让台胞在“第
一家园”往来畅通、生活舒心，收获
满满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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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阵阵经典港乐的旋律，
广州市青年文化宫（下称“青年宫”）

“青年家园”近日迎来就读于广东高
校的50多位香港学子。大家围坐在
湾区青年剧场，一起品咖啡、讲故
事，笑语阵阵，其乐融融，开启“青春
同心来广州”广东高校香港学生联
合会团建活动。

该活动由广州市青年联合会指
导，青年宫、广东高校香港学生联合
会（下称“粤港联”）共同举办。活动
现场，四健荟青少年发展中心肖勇
老师带着同学们进入到“啡阅时
光”，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也层层铺
开，大家一起在《回家的夜晚》中畅
想，在《一栋特别的房子》里遨游，共

同聆听、分享“家”的故事。
漫游书中，勾起了对“家”的记忆

与遐想，品味着咖啡的芳香，歌声与
欢笑声让大家感受到更多温馨，书
香和咖啡香产生了生动有趣的美妙
联结。

“我们通过结合咖啡与阅读，让
同学们更直接感受到广州的城市浪
漫气息与人文温度，体会到广州的
开放、包容与活力。”肖勇表示，活动
中，大家一起唱粤语金曲，不仅是传
承粤语文化，更是想让在穗求学的
香港青年感受到大湾区一家亲的情
感纽带与同根同源的文化归属。

活动当天，学子们还在青年宫
三楼空中球场火热开展起闪避球、

蒙眼抓人、飞盘等体育小游戏。
参与活动的同学表示，飞盘划过

的瞬间仿佛重回童年的快乐时光，在
一片笑声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有同
学觉得，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
场充满欢乐和友谊的交流。

看到同学们沉浸在体育趣味竞
赛中，粤港联执行主席黎诗彦深有
感触：“咖啡读书会已经慢慢拉近了
同学们之间的距离，现在通过趣味
比赛，同学们变得更加熟悉也更加
团结，我觉得很开心。”

黎诗彦表示，粤港联作为服务
在粤香港学生的组织，一直希望联
合会内部有更多交流互动，可以凝
聚大家的友谊与力量，使整个粤港

联大家庭更加团结
且温暖，让在粤港
生更有归属感。

近年来，越来
越多香港青年来到

内地城市逐梦。粤港联作为一个青
年学生组织，一直秉持着“粤地港
生，联系一心”的初心，服务广大在
粤港生，助力他们融入湾区生活。
而青年宫作为青年服务工作的重
要阵地，也在不断深化阵地建设、
发挥阵地效能，服务青年成长发
展需求。

青年宫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
正围绕共青团广州市委“青春同心
来广州”港澳青年知行湾区人文交
流系列活动主题，打造“古道青春
杯”篮球、足球交流赛、古道青春读
书荟——“啡阅时光”等一系列粤
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品牌，为湾区
青年搭建起交流交往桥梁。

广州筑“青年家园”助粤港青年交心交融
王 坚

广州筑“青年家园”助粤港青年交心交融
王 坚

2024年第四届福
州新年杯帆船赛近日
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
区举办，选手们扬帆
竞技，共同展现帆船
运动魅力。近年来，长
乐区依托丰富的水上
资源推进水上运动发
展，落实一系列支持
文旅产业发展的税惠
政策，打造品牌赛事
活动，丰富群众文化
体育生活。图为比赛
现场。

郑凯瑜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海峡两
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在《两岸关
系》杂志 2024 年第 1 期上发表题为

《守正创新 奋发作为》的新年寄语，
代表海协会向台湾同胞致以新年问
候和祝福。

张志军表示，2023 年，海协会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围绕对
台工作中心任务作出积极努力。坚定
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举
办汪辜会谈30周年系列活动，系统回
顾总结汪辜会谈的历史和成果，阐释
汪辜会谈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稳妥处
理各类涉台突发事件和急难救助事
项，尽心竭力为两岸同胞排忧解难。扩
大与台湾各界的联系交流，广泛参加
各地涉台活动，积极邀请岛内团体来
大陆参访。经过持续努力，海协会的朋
友更多了，服务更优了，招牌更亮了。

张志军指出，我们有信心、有能
力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
也有底气和韧性应对两岸关系前进道
路上的风险挑战。不管国际风云如何
变幻，祖国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融合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促进
两岸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的
初心不会改变，坚守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底线不
会改变。

张志军表示，即将举行的台湾地
区两项选举，是和平与战争、繁荣与
衰退两条道路、两种前景的重要抉
择，广大台湾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为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
正轨做出坚定正确的选择。新的一年
里，海协会将与广大台湾同胞同心协
力，以文化促认同，以交流增情感，
以融合汇力量，共同为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
作出新的贡献。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发表新年寄语

本报香港1月3日电（记者冯学
知） 1 月 2 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音
乐厅，伴随着优美的旋律和欢快的节
奏，“金钟之星”香港新年音乐会在序
曲《幸福欢歌》中拉开了序幕。

音乐会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指导，中国音乐家协会、香港歌
剧院共同主办。指挥家陈琳执棒中
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联袂包括多
位中国音乐金钟奖获得者在内的音
乐家，以一场音乐盛宴献上浓浓新
年祝福。

音乐会既有融汇中西的乐器演
奏，也有贯穿古今、雅俗共赏的歌唱
表演。如青年琵琶演奏家江洋的《丝
路飞天》、青年二胡演奏家高白的《第
五二胡狂想曲——赞歌》、香港音乐家

谭天乐和徐晓晴共同演唱《东方之
珠》、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先后演唱意
大利经典歌曲《我的太阳》和粤语经典
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等。现场精彩
纷呈、高潮迭起，全场一再响起热烈
的掌声和欢呼声。音乐会最后，内地
和香港歌唱家集体登台，深情唱响经
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观众们集体
起立跟唱，让音乐会在激情澎湃的全
场大合唱中落下帷幕。

中国音乐金钟奖创办于2001年，
每两年举办一届（逢单年举办），至
2023年已成功举办14届。该奖项由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
会共同主办，是全国唯一常设的音乐
综合性大奖，已遴选推出了数百位优
秀音乐家。

据新华社萨拉热窝电（记者殷晓
圣） 来自中国香港的青年代表团近日
访问波黑东萨拉热窝大学汉学系。双
方师生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展开
深入交流，畅叙友谊。

代表团由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香港民建联）组织。交流现场，东萨拉
热窝大学汉学系学生表演的京剧《梨
花颂》、诗朗诵、吉他弹唱等节目赢得
代表团阵阵喝彩。“中文是全世界最重
要也是最博大精深的语言之一。我希
望学好中文，为增进两国友谊贡献力
量。”表演京剧的东萨拉热窝大学汉学
系三年级学生萨尼娅说，她准备毕业
后去中国攻读中文系研究生。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临时代办缪大
可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中国同波黑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一
大批造福波黑人民的合作项目在波黑
落地，成为两国友好的生动见证。希望
青年朋友积极投身中国和波黑友好事
业，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青春力量。

“这次旅程，我们不仅看到了热
情好客的波黑人民、进一步了解了彼
此的国家和文化，也为‘一带一路’倡
议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造福
当地人民而感到由衷欣喜。”香港民建
联常务执行委员会委员、代表团团长
颜汶羽说。

内地和香港音乐家联袂举办新年音乐会

新华社台北1月3日电（记者刘
畅、陈键兴） 农历甲辰龙年即将到
来，台湾各地正积极筹备以龙为主题
的灯会活动。

记者3日从“2024台北灯节”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台北灯节将于2
月 17 日至 3 月 3 日举行，主题为“龙
跃光城”。灯区将从台北捷运北门站途
经中华路一段至西门站。策展方介
绍，这一布局让祥龙带领市民回味
城中记忆，体现了“老城点亮新气
象”的寓意。展区还将汇聚传统纸雕
艺术、书法艺术等以龙为意象的灯
饰作品，让人们感受传统与新潮的
热烈碰撞。

发布会上，“2024台北灯节”主灯
“城现光龙”亮相。作品由台湾纸艺艺
术家杜清祥设计。“龙是华夏精神的象
征。创作这件作品时，‘天地有正气，杂
然赋流形’这句诗一直萦绕我的脑海。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我希望在作
品中展现这样一种气韵。”杜清祥说。

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跃”
同音“悦”，意涵怀着喜悦心情迎接新
年。灯节将延续传统文化光彩并融入
新创意，让游客与市民一起在灯节中
寻找龙的足迹，在欢愉的气氛中了解
台北故事。

配合灯节的举办，台北各大商
圈、宫庙纷纷响应，开展摄影比赛、
灯谜擂台、灯海隧道等活动，向人们
展示绚丽多彩的台北魅力。

此外，“2024台湾灯会”将于农历
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在台南市登场。主
灯名为“龙来台湾”，创作灵感来自台
南大天后宫殿前石柱的飞龙形态，龙
形主体高18米，含底座的总高度达22
米。灯会还特别为小朋友准备了可以
挎在身上的“小龙包”等创意玩具。各
县市也将举办系列灯会活动。

台湾将办绚丽灯会喜迎甲辰龙年

香港青年代表团访问波黑东萨拉热窝大学香港青年代表团访问波黑东萨拉热窝大学

近日，位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的深圳图书馆北馆正式开馆。该馆是
深圳首批建设并完工的新时代重大文化设施，设计藏书量800万册，是集文
献收藏、全民阅读、社会教育、思想交流、文化传承与创意创造于一体的
大型综合性、智慧型图书馆。图为读者在深圳图书馆北馆内浏览书籍。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