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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陈翠仙）6月

15日晚，第十六届海峡影视季晚

会在厦门小白鹭金荣剧场举行。

晚会以两岸民族乐器合奏、两岸

歌手同唱一首歌、演绎最受台湾

观众欢迎的大陆电视剧主题曲等

形式，结合南音、民族舞蹈等元

素，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

盛会。

现场还发布了最受两岸欢迎

的影视作品：《追缉》《新白娘子传

奇》分获最受大陆观众欢迎的台

湾电影、电视剧，《消失的她》《庆

余年》分获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

大陆电影、电视剧，《怒潮》《知否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获评委会特

别推荐。

“两岸确实需要更多的民间

交流。”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

同业公会理事长陈仲祺说，大陆

演艺人员胡歌受邀赴台交流，引

起了巨大反响。“不仅是演员，我

们也想邀请导演等从业者。至于

要邀请谁，这几天很多人跟我开

名单，赵丽颖、陈晓呼声比较高。”

陈仲祺笑着说。

“厦门是我们合作的重中之

重，目前项目已经开始。”陈仲祺

说，台湾导演黄朝亮创作的《寒

单》就在厦门上映了，这鼓励更多

台湾影视从业者来厦门发展。“我

们与厦门合作的作品应该能够在

明年与大家见面，拭目以待。”

仲夏时节，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如期举行。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7000多名台湾各界嘉宾相聚厦门，畅叙友谊。
本届海峡论坛举办论坛大会以及四大板块50场活动，为全面恢复两岸交流往来蓄势聚力。从贴近两岸同胞生活的妇女、婚姻、社区服务等活动，到

专业领域的科技金融、卫生健康、智能制造等活动，再到青春活力十足的体育、新媒体、影视等活动，两岸同胞互诉骨肉亲情，共绘融合愿景。（据新华社）

第十六届海峡影视季晚会举行，最受两岸欢迎影视作品发布

《消失的她》《庆余年》火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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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林雅婷）6月

15 日，2024 年第十二届“同名

村·心连心”联谊活动在厦门举

行。活动由福建省台湾同胞联

谊会、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福建

省闽台交流协会、厦门市台湾同

胞联谊会、台湾闽台同宗同名村

交流中心、台湾福建省同乡会联

合总会主办。台湾宗亲代表同

宗祠专家、非遗传承人等近300

名嘉宾共话血脉亲情。

两岸嘉宾学者、台湾青年陆

续上台，分享两岸宗亲寻根谒

祖、互动交流、创业合作的经历，

生动讲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

故事。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的台湾研究生李欣谕通过田

野观察，讲述两岸同名村同姓祠

堂的文化印记。她表示：“毕业

后想留在大陆发展，有机会的

话，会继续用新媒体技术分享两

岸同名村的现状和渊源。”

两岸宗祠元素贯穿全场，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3D光影技

术融合呈现。现场还设置了木版

年画、花灯、漆线雕、闽南传统民

居营造技艺等特色展位。闽南传

统民居营造技艺省级传承人陈劲

奋说，希望这项非遗技艺可以在

两岸传承交流中发扬光大。

晨报讯（记者 陈嘉汶）6

月14日，海峡两岸农业交流

协会种业分会（以下简称种

业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

会员大会在厦门举办。大会

选举产生了种业分会的理事

会成员和领导机构，包括会

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

事、理事成员等。

截至目前，种业分会会

员成员100余家，其中有不

少台湾种业企业。

记者了解到，种业分会

成立后，将协助开展现代种

业招商引资，促进种业贸易，

服务厦门同安闽台农业融合

发展（种子种苗）产业园、厦

门翔安种业博览会园区、厦

门水产种业园等两岸种业融

合载体建设发展需要，全力

打造海峡两岸种业融合发展

新高地。

同名村联谊 话血脉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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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家种业单位
在厦“抱团”安家

提线木偶戏表演《宗族的

荣耀》深受现场观众喜爱。

论坛大会上，多名台湾少

数民族青年身着特色服饰亮

相。台湾泰雅人乔玉龙表示，

他们这次特别组织台湾少数

民族青年团，包含卑南人、泰

雅人、阿美人等前来参加论

坛，希望多与大陆青年交朋

友、增进两岸文化交流。

在不少人印象中，台湾少

数民族的青年都能歌善舞，乔

玉龙便是乐队成员，他曾到大

陆 20 多个城市演出，如今常

住昆明。“现在互联网这么发

达，台湾年轻人手机滑一滑，

就能了解大陆日新月异的发

展。我觉得两岸民众是一家

人，交流会持续不断。”

（记者潘薇）

台湾少数民族青年组团来

6 月 15 日，“2024 海峡职

工论坛”在厦门举办。作为论

坛组成部分，两岸题材精品话

剧《寻味》在厦门嘉庚剧院温

情上演，通过老兵李金标辗转

返乡探亲的温情故事，呈现两

岸同胞情。

“剧中主人公的经历和我

的父亲很相似。我的父亲是京

剧演员，一次到台湾演出之后

就回不去了。直到1995年，我

才陪着父亲返回大陆，但那时

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台湾演

员、话剧《寻味》主演李志希告

诉记者，他对剧情感同身受。

2023年3月底，《寻味》北京首

演结束后，他追根溯源到了祖

籍河北省雄县道口村。“我挖了

当地的土带回来，撒在台湾我

父亲和二伯的坟上。”

“接下来《寻味》要到台湾

演出，我母亲已经80多岁了，

很想演给她老人家看。”李志

希说。 （记者陈翠仙）

一部话剧唤起浓浓桑梓情

来自台北的青年张品吾

从事家具贸易，这是他首次参

加海峡论坛活动。“飞机一落

地厦门，我们马上打开手机搜

罗厦门的美食、景点，来一场

citywalk（城市漫步），真的很

有意思。”

作为海峡两岸青年交流

协会的会员，今年以来，张品吾

常来大陆参访交流。张品吾

说，大陆智慧家居发展迅猛，产

品在台湾市场很有吸引力。他

希望将大陆家居产品引进台

湾，进一步打开台湾市场。

这次参加海峡论坛，张品

吾怀抱着与大陆青年及业者学

习交流的想法，收获满满。他

说：“确实不虚此行，可以与大

陆嘉宾碰撞。大陆新媒体产业

发达，之前去抖音、腾讯等企业

参访时，我就印象深刻。我觉

得有抱负的青年应当开拓思

维，台湾青年常来大陆走走看

看不会错。” （记者潘薇）

“台青多来大陆走走不会错”

说起对大陆的印象，台湾

小伙张家诚首先想到的是美

食。在海峡青年论坛上，他分

享了在大陆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刚来的时候三天喝了五杯

‘蜜雪冰城’。”张家诚笑着说，

“点外卖太方便了！我喜欢吃

海鲜，厦门的海鲜特别多……”

张家诚是“福建海鲨”棒

球队的成员之一，这是全国首

支两岸联合组队的棒球队。

来大陆一个多月以来，张家诚

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大家年

龄相仿，习惯和喜好都很相

近”。训练之余，张家诚还把

他在台湾经常玩的棒球游戏

推荐给了大陆的朋友。

跟着球队四处比赛，也给

了张家诚欣赏美景、品尝美食

的机会。他说，希望能去更多

城市，看看大好河山。

（记者陈翠仙）

台湾小伙爱喝“蜜雪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