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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陈翠仙 潘薇）

日前，第八届“青春在鹭上，两岸

青年Party”2024厦门人才服务

月湖里分会场活动在湖里区后浦

社区举办。海峡两岸500多名青

年朋友共同载歌载舞、逛夜市品

尝美食、交流沟通增进了解，感受

浓浓的家的味道，共度欢乐美好

时光。

本次活动由湖里区委人才

办、湖里区委统战部指导，湖里区

委台办、湖里团区委、湖里街道、

台青创客家联合主办。时值

2024厦门人才服务月，活动现场

还精心设置宣传区域，让台青可

以详细了解厦门市、湖里区台湾

人才政策，湖里区鼓励和支持台

湾青年创业就业实施办法及湖里

区补贴台生来厦实习、见习、研学

的若干措施等，吸引不少台青现

场驻足观看。

舞台上，青年们共同唱响闽

南语金曲《爱拼才会赢》《欢喜就

好》；夜市中，青年们品尝着台湾

牛排、甜不辣、油柑汁、凤梨酥等

地道美食；人群里，大家聊起学

习、工作、生活，共同畅想美好未

来……“两岸青年Party给我们两

岸青年提供了一个思维碰撞和交

流融合的平台，扩大了我们在厦

门湖里区的交流圈。”在湖里区

扎根多年的台青曹圣永分享就

业、生活心得。他说：“祖国大陆

有庞大的市场机遇，湖里区良好

的营商环境和人才政策能很大程

度上帮助我们，希望更多的伙伴

来这里共同打拼。”

来自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

通大学的20多名学生前来湖里

研学并参加了活动。大家通过实

地走访、沟通交流等，对来到这里

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台湾清华

大学校友会副秘书长刘纯秀是此

次研学团的带队老师，她认为此

行收获颇丰。“今天学生们参观海

西MCN等创业基地，他们发现

原来大陆有这么多的创业机会，

还有各种创业补助。”刘纯秀说。

台湾交通大学校友总会副执

行长王统亿表示，活动为台湾青

年提供了了解大陆的渠道。“大家

很想知道，他们来大陆学习、创

业、就业有什么优势，也想了解这

里的环境和生活成本等。通过这

次活动，大家对湖里区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他说。

湖里区委台办主任方旭明表

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的过程中，湖里区为广大台青

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与条件，希

望通过本次活动让两岸青年在交

流中增进理解、深化友谊，在湖里

区这一台青创业就业的“暖家园”

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两岸青年Party”扩大台青朋友圈

晨报讯（记者 潘薇 陈翠仙）
上周末，由台湾导演赖声川和台

湾节目制作人王伟忠联合创作

的话剧《宝岛一村》时隔11年再

度来厦，在闽南大戏院精彩上

演。《宝岛一村》取材自台湾节目

制作人王伟忠的眷村成长经历，

浓缩了三户眷村人家半个多世

纪的故事。散场后，现场观众还

收到热乎乎的“朱嫂包子”，纷纷

表示演出令人感动，也感受到了

两岸同胞的深深情谊与彼此间

的联结。

据介绍，话剧《宝岛一村》

2008年12月在台北首演，2010

年首次来大陆演出，迄今已演出

超过400场。

“眷村”指1949年后台湾当

局为安置上百万大陆赴台军人和

家眷所建立的聚落。随时代变

迁，台湾各地800多处眷村逐渐

消失，仅有个别眷村得到保存。

本次《宝岛一村》演出既有首

演时的台湾演员，也有大陆演员

参与。赖声川表示，两岸演员跨

代际共演《宝岛一村》，具有一种

和剧中故事相呼应的传承意味，

希望这个关于乡愁的温暖“眷村”

故事永远传递下去。

《宝岛一村》的很多台湾演员

都是在眷村长大的，对他们所居

住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屈中

恒就是其中一位，他出演这部戏

已有16年。屈中恒在演出前的

分享会上说：“我在眷村长大，一

直住到20岁，眷村就是我的前半

生，也是我爸爸的后半辈子，我们

是在演绎自己的故事。”

冯翊纲也是眷村子弟，戏里

也有他的人生记忆，16年来400

多场演出，他几乎都参演了。冯

翊纲说：“《宝岛一村》可以说是台

湾的最后一个眷村，而且还是亮

着灯的。《宝岛一村》只要演一次，

台湾的眷村就‘活’一次，这也是

我们演这部戏的意义。”

回忆起2013年《宝岛一村》

第一次来厦门演出时的情景，台

湾演员那维勋记忆犹新，与厦

门市民分享当时的趣事。

他说：“那时候附近没有这

么多高楼，出了剧院就能看到

海，我的手机居然还能收到台

湾的信号，十分惊喜，我还特地

打电话给爸爸分享这事。那是

我第一次深刻感觉到，原来两岸

距离没那么远。”

晨报讯（记者 潘薇）8月4

日，台湾萧氏宗亲一行约60人

来到湖里区乌石浦萧氏家庙谒

祖探亲、座谈联谊。本次正值

湖里区萧氏宗亲搬迁新家、家

庙修缮，台湾萧氏宗亲特意带

来宗长萧万长手写楹联墨宝相

赠，彰显两岸宗亲浓浓情谊。

“我们来到这里，大陆宗亲

们热情招待，敲锣打鼓比台湾

那边过年都还热闹，非常感

动。”台湾萧氏宗亲联谊会第一

副会长萧南湘说，宗亲间就应

该常来常往，“大家交流更加深

入，感情更加深厚。”

湖里区萧氏宗亲会长萧增

加说：“台湾的宗亲们前来道

喜、交流，希望通过宗亲间的交

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加深同

胞间的情谊。”

前来交流的台湾宗亲里不

乏年轻后辈。台湾萧氏宗亲联

谊会青年发展委员会主委萧皕

成说，两岸一家亲，宗亲之间更

是亲上亲，“今后将会组织更多

年轻人返乡交流，来祖厝家庙

中增进亲情，在交流联谊中共

同促进、共同发展。”

晨报讯（记者 潘薇）8月2

日，北京台湾会馆常设展览“中

华魂·京台情”新展举办。展览

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史实

和“祖国完全统一进程不可阻

挡”的历史大势为主线，深入讲

述台湾历史、台湾会馆历史、科

举制度在台湾的历史等，展现

京台交流交往与融合发展新成

就。

活动现场还举办科举匾额

捐赠仪式，福建收藏家协会名

誉会长、厦门市古代艺术品研

究会会长石禄生捐赠了“康强

逢吉”“钦赐翰林”两块匾额，均

为清代原件，其中“康强逢吉”

匾额制作考究，木质坚实，雕刻

精美，字迹雄浑有力，为台湾进

士黄登瀛庆贺宗伯黄安川六十

大寿的题匾，见证了台湾进士

的家族荣光；“钦赐翰林”牌匾

则象征着朝廷对台湾读书人林

望恩的褒奖。北京台湾会馆作

为清代台湾士子进京赶考的落

脚点，见证了他们的艰辛与荣

光，这两块匾额收藏于此，实至

名归。

两岸演员演绎《宝岛一村》
展现两岸情感交流与共鸣

台湾萧氏宗亲回湖里谒祖

科举匾额再现士子赶考路台湾演员分享《宝岛一村》幕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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