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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非凡的展销市集，让台

青产品走进家家户户；精彩的民

俗演出，让“年味”更加浓厚；台青

与孩子们一起张灯结彩，传递新

春祝福……春节临近，各类活动

为台胞带来了美好的记忆与体

验，吸引他们留厦过年。

特色展销热闹开场
红红火火的春联，充满特色

的台湾特产……日前，湖里区委

台办联合江头街道在金尚社区法

制广场举办了“携手同心，共促发

展”台青特色产品进社区活动，50

余家摊位提供了300多种台青特

色商品，现场还有台湾书法家写

春联送“福”到家，让两岸民众感

受到浓浓“年味”。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销活

动是历年来规模最大、品种最全、

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涵盖了台

湾美食、手工艺品、特色日用品等

多个品类，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

体验到地道的台湾风味。

厦门众智台青基地台胞陈语

苹已经是第五次参加台青商品进

社区活动。“这是我第二次来金尚

社区，每次居民们都踊跃地来采

购商品，让我感受到居民们的热

情。”陈语苹说。

活动不仅为台青搭建了销

售平台，也对接到了推广渠道。

台青李军告诉记者，他带来了自

行研发出的金门一条根石墨烯

精油强力贴布，活动当天销售额

3000 多元，还找到了代理商加

入。

民俗演出轮番上演
日前，首届闽台新春拾趣集

活动在厦门举办。闽台同胞聚集

在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元路，一同

感受闽台春节民俗。

活动现场，随着耳熟能详的

民谣《童年》《外婆的澎湖湾》响

起，首届闽台新春拾趣集拉开帷

幕。台湾青年汪毅纯身穿台湾少

数民族服装登台，向大家展现阿

里山的特色文化，并演唱歌曲

《桥》。她表示，希望通过歌声搭

起两岸交流的桥梁，希望更多台

湾朋友来大陆走走看看，感受大

陆的发展变化。

据介绍，为期两天的新春拾

趣集活动，以厦门大元路为核心，

串联了闽台美食、非遗文化、年货

市集等内容。在活动现场，来自

海峡两岸的书法家为广大市民游

客书写春联。台湾书法家曹原彰

已连续19年在厦门为两岸同胞

写春联、送祝福。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吴家

莹说，这次活动让两岸同胞提前

感受到浓浓年味，让台胞、台青、

台商感受更多的温馨和温暖。

两岸大小朋友共迎新春
日前，厦门市翔安区大地火

炬幼儿园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

场别开生面的“寻味闽南·欢喜过

大年”两岸融合活动欢乐登场。

活动现场，台青与幼儿园小

朋友们亲密互动，气氛热烈。首

先进行的是写“福”字送祝福环

节，台青们挥毫泼墨，写下一个个

寓意吉祥的“福”字，并将其送给

小朋友们，为他们送上新春的美

好祝愿。随后，大家一起动手挂

“福”字，装扮春节许愿“同心”树，

五彩斑斓的“福”字为幼儿园增添

了浓浓的年味。

台青们为小朋友们送上红包

袋，祝愿他们健康成长。随后，大

家一起切新年蛋糕，并为当天生

日的小朋友唱生日歌，为彼此送

上最真挚的祝福，现场充满了温

馨与欢乐。

晨报记者陈翠仙

创办基地，帮助台青落地发

展；组织两岸青年开展篮球运动交

流；对接台湾运动团体，筹备两岸

交流活动……对于台青巫承祥来

说，2024年是充实的一年，这一

年，他以运动为媒，搭建起了两岸

沟通的桥梁；2025年则是充满希

望的一年，期待更多两岸体育交流

即将落地。

打造台青文体基地
2024年可以说是巫承祥的

“体育元年”。“运动是没有隔阂的

交流方式，所以我们成立了融体

台青文体创业就业基地。”巫承祥

告诉记者，他是基地的股东兼顾

问，目前基地已经有20多家台青

企业入驻，项目涵盖射箭、剑道、

冰球、篮球、网球等。

与其他类型的项目不同，体

育项目更需要场地。为此，巫承

祥的团队将基地选址在场地面积

广阔的灿坤文创园，为台青从事

体育场馆经营、体育培训等提供

了充足的场地。

除了场地，基地也为入驻的

台青提供了系列服务。“基地的几

个股东都是做体育、赛事这一方

面工作的，因此我们可以给予这

些刚创业的台青体育人前期的辅

导，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巫承

祥说，“从事体育行业的台青，对

于市场的敏感度以及企业管理等

方面是比较弱的，我们刚好可以

帮他们解决这些后顾之忧。”

走遍祖国大江南北
作为为台青提供帮助的顾

问，巫承祥底气十足。这份底气

源于他在大陆10多年的打拼经

验。“我2010年来到大陆，那时候

主要从事会展行业。”巫承祥告诉

记者，借着这个工作，他几乎走遍

了大陆的各个省市，也让他对大

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大陆市场广阔，很多台商都

想来这里发展，展会成为他们了

解大陆的窗口。”巫承祥解释说，

台商们热衷于到各地参加展会，

通过展览考察当地市场，进行市

场调研，了解当地的投资方向。

瞄准这一需求，巫承祥加入

了两岸情经贸交流协会，对接服

务台商企业，带队进行投资考

察。在近十年的展览服务过程

中，他走遍了大江南北，经手了近

300个省市项目。“基本上就差贵

州和海南没有去过了。十年的积

累与经历，让我成长很多，也让我

知道两岸往来的重要性。”巫承祥

说。

推广两岸交流赛事
走遍大江南北的经历，让巫

承祥沉淀下来，寻找新的发展方

向，两岸体育交流是他的目标。

“2024年，我成立了自己的体育

公司，主要经营棒球项目。”巫承

祥说，棒球在台湾是十分热门的

运动，因此他计划2025年以棒球

为载体，开展两岸青少年交流活

动。“活动预计在7月举行，到时

候会邀请上百名台湾的青少年来

这里交流。”巫承祥告诉记者，目

前他们正在积极筹备、对接中。

两岸篮球交流也是巫承祥关

注的重点。“2024年我们参与了

不少两岸篮球交流活动。比如

说，去年11月份的海峡两岸青年

企业家篮球赛，我们组织了不少

台青参与，为两岸青年搭建‘以球

会友’的桥梁。”巫承祥说。

“我们希望不仅能够扎根湖

里、扎根厦门，未来还想让两岸赛

事活动落地台湾，把这边的好朋

友带去台湾看一看。”巫承祥描绘

了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

以体育为媒 筑沟通桥梁
台胞巫承祥扎根厦门，打造体育基地助力台青创业

2024年已经渐行渐远，2025年在我们面前铺开了美好的画卷。回首过去这一
年，有人遇见爱情，有人收获事业，还有人得到惊喜……这一个个关键词，串起了在厦
台青的2024年，描绘了他们就业、创业的生动图景。即日起，海西晨报推出“我在厦门
这一年”专题报道，聚焦在厦台青奋斗的故事，见证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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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活动闹新春 两岸携手迎新年
厦门举行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邀请台胞留厦过年

巫承祥（左）助力台青落地发展。记者陈翠仙摄

各类台青特色产品吸引社区居民驻足。记者陈翠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