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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青年唱响融合乐章
台青点赞湖里区的营商环境和惠台政策，表达创业决心

晨报讯（记者 潘薇 通讯员

罗颖）2022年12月29日，“十年·

热爱”闽南大戏院十周年庆典暨

音乐剧《安娜·卡列尼娜》中文版

主演见面会在闽南大戏院举办。

由闽南大戏院执行董事、总经理

罗艳编著、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图书《问心·追艺》举行了全国

首发仪式，该图书将话剧演员、戏

曲演员、剧院管理者等十九位受

访者的艺术人生及艺术理念浓缩

于十数万字中。同时，闽南大戏

院与厦门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达成

央地战略合作关系，2023年将在

厦门旅游文化产业园共同打造闽

南大戏院“湖里艺术教育中心”。

截至目前，剧院累计举办演

出超 1000 场、艺术活动超 800

场，打造了闽南之春演出季、厦门

国际儿童艺术节、两岸艺术节、新

年演出季等演出品牌节季。

值得一提的是，闽南大戏院

自开业以来，致力于搭建“两岸舞

台剧的‘主戏台’”，坚持将台湾经

典、具代表性的剧目引介至厦门，

其中包括云门舞集、果陀剧场、优

人神鼓、朱宗庆打击乐团、台北市

立交响乐团等台湾艺术院团的作

品。同时，从2013年开始，闽南

大戏院推出两岸艺术节，持续七

年，剧院不仅在展演剧目上不断

升级，还打造了两岸艺术家的高

端对话、两岸文艺市集、两岸艺术

跨界“扶青计划”等多样艺术活

动，特别是2019年独创的“两岸

艺术跨界扶青计划”，将艺术触角

延伸至展览、时尚等领域，助力两

岸青年艺术家“破壳”。

此外，闽南大戏院着力推动两

岸在剧院经营、高校交流等领域的

合作与互鉴。2016年，闽南大戏

院与台湾音乐时代剧场合制原创

音乐剧《微·信》，在厦门、上海、台

北三地公演共计17场。2022年，

闽南大戏院又特别委约台湾果陀

剧场梁志民导演创作原创舞台剧

作品《遗失的第24个白键》，该剧

将于今年5月与观众见面。

新一年，厦门乐迷们将在闽

南大戏院欣赏到极具品质的系列

演出，如“声情声艺”女高音郭森

与男高音石倚洁专场音乐会、知

名戏剧导演赖声川翻译、导演的

话剧《让我牵着你的手……》、“老

戏骨”张铁林自编自导自演的荒

诞戏剧《椅子》、江苏大剧院原创

舞剧《红楼梦》、杨丽萍特别出演

的舞剧《孔雀》、热门爆款舞剧

《门》《海上夫人》等。

晨报讯（记者 潘薇）日前，

以“弘扬爱国主义 传承民族精

神”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厦门）

陈化成城隍文化书画摄影展在

思明区文化馆一楼展厅开展，

展览将持续至1月28日，每天9

时至18时开放。该活动由思明

区文化和旅游局、思明区台港

澳办联合举办，思明区正公忠

城隍庙文化传习中心承办。

此次展览以民族英雄陈化

成文化为创作灵感，通过书法、

书画、摄影作品等形式，弘扬民

族英雄陈化成廉政、兴文、爱

民、爱国等高尚人格。现场共

展出来自两岸的书画家创作的

30多幅陈化成城隍文化主题书

画作品，以及20幅两岸少儿绘

画作品、30幅陈化成主题摄影

作品，通过作品展现两岸同胞

对陈化成爱国主义精神的传

承。

陈化成是在鸦片战争中抗

击外敌牺牲于上海的厦门籍民

族英雄，他不仅在上海和江浙

地区有着社会影响力，其一生

在金门、澎湖以及台湾地区都

留下了历史遗迹，海峡两岸人

民将其视为护国佑民的“城隍”

崇拜。近年来“厦门城城隍信

俗”也成功列入厦门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现如今在

厦门思明区，有全国重点文保

单位陈化成墓、厦门市文保单

位陈化成祠、厦门市涉台文物

陈化成故居等重要文化资源。

晨报讯（记者陈翠仙）“我和

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

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日前，第十四届海峡两岸福

德文化节暨青春在鹭上——两岸

青年party，在湖里砂之船奥特

莱斯举行。百名两岸青年参加此

次活动，他们在台上尽情舞蹈、尽

情歌唱、尽情表演，展现两岸青年

的青春年华。

厦门市台商协会副会长、台

青创客家总经理虞慧芳表示，两

岸青年同根同源、一脉相承，这些

年来交流的脚步一直向前，一起

奋斗拼搏。在湖里的台青理应为

自己的坚强勇敢，也为一直支持

他们的人，献上歌声和掌声。

在湖里创业的台青徐冠胜表

示，湖里区优越的营商环境、贴心

的惠台政策让台青在这里安心地

创业、生活，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

更是让大家爱上了厦门。众多台

青也纷纷感慨道：“我们正当青

春，要共同在湖里这片热土上求

真务实、脚踏实地，在火热的实践

中绽放绚丽之花。”

据悉，湖里区除台青创客家

外，还有汇元台青基地、云创智谷

等多个台湾青创基地，为创业青

年提供周到、温馨的创业指导服

务，成功孵化了多个两岸创业项

目，让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创业之

路越走越扎实。

晨报讯（记者 陈翠仙）日

前，湖里区各单位代表一行“做

客”云创智谷、汇元台青基地，

关心在厦创业就业的台湾青

年。在云创智谷，总经理巫承

祥详细介绍了基地的发展情况

和未来发展方向，“客人”们探

访了台青王在荣创立的跨境电

商企业“沙盒世界”，并和基地

的其他台青们深入交流。

“一年来，这里已经有八十

多家台青企业进驻。”在汇元台

青基地，总经理吕振宏向“客

人”们介绍着基地蓬勃的发展

态势，以及基地的明星企业、创

业导师等情况。

既是客人，又是家人。这

些年来，湖里区围绕打造台胞

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家园“第一

站”的目标要求，坚持“以通促

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努力

营造融合发展的浓厚氛围。

湖里区委台港澳办主任方

旭明说：“湖里区一直把台青们

当作家人一样，用好政策、好服

务帮助他们成长、扎根，让台青

们在湖里这一家园中追逐梦

想。”

这次“做客”的湖里区各民

主党派代表、五缘文化促进会

代 表 等 ，也 不 是“ 空 手 而

来”——他们将调动起各自的

资源，为台青基地的发展注入

多维度的能量。在湖里打拼的

台青年轻有为，拼搏奋进，有着

特区热土上敢闯敢拼的精气

神，统战各界要多聚焦台青基

地发展，多进行资源联动，全力

做好“通、惠、情”三篇文章，全

力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

家园“第一站”。

搭建两岸舞台剧“主戏台”
十年来，闽南大戏院累计举办演出超千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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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大戏院引进精彩剧目，带给观众文化饕餮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