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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潘薇

春节过后，厦门的多家台湾

青年创业基地都已忙碌起来，制

订两岸交流计划，吸引台青前来

就业创业、实习见习等。相关基

地负责人纷纷表示，随着疫情防

控常态化，两岸交流逐渐热络，节

前有不少台湾团体已对接好交流

行程，接下来将陆续来到厦门，预

计暑假将迎来台青“登鹭”高潮。

开启双向交流
台胞登陆意愿高

节后上班首日，台享智谷（厦

门）园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中心总经理巫

承祥就忙着制订新一年的两岸交

流计划。他表示，年前就有台湾

的民间交流团队与基地对接，想

要年后过来参访，了解厦门的营

商环境等。“我们今年规划上半年

赴台交流，与台湾岛内的商会、民

间社团组织、高校青年等分享厦

门就业创业的好环境与好政策；

下半年则对接台湾的交流团体及

青年等来厦门交流，目前大家前

来交流的呼声和意愿都很高。”

此前，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下发《2022年厦门市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拟认定名单的

公示》，公布了10家入选企业名

单，云创智谷·两岸台享名列其

中，这意味着该平台在优化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环境，支持企业健

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巫承祥表示，去年，云创智谷成立

两岸融合发展中心，以台青创基

地、两岸共建资源融合平台、两岸

青年俱乐部、闽台创业大学与两

岸职涯服务发展中心、千万级两

岸青年创就业基金组成的“五位

一体”为运营模式，提供两岸青年

互动、政策解读、人才培训、产业

资源整合、台胞社区支持等一站

式服务。他说：“今年我们注重发

挥园区‘社群功能’，串联两岸青

年资源，大家可以分享创业经验、

交流生活感悟，让基地成为大家

心中温暖的家，也为即将来交流

的台湾青年团队提供借鉴，让他

们能留在大陆发展。”

创业劲头足
台青项目落地多

在汇元台青基地里，多位台

青忙着开工项目，与该基地总经

理吕振宏交流今年的项目推进计

划。吕振宏表示，今年不仅基地

已有的台青团队业务不断，也有

不少在台湾的青年计划落地创

业。他说：“截至目前，我们基地

的创业台青团队达87个，预计下

半年进驻团队将达到100个，此

前就有多位台青达成合作意向，

想来厦门落地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有青创基地

负责人指出，今年暑假也将有台

生来到厦门台企、青创基地等实

习见习。“我预计暑假开始以后，

就会有台生来报名实习，我们基

地此前也有不少台生实习见习，

也有青年因此扎根于此，成为工

作伙伴。”台青创客家总经理虞慧

芳说道。

“大陆变化日新月异，经济蓬

勃发展，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以及

惠台政策的深入施行，让厦门成

了广大台青追梦筑梦圆梦的热

土，我们将持续吸引台湾优质企

业来厦创业，号召台湾大学生来

厦实习生活并寻找创业机会，积

极为两岸交流搭建平台，帮助广

大台青们了解厦门，融入厦门。”

虞慧芳说道。

她还表示，基地除了持续推

进创新创业人才服务、成果转化

和投融资等四大平台的“台青创

客家模式”以外，也针对台湾大学

生提出了“实习—就业—创业”三

个层次的模式计划，让更多的台

湾青年通过基地的平台，在大陆

找到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

2022年福建省台湾青年
“创业之星”名单出炉

厦多位台青入选
晨报讯（记者 潘薇）日前，

2022年福建省“101台湾青年创

业扶持计划”暨福建省台湾青年

“创业之星”发布，10个台湾青年

创业项目被评为 2022 年福建

“101台湾青年创业扶持计划”的

扶持项目，该项目所对应的台湾

青年负责人(或团队)获评为2022

年福建省台湾青年“创业之星”称

号。厦门苏澳文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等3个团队获评为台湾青年

“创业之星”团队，刘禹彤、张元

豪、郭郁君等7人获评台湾青年

“创业之星”个人。

今年的获奖项目涵盖两岸乡

村振兴、两岸工艺设计、两岸文化

幼儿教育、两岸医疗、IT科技、汽

车声学科研等领域。

据悉，该计划自2015年9月

启动以来，已帮扶和支持155多

个台湾青年创业项目落地发展，

评选出80名台湾青年“创业之

星”，累计发放创业奖金400万

元。

晨报记者陈翠仙

宽敞的教室里，台胞张育哲

正和小朋友们玩游戏，有趣的举

止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这样的

场景在早托园里每日都在上

演。随着开学季到来，他负责运

营的早托园也迎来不少新生。

新的一年，一直看好大陆教育市

场的张育哲也期待项目能有更

长足的发展，开拓更多的门店。

早在2009年，张育哲就来

到大陆工作，一年多的时间，他

去过北京、上海、长沙、厦门等

地，其间大陆城市的繁华景象给

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

段工作经历，让张育哲对于大陆

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也成为了他

日后再次前来大陆发展的动力。

“那时候我在工作的过程中

结识不少朋友。”张育哲说，在工

作过程中，他逐渐了解厦门对于

台青创业的一系列服务，于是便

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在大学学

习企业管理的他便将目光锁定

在专业方面，2020年，张育哲在

厦门成立企业管理公司，当起了

“军师”，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在此前的工作经历中，张育

哲积累的不仅仅是经验，也有众

多人脉资源。他接手的第一个

重要项目便是管理早托园。“我

在大陆认识了很多从事母婴行

业的人，这成了我们运作早托园

的助推力。”张育哲说，来大陆打

拼多年，他已经摸清了大陆市场

需求以及可行的推广模式，筹备

了近一年的时间，早托园在去年

2月份开始运营，目前已经吸引

了不少顾客，这让他十分自豪。

张育哲告诉记者，早托园的

成功得益于台式经验。他的合

伙人在台湾有多年的从业经验，

梳理出了独特的教育理念，这些

教育方式得到了不少家长的认

同。“我们早托园的独特之处在

于能为孩子们营造沉浸式教学

体验。园区教室分为不同的主

题，例如绘画教室、思维学习教

室等，让孩子在特定的情境下学

习，更有参与感。”

除了运营早托园以外，张育

哲的团队也为众多从事餐饮、母

婴行业的台企提供服务。“台湾

的味道原原本本搬到大陆是不

行的。”张育哲说，台湾业者在营

销方面较为薄弱，较难适应大陆

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针对这

一特点，他利用自身在大陆积累

的经验，为落地发展的台企提供

宣传规划、管理服务。

“除了传统的营销方式以

外，我们也结合时下流行的短视

频等方式为企业进行宣传。”张

育哲告诉记者，经过近三年的摸

索，他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客户，

他也将业务拓展到福州、泉州等

地。新的一年，张育哲也期待有

更好的发展。

新年机会多 台青“登鹭”热情高
在厦多家青创基地已与台湾交流团对接参访行程

台青在厦打造台式早托园

台式早托园的教学模式受到家长肯定。记者陈翠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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