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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陈翠仙

19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发出通知，经综合研判，即日起

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

营台湾居民入境团队旅游和“机

票+酒店”业务。通告发布后，台

湾业者信心大增，开始着手宣传

相关大陆文旅产品，厦门部分旅

行社也已开始接洽相关的入境

团队游。

历史文化吸引台湾民众
通知强调，各地要秉持“两

岸一家亲”的理念，稳妥推进旅

行社恢复经营台湾居民入境团

队旅游业务工作。指导本地旅

行社做好线路设计和产品对接，

落实好各项工作要求，执行团队

旅游管理各项制度和规范，切实

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9日

答记者问表示，经向有关主管部

门了解，即日起恢复旅行社经营

台湾居民来大陆团队游业务。

我们热忱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

旅游观光，游览大好河山，看看

各地发展新貌。

大陆吸引台湾民众的不仅

是大好河山，同根同源的历史文

化和共同的民俗信仰也是吸引

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的重要因

素。台湾旅游业者金环球集团

副总经理赵丽月告诉记者，台湾

民众对于前来大陆十分期盼，特

别是进香团等需求量大。在厦

门长期从事旅游行业的台商黄

毓勉也期盼着有更多台湾团队

前来。作为台湾观光旅游联盟

总会顾问，他告诉记者，大陆的

历史文化等旅游目的地对于台

湾民众的吸引力巨大。

相关文旅产品已经上线
赵丽月告诉记者，目前他们

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相关产品的

宣传。她表示，虽然刚刚恢复经

营台湾居民赴陆的团队游，但他

们与大陆的相关业者一直保持

联系，赴陆旅游的产品很快就能

落地。

台湾的旅游业者开始忙碌

起来，厦门的旅行社也没闲着。

在中山路的一家旅行社门店里，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开

始接洽相关团队。“最快5月底我

们就会有台湾的旅游团前来。

暑期即将来临，目前已经有暑期

的订单，预计接下来将会有更多

暑期的订单。”工作人员表示。

据介绍，目前已经有不少泉

州、漳州、莆田等省内的产品线

路上线。此外，省外的相关产品

也将陆续上线。

期盼恢复陆客赴台游
不少台湾业者在为恢复台

湾居民赴大陆团队游而开心的

同时，也期盼能够恢复大陆同胞

赴台游。“这次我们来到厦门参

加旅博会，也带来了金门、澎湖

以及本岛的许多旅游产品，希望

能让大陆朋友对台湾有更多了

解。”赵丽月说。

黄毓勉表示，希望两岸通过

旅游的交流，加深两岸经济以及

文化方面的交流以及联系，进一

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南投日月潭民宿协会理事

长萧建智表示，南投不仅有大陆

民众所熟知的日月潭，还有众多

特色高山民宿。“现在已经恢复

台湾同胞到大陆团队游，我们也

计划着组团来大陆与大陆的民

宿行业进行交流。”他表示，也希

望恢复大陆同胞赴台游，把南投

的美景、美食、人文故事等分享

给更多大陆同胞。

台湾居民入境团队游恢复，两岸业者推出相关产品线路

信心大增 做足准备迎台湾游客
海南向台胞
发出旅游邀请
日前，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主办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旅游推介会在厦门举办。本次

推介会是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针对在闽台企台商、兼顾

福建旅游市场的专项推广活动中

的首场。接下来还将在泉州、漳

州等地举办。

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顾问

黄毓勉表示，海南是台湾朋友最

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还有高

度开放水平的自贸港政策制度，

文旅业发展成熟且市场前景广，

两岸直航航线开通后，将为台胞

旅行提供便利。（记者陈翠仙）

两岸导游话未来
日前，“2023海峡两岸及港

澳地区名导论剑”在厦门举办，吸

引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250名业

者参与。大家探讨如何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给旅游带来新的理念

和创意，促进导游服务提质升级。

台湾导游业界也对新时代下

文旅发展的现状、趋势和挑战进

行深入思考讨论。台湾观光领队

协会副理事长唐受衡带来《新文

旅时代导游变变变》的精彩课题，

谈论导游员如何破解困局，自我

更新。 （记者陈翠仙）

晨报讯（记者 潘薇）21日，集

美区两岸青年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启动仪式在后溪村城内社举行。

华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

院等高校携手聚融壹家台湾青年

双创基地，通过设立乡村振兴工

作站、校村共建等方式，号召两岸

青年师生发挥专业特长，为集美

乡村振兴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仪式上，“华侨大学乡村振兴

工作站集美站”正式揭牌，华侨大

学与聚融壹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

签订合作协议，并发布两岸青年

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包括组

建两岸青年集美乡村振兴调研团

队开展田野调查、挖掘乡村资源；

组织集美区台青、两岸“新农人”

体验式交流等。华侨大学副校长

王丽霞说：“我们希望以两岸青年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为契机，促进

华大台生与集美创业就业台青的

互动交流，引智下乡，推动一批成

果落地转化。”

在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就读的台湾学生张峥表示，在活

动中两岸学子可携手推动乡村振

兴贡献青春力量。“我希望发挥专

业技能创作一些短视频，推介集

美乡村、讲好集美乡村故事”。

今年2月，集美区出台深化校

村结对助推乡村振兴行动方案，

深化推动在集高校、科研院所与

辖区村（居）结对。仪式上，华侨

大学与后溪村、前进村，集美大学

与黄地村，厦门理工学院与黄地

村分别签订校村合作框架协议，

高校将发挥资源优势，为结对乡

村量身打造乡村振兴方案。

晨报讯（记者 潘薇 通讯员

傅子韬）5月20日，“让我们在5

月相爱”闽南大戏院原创舞台剧

《遗失的第24个白键》主创见面

会在闽南大戏院举行。台湾果

陀剧场艺术总监梁志民，主演贾

凡、李炜铃等主创人员与观众分

享这部剧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

《遗失的第24个白键》围绕

着钢琴博物馆中一架缺失琴键

的古钢琴展开。在寻找琴键的

过程中，男女主角发现了一段发

生在“厦门号”上、横跨两百多年

的动人爱情故事。

本剧的总编导、台湾果陀剧

场创始人梁志民表示，他见证了

大陆表演艺术在过去20多年的

飞速发展，期待两岸文艺工作者

在编导、设计以及表演上能有更

多交流合作。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在台湾

创作，就不可能知道这么多故事

背景，特别是其中那么丰富的从

古至今的厦门情怀。这部作品

不仅仅是一个浪漫故事，更是一

张属于厦门的文化名片，是人们

了解厦门的全新媒介。”梁志民

说，剧目将老厦门的风土人情和

悠悠琴声结合。“厦门跟台北两

个城市间的紧密交流将是本剧

的最大亮点。郑成功、闽南话等

两岸同胞耳熟能详的元素都会

在剧中呈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舞台剧《遗

失的第24个白键》入选2023年

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

助项目。作为舞台剧《遗失的第

24个白键》的总制作，厦门闽南

大戏院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罗艳说：“厦门拥有坚实

的文化基础、独特的文化气质和

丰厚的文化资源，闽南大戏院将

持续从厦门独有的历史文化传

统与发展轨迹中提取素材，探寻

并发掘烙印在城市文明的闪光

点，用真情实感呈现厦门历史，

从百姓视角讲好乡土故事，于历

史记忆召唤人文力量，以舞台艺

术凝聚文化自信，打造具有鲜明

厦门地方文化特色的剧场品牌

和艺文 IP，为鹭岛观众带来更

丰富更优质的演艺精品。”

据悉，《遗失的第 24个白

键》将于5月26日至27日在闽

南大戏院迎来首演，随后将在北

京、广州、成都、泉州等全国多个

城市展开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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