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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潘薇 通讯员

王珊珊）昨日，由厦门市台联主办

的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网红主播

大赛第四期培训结课，本届海峡

两岸青年网红主播大赛所有培训

收官。此次培训共招募150多名

两岸青年，其中台青占到一半。

11日下午，在厦门台湾公馆

开展的主播培训课程将实训内容

与2023年福建·中华老字号传统

品牌文化节（博览会）、海峡两岸

青年艺术节——我们的生活·两

岸风雅手信、“一村一品一特色”

台湾手信市集等两岸特色文体活

动结合，通过本地生活直播、直播

带货等内容推介中华老字号商

品、两岸优质展商及文化旅游产

品等，在推动两岸青年直播就业

创业的同时积极促进消费。

“好吃不贵，又有台湾宝岛风

味的牛排……”来自台北的林诗

雅和同伴向网友推荐台湾牛排餐

饮代金券，这是她参加完两岸青

年网红主播大赛理论培训后，第

一次在网络平台上试水直播带

货。经过几天的实战体验让林诗

雅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

林诗雅说：“这两天我们去摄

影棚直播，老师还带我们写脚本，

这些都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领

域，我觉得收获很多，也对我未来

的发展规划有所启发。”

两岸青年还走到大街小巷，

进行户外的直播实训。台中“00

后”姑娘陈虹羽和伙伴们在中山

路推荐老字号。大学刚毕业的

她，希望学习并掌握直播技能，寻

找到更多的发展机遇。陈虹羽

说：“我这次学到很多知识，包括

怎么直播、引流等。今后我计划

留在大陆发展，我正在筹备开设

咖啡厅，将直播与咖啡厅经营结

合在一起，希望以后的发展会越

来越好。”

据了解，本届海峡两岸青年

网红主播大赛“以训代赛”，共有

四期培训。其中第三、四期培训

采用“1+1+N”的方式，通过导师

的带领陪跑，让新手主播快速掌

握并提升直播技能。带动两岸青

年就业创业，促进厦门电商新经

济业态发展，进一步打造台胞台

企登陆第一家园。

厦门市台联党组书记、会长

张劲秋说：“大赛模式是一位教练

员加上一位新手，加上后面一个

团队，这样的方式让参赛者能够

迅速掌握技能，直接上机操作。

两岸青年参与得好、学得好、做得

好，也对直播领域感兴趣的话，让

他们从学习到就业，就实现了打

通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晨报讯（记者 宗琴）10日，

2023年集美区两岸特色庙会暨

“城隍在集美”文化节开幕仪式在

厦门集美后溪城内举行，来自台

湾地区的70余位嘉宾及200多

位两岸青年朋友参加。

本次庙会以“城隍在集美 青

年逗阵行”为主题，围绕“城隍文

化复兴”“婚恋文化Young起来”

两大板块在后溪城内打造四大特

色主题活动，聚焦传统文化和青

年群体的融合与创新，邀请两岸

嘉宾及青年朋友共同体验城隍文

化主题体验馆，打卡婚恋文化主

题“囍市集”，参与闽台民俗晚会

等形式推广闽南文化，打造两岸

民间交流融合盛事，让“集美城隍

IP”成为“咱厝的贴心大哥（阿隍

乔代志）”，深化“城隍在集美”印

象。其中城隍文化主题体验馆以

“城隍在集美”为主题，从历史到

今朝，用文创装置的方式表达出

“厦门霞城与台北霞海”城隍庙之

间的历史联结和同根同源的文脉

情缘。同时，邀请台湾嘉宾在后

溪霞城城隍庙共同体验城隍民俗

文化活动“祈福上香”，邀请两岸

青年追古忆今共打卡，用沉浸式

的体验方式和内容，加深两岸民

众对城隍文化、中华文化的认同，

加强心灵归属感。

除了有民俗文化交流外，在

活动现场更有电影“了不起的乐

队”的签约仪式为本次两岸特色

庙会注入青春的能量。该电影将

由厦门云梦城影业有限公司和聚

融壹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共同打

造，以集美区台青创业就业的故

事为蓝本，讲述了两岸青年扎根

乡村，传播传统文化的故事。

活动现场还有来自金门的民

俗代表团带来了“公背婆”“招财

进宝”等特色演出。金门公背婆

民俗协会执行长许永顺告诉记

者，在协会的努力下，十多年来，

在金门失传已久的“公背婆”民俗

重新活跃在各大节庆活动现场。

通过服装、音乐、舞步的改良，这

一民俗活动也绽放了新的活力。

晨报讯（记者 潘薇）11日，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学术年

会暨第二届“新时代两岸论坛”

在厦门举行。本次会议由厦门

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复

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厦

门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

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百余位专家

学者与会，围绕建设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等交流互动。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荣表

示，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

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之际，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当其

时、应时应景。厦门大学将继续

以区域发展需要和国家战略需

求为导向，加强台湾研究学科建

设，建设成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的高地。

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李钺

锋指出，《意见》正式发布后，深

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增进台

湾同胞福利福祉的制度建设、政

策落实更为具体。

在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

范区”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中，与

会专家分享真知灼见。例如，福

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闽台

区域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吴巍

巍从“六合工程”的具体内容出

发，分享了建设两岸文教融合发

展示范区的措施和经验；南开大

学经济学院台湾经济研究所教

授李月以半导体为例，详细论述

了新形势下推进两岸产业合作

的驱动力量与合作路径；厦门大

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吴琳琳采

用话语分析研究路径，深刻阐释

了两岸融合发展话语打造与两

岸融合发展、两岸命运共同体建

设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海交通大

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盛

九元围绕发挥优势和探索新路

两方面内容，重点分析了福建融

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等。

两岸特色庙会 传承民俗文化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百余位学者建言献策

△参赛选手进行直播训练。

△两岸青年参与直播培训，收获颇丰。

学着写脚本 试水当主播
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网红主播大赛培训在厦举办

金门“公背婆”表演。记者宗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