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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陈翠仙）台湾

鱼松、金门一条根、凤梨酥、鸡翅

包饭、东方美人茶……12 月 8

日，为期两天的“相约翔鹭 助力

发展”——台青特色产品进社区

推广系列活动在万达鹭港广场登

场，活动吸引了50位商家、上百

名台青带来超过400种的台湾商

品，再加上台湾歌手、当地表演团

队助阵，市民可在家门口品尝地

道的台湾美食，欣赏精彩的文娱

表演，感受“两岸一家亲”浓厚氛

围。

活动现场，台青林子源带来

了许多台湾特色产品，他说：“现

在在大陆发展比台湾还要好，相

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台胞来大陆发

展。”林子源介绍了许多台湾朋友

前来湖里发展，台青许凡妤就是

其中一个。“台湾有很多特色小

吃，比如地瓜球、咸水鸡等，我希

望把这些美食介绍给大陆的朋

友。”许凡妤说道。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厦

门市台商协会荣誉会长吴家莹

说：“我多次参加湖里举办的相关

活动，一次比一次办得好。湖里

区能够协助台青创业，让台青的

商品进入社区，这正是两岸融合

发展的典范，可以促进台胞和社

区民众更深入了解彼此。”

殿前街道党委书记唐达达表

示，活动拉近了市民和台胞们的

距离，热闹的市集为社区注入了

活力和商机，也为两岸经贸合作

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大家在彼

此共享的空间、共同的家园中双

向奔赴，共同发展，深度融合。”

“这是今年第十次举办台青

产品进社区活动，为的就是帮助

湖里区台青拓展线下销售渠道、

提高台青产品知晓度，助力台企

台青发展，促进两岸经贸深度融

合。”湖里区委台港澳办主任方旭

明说，未来湖里区将会利用节假

日时间，让台青产品更多走进社

区、走进繁华商圈，让台青台商在

湖里生活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晨报讯（记者 潘薇 陈翠仙

叶子申）近日，厦门市商务局发

布了关于 2023 年第一批厦门

老字号拟认定名单的公示，拟

认定4家在厦台资企业为2023

年第一批厦门老字号——这也

是我市首次将在厦台资企业纳

入“厦门老字号”。

公示显示，根据《厦门老字

号认定管理办法》的规定，市商

务局会同市文旅局、市场监管

局、文物局、知识产权局、台港

澳办等单位对近期企业提交的

申报材料进行了联合评审，拟

将金门酒厂（厦门）贸易有限公

司、厦门正新橡胶工业有限公

司、厦门太祖食品有限公司、郑

福星（厦门）茶业进出口有限公

司 4 家在厦台资企业认定为

2023年第一批厦门老字号，注

册商标和品牌字号分别为“金

门高粱酒”“正新”“太祖”“郑福

星”，涉及白酒、车辆轮胎、维

修、贡糖、糕饼、凤梨酥、茶叶等

产品及服务。

据悉，11月，市商务局、市

文化和旅游局、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文物局、市知识产权局

联合发布《厦门老字号认定管

理办法》，首次将在厦发展的港

澳台资企业纳入老字号的申报

范围，明确品牌始创于港澳台

地区、在厦门发展的港澳台资

企业申报“厦门老字号”参照

《厦门老字号认定管理办法》执

行，其在港澳台地区的品牌创

立时间、主营业务等发展历史

可合并计算。

厦门老字号认定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4家入围“厦门老

字号”的在厦台资企业在创立

时间和社会认同度都符合申报

条件，这不仅是闽台经贸深度

融合的缩影，也是对两岸老字

号行业融合发展、携手探索两

岸贸易合作新业态的一次生动

诠释。

本次认定的公示期自2023

年11月28日起到12月28日，

通过评审和公示的企业将列入

新一批厦门老字号名录，由市

商务局授予其厦门老字号牌

匾、证书及标识使用权。

晨报讯（记者 潘薇）日前，第

六届两岸社会保障论坛在厦门举

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

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台湾政

治大学、金门大学等海峡两岸60

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的

150多名专家学者、业界人士参

会，就两岸社会保障制度、相关学

科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

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全海在论坛上致辞时表示，

希望两岸学者以人民的美好生活

与共同福祉为准则，携手推进两

岸民生领域的交流。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

功成指出，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

是从过去的探索性改革转向全

面确立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

的社会保障新制度文明，核心任

务在于从过去解决社会保障有

无的问题转向追求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重点措施是要从过去的

增量改革转向优化制度结构、促

进制度公平。

“金门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为两岸发展创造诸多机遇。”金门

县原县长李炷烽表示，两岸社会

保障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探

讨两岸社会保障议题对于增进两

岸关系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此次论坛搭建了具有权威

性、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两岸社会

保障学术平台，由中国社会保障

学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

新中心主办，厦门大学台湾研究

院承办。

晨报讯（记者 陈丽）记者从

海峡种博会处获悉，2023厦门种

业博览会暨海峡两岸（厦门）种业

博览会（下称“海峡种博会”）将于

12月28日至30日在厦门市翔安

区后山岩举办。

本届海峡种博会以“两岸一

家亲 共筑三农梦——厦种强芯

筑梦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蔬菜

品种最新育种动态、创新成果，搭

建蔬菜优良品种交流、展示、交易

平台。展会地展面积共150亩，

含露地种植区和大棚种植区，参

加地展企业300余家，将集中展

示来自全国各地的4300余个蔬

菜品种，涵盖茄果类、瓜类、十字

花科、叶菜类、根菜类、玉米类。

本届展会将多方位展示台湾

领先行业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管理

经验、技术研发成果，借助种博会

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和技术研

讨，探索两岸农业融合发展新内

涵。展会同期举办多场重量级论

坛会议及配套活动；邀请行业权

威专家、学者深入田间地头，现场

指导交流种植技术；举办品牌推

介、商务洽谈等活动，发挥平台交

流功能，共话产业前沿动态。此

外，展会还将全媒体、全渠道高频

发布系列展会讯息、邀请权威媒

体云逛展，结合行业达人现场直

播，全方位打卡、体验，进一步传

播展会品牌声量和影响力。

海峡种博会月底在翔安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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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4家在厦台企拟入围

湖里区举办多场台青产品进社区活动

让市民在家门口体验台湾美食

日前，“对台政策解读及招

商引资”活动在湖里区企业服务

中心举行。说明会通过线上直

播方式举行，“之前面对面的宣

传范围不够广泛，而直播面向的

范围更广，能让更多台青了解我

们的惠台政策，在湖里区逐梦圆

梦。”厦门市湖里区委台港澳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明会从招

商、惠台和兑现政策三个方面展

开，介绍了最新修订的《湖里区

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创业就业

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

法》）。

据介绍，《实施办法》创新了

申请方式，由原来的线下纸质材

料申报转为线上递交申请材料，

审核时间比过去缩短约5个工

作日，十分方便快捷。

据悉，湖里区在支持台青就

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备受关注，包

括给予台湾青年“以台引台”奖

励，凡推荐5家以上青创企业进

驻国家级省级青创基地且持续

有效经营满6个月以上的台湾

青年，给予人民币2万元奖励；

对注册在湖里区并实际运营满6

个月以上的青创企业，获得省

级、国家级行业主管部门主办的

创意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以上，

分别给予青创企业人民币10万

元、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等。

看准大陆“宠物经济”的台

青朱慧宁，通过说明会，她对台

青就业创业的支持政策有了进

一步了解。“在我们来厦发展的

过程当中，不仅给予了我们办公

场地和住房补贴的帮助，更重要

的是让我们能够安心地实现梦

想，可以更有勇气面对在创业过

程中所遇到的任何问题，这是一

个很好的后盾。”

“新政策比起以往有了更多

提升，可以让更多台胞融入大陆

生活，我觉得这是拉近两岸同胞

情感的一个更接地气的方式。”

厦门市台商协会副会长苏斐君

说，希望通过活动让台青在了解

相关政策的同时，助力他们的产

品能走进社区。（记者陈翠仙）

解读对台政策 助力台青圆梦

相关新闻

台青许凡妤（左）与搭档林子源带来特色台湾产品。记者陈翠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