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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陈翠仙）日前，

在湖里区台商联谊会第四十四

次联谊暨惠台政策宣讲会上，大

陆首个“台胞台青创业就业基地

服务联盟”在厦门市湖里区成

立，将为台青落地发展提供更加

精准的服务。

据介绍，该联盟是在湖里区

委台办指导下，由湖里区现有的

13家台青创业就业基地自发组

建的联合自治性服务平台，倡导

“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资源共

享、共同提升”。

本次服务联盟的成立，将通

过服务指导、资源整合、创新驱

动、合作共赢等方面，助力台青

提升创业就业能力和管理水平，

形成资源共享平台，推动科技创

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并促进青创

基地交流与合作，搭建合作平

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

“大家的成长和成就正是我

们联盟成立的意义所在。这里

是你们扬帆起航的港湾，是实现

梦想的摇篮。”全国台企联常务

副会长吴家莹担任联盟首届会

长。他表示，湖里区不断推出创

新举措，打造台湾青年来大陆实

习就业创业的温馨家园。本次

服务联盟的成立，更将推动台青

创业基地的建设，有效整合资

源，推动台青更好地创业就业、

幸福生活。

“这标志着湖里区在服务台

青方面迈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碑。未来，该联盟将为台胞提供

更全面、更精准的创业就业支

持，助力他们在湖里区实现梦

想。”联盟副会长曹圣永说道。

活动还邀请湖里区相关部

门详细解读了相关惠台政策，为

台胞、台商、台青答疑解惑，让他

们更好地了解政策、用好政策。

联盟的成立以及政策的宣

讲，让台青落地发展信心倍增，刚

刚来到厦门的台青华瑜萱正是如

此。

她说：“已经感受到了湖里区

的热情。我是做文化、艺术相关

工作的，来大陆这边能够吸收到

更多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比如陶

艺，我想去德化或景德镇做一些

参访，希望自己未来可以创作出

带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作品，

供大家欣赏。”华瑜萱说，相关的

政策也帮助她更好地融入当地。

目前，湖里区共有国家级、省

级台青创业就业基地4家，并有

厦门正旺兴台青创业就业影视基

地、融体台青文体创业就业基地、

透明岛予、众智台青基地等行业

领军型基地，创业就业台青近

2000人。

晨报讯（记者 潘薇陈怀安）

近日，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布了《福建省2024年村镇建

设可复制经验清单》，集美区后

溪村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村

创建案例入选，相关经验做法获

全省学习推广。

据悉，后溪村依托地方文旅

资源特色及环境优势，致力于打

造集特色文化、民俗文化、商业

服务、研学团建体验为一体的特

色闽台小镇。

后溪村与聚融壹家台湾青

年双创基地合作，成立运营公

司，盘活闲置古厝，引入台青，活

化为闽台小吃、两岸亲子学院、

月老广场、城内黑猫台青创基地

等，使古厝焕发活力；同时，后溪

村还牵头打造两岸乡村振兴人

才孵化培育基地，实现“引、育、

留、通”乡村振兴人才四部曲。

截至目前，因打造闽台乡建乡创

合作样板村，后溪村已吸引超过

26名台青扎根，近100名两岸青

年大学生实习，超过10000名民

众来此融合交流。

集美区将进一步提供广阔

平台，对接丰富资源，号召越来

越多两岸青年携手投身这片热

土，努力打造更多闽台乡建乡创

合作典范，共同书写乡村振兴新

篇章。

台胞相聚海沧
同心迎春联谊
晨报讯（记者 潘薇）2月21

日，由厦门市台商协会、厦门市

海沧区台办共同主办，厦门市海

沧区台商联谊会承办的两岸同

心迎春，携手共创新篇——海沧

区台商台胞迎春联谊活动在海

沧日月谷温泉酒店举行。

厦门长庚医院护理部职工

带来一支激情四溢的《赤胆少年

心》舞蹈。林淑芬是厦门长庚医

院护理部的督导，自2007年从

台湾来到海沧参与厦门长庚医

院的筹建事宜，至今已18年。工

作之余，她与护理部的同事组建

了一支舞蹈队，并组织排练了这

支舞蹈。舞台上，她们携手共

舞，不仅展现了舞蹈的艺术魅

力，更传递了两岸情谊。

来自台湾高雄的青年李彦

辉怀抱吉他，指尖轻拨，《突然的

自我》《童话》等经典曲目在他的

演绎下如春风拂面。

9年前，李彦辉“登鹭”创业，

致力于吉他教学、师资培训以及

商业巡演。在海沧居住了6年，

他见证了海沧隧道和地铁的建

成，感受到了厦门的快速发展。

如今，他以海沧为出发点，奔赴

大陆各地参加巡演，用吉他传递

着音乐的力量和温暖，同时也传

递着两岸同心交融的美好愿景。

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萤

焕表示，海沧区通过持续的政策

创新和产业升级，保持了在两岸

经济合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为

台资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

境。

韩萤焕说：“新的一年，厦门

市台商协会将凝聚、服务台胞，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同时积极配

合海沧区做好服务台胞和招商

引资工作，帮助企业发展壮大。”

晨报讯（记者 潘薇 陈怀安

实习生 许铭铭）日前，“相聚厦

门 医路同行”两岸中医药文化交

流活动开幕式暨两岸中医名家

义诊启动仪式在厦门燕来福医

院举办。十余位两岸中医药专

家齐聚一堂，探讨交流中医药文

化传承与创新、合作与发展。

现场还开展了两岸中医名

家义诊活动，两岸中医师们提供

涵盖中医儿科、妇科、内科、外

科、骨科等义诊服务。医师们耐

心解答疑问，并细心询问既往病

史，结合现场舌诊、面诊等情况，

给出详细的治疗建议。除了提

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之外，医师

们还为看诊的民众进行中医针

灸、按摩等。在厦台商蔡金山听

闻此次义诊活动，专门前来问

诊。他说：“义诊专家医术精湛，

看得很精细、很精准，诊疗方案

也很有用。”

“我们中医药传统文化源远

流长，两岸中医药教育研究、临

床都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地方。”

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院院长颜

宏融说，此次义诊不仅为当地民

众提供健康咨询，也搭建了两岸

中医师交流互动的平台。

参与活动的台湾医师纷纷

表示，非常珍惜此次相聚厦门的

机会，活动汇聚两岸中医界名

家，共同探讨交流中医药文化、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与“医养康”

结合的发展思路，大家可以共同

续写两岸中医交流交往的故

事。台湾中国医药研究发展基

金会董事长林昭庚说：“两岸同

胞同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做更

多的交流，尤其是在传承中医药

文化这一块。”

据介绍，本次活动为期 4

天，由厦门市台联联合福建闽南

文化研究会、海沧区委台办、厦

门燕来福医院举办。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中医药

文化研习营等，主办方带领两岸

中医药从业者走进厦门，走访福

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青草药文

化中心、青礁慈济祖宫和海峡两

岸中医药文化博物馆等，让两岸

中医药大咖们进一步了解厦门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成果，挖

掘厦门本土在中医药文化发展

上的资源优势和先进技术，汲取

深耕中医研究的宝贵精神。

大陆首个台胞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在厦成立

13家基地携手搭平台促发展

两岸医师聚厦 送健康话传承

集美后溪村成闽台特色小镇
乡建乡创相关经验做法获全省学习推广

两岸中医师为民众看诊。记者潘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