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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福建的演出，让台湾青年范庭

甄有了在当地做音乐培训的想法。

2018 年的中秋节，有观众在演出后

问她“在哪里教课”。当时范庭甄弹奏了

不少曲子，现场最受欢迎的是 《月亮代

表我的心》。几个月后 ， 这 个 会 弹 钢

琴，拉小提琴、二胡的 90 后，决定在福

建省晋江市创办琴行，这是她读高中时

就来过的地方。

5年过去了，范庭甄最早教过的学生

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考过了钢琴十

级”。今年 10 月 1 日，范庭甄租下的新

场地正式开放，供闽、台音乐人表演或

开音乐沙龙。来闽创业至今，这个年轻

人越发理解那句熟悉的闽南话：“爱拼才

会赢！”

在福建打拼的 80 后陈汎汝是台湾一

家医院的护理师。2017 年，她来到泉州

市台商投资区，参与一家台资医院的筹

建。“这在台湾不太可能体验得到。”陈汎

汝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筹建前期比

较两岸政策、确定科室、梳理设备等事项

花了 1年多时间。去年 6月，这家以融合

为底色的台资医院正式开业，陈汎汝也有

了新身份——泉州颐和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客服中心执行长、泉州台商投资区台胞医

保服务中心台籍服务专员。

从来福建看一看，到选择留下来，越

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乡音环绕的福建找到

喜欢的工作。在“台商二代”杨棋崴看

来，福建是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即便第一次来福建，也会有亲切感”。接

过父亲的事业，继续“登陆”，杨棋崴明

显感觉到近几年针对台胞台企的优惠政

策在变多，尤其是对台湾青年的关注度

在上升，“不仅关心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

问题，在生活层面也给予台湾青年关心

与帮助”。

“这里到处是机会”

如果不是眼下这份要对接不同本地顾

客的工作，陈汎汝对祖籍福建的了解可能

仍旧很少。过去，她知道这里离台湾很

近， 2017 年直飞福建时，她还不知道

“小三通”具体是什么。但现在她最常坐

的就是“小三通”，这个启动于 2001年的

客运航线，已成为两岸海空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最新数据显示，福建率先实现与

台湾地区主要港口、海上直航全覆盖，常

态化开通 17 条海空航线，每周往返高峰

时达 430个航班。

因为来咨询的不少人是本地老板，陈

汎汝对福建产业的了解也变得具体。“福

建有泉州石狮、晋江和厦门、漳州等多

个地方，有的是鞋服外贸之城，有的正

发展光电产业，还有的以食品加工业为

主。”她还注意到，今年以来，有一些台

商从广东东莞迁到泉州台商投资区“扩

厂”。她所在的颐和医院也多了好几家

“邻居”，包括家电制造企业、鞋业设计

企业等。

“我们在这里工作的台胞都希望有更

多的台湾青年可以加入。”陈汎汝告诉记

者，仅在福建，就有厦门、漳州等地要推

广类似颐和医院这样的高端项目，“如果

台胞来了会发现，这里到处是机会。”陈

汎汝说。

十年前来到厦门的陈宥君也记得，当

时本地光电领域的新厂较多，“本地企业

也愿意把有经验的台籍人员请过来，把知

识和技术带过来。”到陈宥君 5 年前入职

泉州一家专注于照明级大功率 LED 器件

封装的企业时，该公司有台胞 20 多名，

其中不乏主管人员。

今年 6月，陈宥君的 3名台籍新同事

还加入了泉州市安溪县台湾人才协会，这

也是泉州市首个以台湾人才为主体自愿组

成的地方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协会吸纳

的不少会员都是光电半导体、信息技术等

产业人才。

实际上，一系列同等适用于台胞台企

的支持政策近年来陆续出台，其中就包括

支持台胞台企参与福建电子信息、先进装

备制造、石油化工、现代纺织服装、新材

料、新能源、新医药等产业发展。结合最

新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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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委副书记罗东川在相关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按照 《意见》 要求，

支持通过配套制造、技术共研、品牌共

建、市场共拓、资本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深

化闽台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融合发展。

“来闽不觉身是客”

探索两岸融合发展之路多年，“通”

“惠”“情”一直是福建在实践中的关键

字。在最新的 《意见》中，以通促融、以

惠促融、以情促融也是全文 21 条中突出

的三大方面。中央台办副主任潘贤掌在解

读该文件时说，《意见》 最大亮点是突出

“融”这个目标，“为台胞台企全面融入福

建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推进厦金、

福马等重点区域融合，推动闽台两地应通

尽通、能融尽融”。

“闽台交通便利是我们回台湾招音乐

老师时强调的重要因素。”范庭甄告诉记

者，包括她在内，声磊琴行有 3位台湾老

师授课，最早没生源时，他们会到街头表

演，“类似快闪形式”。也正是在晋江的街

头，范庭甄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包容与开

放，“有的路人会热情地加入我们，一起

互动”。

到今天，琴行的生源已比较稳定，范

庭甄和同事去过的街头也多了些高楼或道

路，“但这里的人依旧那么热情”。范庭甄

记得，最早琴行落地晋江福隆商业广场，

就得到了泉州市台资企业协会晋江联谊

会、晋江市台湾同胞联谊会、晋江侨台外

事局等团体或部门的帮助。按照福建省

“66条实施意见”及泉州“惠台 73条”措

施的要求，晋江市台湾青年就业创业中心

的工作人员还帮范庭甄兑现了租金补贴。

不觉得人在他乡的还有杨棋崴，这个

从小就熟悉青梅的 85 后，很早就知道福

州永泰县是“青梅之乡”。

以永泰为青梅原料基地，杨棋崴父亲

的工厂代工生产梅饼、梅酒、果干等食

品。到杨棋崴继续“登陆”后，他更专注

于青梅品牌与文化的打造。永泰县葛岭镇

的一家饮料厂，后来被杨棋崴改造成了青

梅文化园区。园区里开辟 60 亩青梅种植

示范区，既有青梅汁加工流水线、青梅产

品贩售，又有青梅种植培训。“这些一二

三产融合的业态，既能满足游客观赏需

求，又能为本地农户示范青梅标准化种

植，推动种植管理技术的改良。”在杨棋

崴看来，只有提高青梅品质，才能让农户

能获得更高收益，“这也是从产业转型的

角度为本地乡村振兴赋能”。

对于新出台的 《意见》，如何深化产

业合作依旧是杨棋崴关注的重点。他结合

福建泉州正在建设中的台湾优良食品观光

产业园说，该产业园借鉴了台湾观光工厂

的理念，结合加工、物流、销售、观光等

板块，让消费者知晓食品加工业的全产业

链流程。“一方面通过提供多种服务，降

低投资成本，吸引更多台胞来闽投资，另

一方面，促进两岸食品加工业融合发

展。”杨棋崴说。

“期待在闽生活更便利”

“去过大陆很多地方，但感觉最亲切

的还是福建晋江。”创业至今，总有人问

范庭甄“为什么来福建创业”，她总是以

“因为这边很好”作答，并反问对方“你

们看我过得不好吗？”

她的朋友圈里，大大小小的活动或音

乐作品记录着其在闽的充实。再过几天，

范庭甄新租的音乐空间将迎来更多爱好音

乐的朋友。她给这个空间取名“融舍”，

“因为闽、台都有很多优秀的本土音乐老

师，他们需要一个平台把大家聚在一起，

互相交流音乐方面的专业问题，或是聊聊

日常。”

同胞相伴，总出现在台湾青年在闽打

拼的路上。陈汎汝记得，刚来泉州 1 年，

她就认识了不少本地朋友，2018 年，她

带着她们去台湾玩，“大家说隔年还要再

去”。如今，陈汎汝认识的好多朋友，正

逐渐成为她的优质顾客。在她看来，台胞

如果有机会来福建创业就业，“不能把自

己圈起来，要多出来，多认识新朋友”。

生活圈里基本都是本地朋友的杨棋崴

也期待，今后两岸青年能有更多的交流，

尤其是青年创业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 因 为 只 有 更 多 的 交 流 才 能 扩 展 知 识

圈，并助力企业更好地发展。”对于未

来两岸融合的路如何越走越宽？这个在

闽 11 年的创业者希望在以恵促融方面，

能有更完善的政策制度，“让台胞真正享

受同等待遇”。

他以台湾居民居住证为例说，整体上

在政务类事项的身份核验上还是方便的，

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有部分应用不够便

利，如相关线上平台无法认证等。

陈汎汝也注意到，最新的《意见》与之

前的政策文件一脉相承，《意见》提到“进一

步扩大直接采认台湾职业资格范围”，在欢

迎来闽的人群对象中就包括医师。

“之前为医院组建团队时，我们就遇

到过两岸职业资格范围采认的问题，当时

看到相关文件里有关职业资格直采的表

述，但不知道具体的申请流程。”陈汎汝

告诉记者，一方面希望职业资格采认的流

程能更有章可循，另一方面，也期待护理

师、营养师等更多职业资格进入直接采认

目录。“这也是促进两岸技能人才交流的

有效途径之一。”陈汎汝说。

中央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在闽台湾青年对“融合”满怀期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丰收时节，来自甘肃省临夏回族

自治州康乐县景古镇的 95 后新农人

赵皎最近在微信朋友圈晒出“果

实”——两种和汽车方向盘直径一样

长的新品种辣椒。

这是他连续 3 年做实验的结果。

自 2020 年步入农业赛道以来，赵皎

每年都会拿出占总承包面积 5%以上

的田地，种植他从各地引进的蔬菜新

品种，同时杂交改良、自己育种；后

来，他建起成本更高的蔬菜大棚，也

会专门留几个棚做实验。

这让赵皎一度遭受“非议”。有

人好心提醒他，“棚里的菜已经抽薹

开花，卖不出去了”；还有人看笑

话，觉得“这小伙子种地不图挣钱，

就是在胡闹”。赵皎不管，依旧“我

行我素”。

“新品种是否能大规模种植还有

待观察”，赵皎却很自信，他认为，“这

或许会在将来成为新的收入增长极”。

赵皎觉得，“创新”是年轻人最该

做的事，“用我们脑子活、爱探索的优

势，推进产业加速发展。”他创业时赶

上了康乐县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

原夏菜的好时机，“一来就享受‘种植

高原夏菜每亩奖补 500 元’‘建设大棚

每座补贴 1万元’等优惠政策”。

正是这些扶植，让赵皎创业更有底

气，也让他创办的甘肃陇源锦鸿生态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起步稳、发展快。

尽管才 26 岁，这已是赵皎的第二

次创业。在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读书

时，他就成为当时比较火的“共享纸

巾”项目的地区代理。初次尝试，锻

炼了赵皎的能力，帮他理清了自己的

志向，“我在农村长大，学了农学，最

有感情的还是农业，在这个领域也最有

优势。”

在校期间，赵皎便以新型农业为科

创对象，参与多次创新创业比赛。大学

毕业后，他入职一家甘肃龙头农业企

业，担任了 1 年多时间的厂区技术员。

一直到心里有了把握，他才四处选址，

落地创业想法。

康乐县地势高寒、气候凉爽、光照

充足，具备发展蔬菜种植业的先天优

势。近年来，该县又将高原夏菜作为产

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点产业

来抓，出台一系列奖补办法。

赵皎“懂行”，2020年，在康乐县

景古镇承包了 60 多亩地，尝试种植甘

蓝、花椰菜、辣椒、芹菜等蔬菜。

这名年轻创客的到来，为当地产业

发展注入活力。第一茬儿蔬菜试种成功

后，赵皎加大投资，建设暖冬式全钢架

蔬菜大棚，棚内配备喷淋及高压雾化系

统、精准施肥系统，全过程使用有机肥

和生物菌肥；引进河南优质香菇品种及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蔬菜种子，

同时自主育苗……

成效开始凸显。大棚种植，让一年

一季的种植模式转变为一年两季甚至一

年三季；新设备集喷水、施肥、雾化降

温、消毒为一体，最大限度减少了自

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了病虫害的

发生，使蔬菜提前上市，抢占市场先

机。赵皎还采取“订单”模式，确保

精准供给。

当地政府积极与赵皎对接，共创

“党支部+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经

营模式。赵皎名下公司通过土地流转，

盘活土地资源，常年雇用 30 多名村民

就近务工；此外，发放种苗给周边合作

社及农户，并配有技术人员提供指导，

示范引导景古镇及毗邻的莲麓镇农业产

业结构作出调整。

此前的质疑、不解很快消失不见，

不少人还成为赵皎的追随者，其公司有

了 182 座高标准大棚，带动当地合作

社、农户种植高原夏菜 1200多亩。

下一步，赵皎还计划建苗厂、做

冷链、打品牌，“让心中埋下的农业梦

想的种子，开出更美的花、结出更多

的果”。

接过乡村振兴“接力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高 蕾

“ 周 一 或 者 周 五 我 都 会 来 益 曲

（河） 巡护，看看河道干不干净，有时

候清理一些垃圾，主要是玻璃瓶和塑料

袋。”青然帕巴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

州玉树市隆宝镇的一名牧民，每周他都

会骑马沿着益曲河 30 多公里的河岸进

行巡护，守护家园河湖环境。

益曲河，这条绵延千里深而阔的通

天河支流清澈见底，河道内无垃圾杂

物。走在河边，时常可见各级河湖长和

志愿者的身影。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地处三江之

源，境内水资源丰富，是长江、黄河、

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

称。境内 3条江河每年向下游输送源头

活水 297.01 亿立方米，流域面积 18.96
万平方公里。

今年 9 月实施的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法与黄河保护法、长江保护法将玉

树州打造成“三法共护之地”，“法治

水利”趋于规范。随着近年玉树州持

续推行河湖长制，各级河湖长切实履

行主体责任，多部门联动破解治水难

题，民间力量更是积极参与河湖保

护。如今，玉树河湖面貌显著改善，

绘就出了一幅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三

江源生态画卷。

全面建立河湖保护责任体系

近年来，玉树州统筹推进河湖长制

工作走深走实，全面构建了州、县

（市）、乡 （镇）、村 （寺） 四级“河湖

长”体系建设。目前，全州 556名河湖

长、2187 名河湖保洁员上岗履职。完

成 1337条河流和 108个湖泊的管理范围

划界任务，依法依规编制了河湖水域岸

线管控、河道采砂规划。

不仅如此，玉树州还持续开展全域

无垃圾和禁塑减废专项行动，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实施“环

境革命”。

在玉树州各方的努力下，河湖面貌

持续向好。3个国家一级水功能区达标

率为 100%，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

水质保持在Ⅱ类及以上，国控断面水

质稳定达标，三江源水源地被评为第

二届“中国好水”，隆宝滩被列入国际

重要湿地。

玉树市委常委、玉树市人民政府党

组副书记冯玉林表示，自 2017 年以

来，玉树市对总长度为 4529.16 公里的

92条河流和 4个湖泊管理界限进行重新

划定，完成 361个岸线功能区划界和 10
条河流“一河一策”方案制定工作，设

立 27 块河湖长公示牌，基本实现“一

牌一码”信息化管理。投资 4428 万元

完成城乡绿地和河道两岸栽植苗木 3.84
万株。

“我们坚决落实好河湖管护各项工

作，保护好‘中华水塔’，守护好青藏

高原的河湖生态，确保一江清水向东

流。”冯玉林自豪地说。

做“中华水塔”守护人

益曲河是通天河段右岸一级支流，

全长 169公里，流域面积 2646.2平方公

里，干流在山间迂回曲折，流向多变，

支流众多。

近年来，玉树州玉树市隆宝镇对益

曲河段实行网格化管理，全镇共设河长

14 名，河湖管护员 14 人，村一级的河

湖长每周巡护一次，镇一级的河湖长每

月巡护一次，县一级的河湖长每季度巡

护一次。玉树州玉树市隆宝镇党委书记

格来仁青一边说着，一边展示他手机中

的“玉树河长”App。他介绍，通过这

个 App，各级河湖长可以开展常态化巡

河，总河长带头履职，发现问题及时交

办整改。

自全面落实河湖长制以来，益曲

河生态环境焕然一新，河边共计发现

鸟类 32种，水禽近 10种。其中有黑颈

鹤、遗鸥、黑鹳、胡兀鹫和金雕 5 种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以及 13 种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随着我国河湖治

理体系和综合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

断提升，涉河湖违法违规行为大幅减

少，河湖环境正在向安澜、健康、美

丽、幸福蝶变。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身体一样保护

生态环境，要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

河流。”玉树州称多县珍秦镇河湖志愿

者才培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嘉塘草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作为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牧民，流经草

原的河流是我们的命根子，保护河流是

我与生俱来的使命。”才培表示，在自

己和家人的带动下，当地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保护河湖环境的队伍中，有藏族、

汉族、回族……各民族兄弟姐妹携手守

护草原河湖，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

做“中华水塔”守护人。

守护“三江源”河湖面貌新

赵皎（左一）在介绍蔬菜特性。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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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亮点是突出“融”这个目标，“为台胞台企全面融入福建
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推进厦金、福马等重点区域融合，推动闽台两地应通尽
通、能融尽融”。

玉树州玉树市巴塘河。

受访者供图

玉树州称多县珍秦镇河湖志愿者才培和他

女儿更求拉毛在清扫垃圾。 受访者供图

新乡村·新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