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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漳州扎实做好‘通’‘惠’‘情’三篇文
章，新增台资企业 380 家，实际利用台资 114 亿元，
居全国设区市前列。”

“2021 年，漳州加快漳台融合发展步伐，新批
台资项目 92个。”

“积极争创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在建设
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上迈出更大步伐。”

……
今年“两会”，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组组数

据、一句句号召，展示着漳州过去乃至未来积极探
索漳台融合发展新路的信心与决心。会上，代表委
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建言献策，“漳台融合发展”成
为热议的话题之一。

深化产业融合
漳台合作“手牵手”

漳州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
一直以来，漳州是开展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的

前沿阵地、重要基地。漳州设立产业园区，拓展完
善创新机制，推动漳台石化、特殊钢、电子家电等
产业全面对接。

在古雷石化产业园区内，古雷石化是一家化
工龙头企业，也是迄今为止石化行业规模最大的
陆台合资企业。公司以“两岸携手、筑梦石化”为使
命，为两岸同胞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促进
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共同打造两岸石化产业“融合
样板”。

市人大代表、福建炼化公司副总经理、古雷石
化公司总裁张西国说，当前正值加快推动石化产
业集群式联动和全产业链发展的机遇期。作为全
国唯一的台湾石化产业园区、全省石化产业“两基
地一专区”重点建设区域，建议石化园区在“双碳”
背景下，抓住国家“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
的契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布局，继续在完善配套
设施、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上游大项目落地，以及
加快中下游强链、延链、补链项目招商等方面下功
夫，推进构建差异化的精深加工产业链，打造世界
一流绿色生态石化基地和全省重要增长极。同时，

可以考虑发挥园区的统筹优势，加强园区内各企
业的协同合作研究和规划，提高区域优化水平，降
低能耗物耗，通过推动原料互供、公用工程互供、
能源共用、仓储运输相互支持、人力资源优化整合
等工作，进一步提升园区的吸引力。

“古雷石化愿意在这些方面提供帮助，也愿意
率先在园区内进行尝试，为园区企业实现集群式、
联动式发展贡献力量。”张西国表示。

强化情感认同
漳台交流“心连心”

漳州，是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和台湾文化重
要发祥地。

如今，在漳州各大戏台，仍时常可见芗剧戏班
唱戏。而这个老漳州人熟悉的本土剧，也是在台湾
歌仔戏和闽南改良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市人大代表、龙海区歌仔戏（芗剧）传承保护
中心负责人林素兰认为，歌仔戏是海峡两岸人民
共同创造的宝贵艺术形式，已成为维系两岸人民
精神文化的重要纽带。保护和发展歌仔戏对于弘
扬中华民族戏曲文化、强化两岸祖地根脉情感认
同具有重要意义。

2017年以来，漳州累计接待参访考察、寻根谒
祖的台胞超 30 万人次，交流团组数量多年居全省
首位。

漳台渊源深厚，交流热络。然而，我市仅有位
于台商投资区的白礁慈济宫被列入国家级“海峡
两岸交流基地”。漳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呼吁，将
具备条件且影响广泛的交流点升级打造成为国家
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以申报基地为契机，全面
整合资源，全力把漳州古城、东山关帝庙、云霄威
惠庙重点打造成漳台交流的重要窗口和主要基
地。同时，在基地着手培养一批具备丰富的宗教文
化、闽台文化知识，熟悉台湾民情，精通闽南语的
导游队伍。

在市人大代表、漳浦县湖西畲族乡党委副书
记、乡长蓝周全看来，要深化青少年“祖地根脉”观
念，开拓创新漳台文化交流平台尤为重要。如开展

谒祖寻根夏令营，为台湾的中小学生到漳州体验
剪纸、芗剧、木偶等闽南传统文化创造更多机会。
高校、科研机构等可以开展专题研究及学习论坛，
研习两岸民俗文化渊源及演变。文旅部门可收集
与“祖地根脉”相关的历史典故、石刻碑记、族谱家
史等文献与实物，以两岸“血同源，根同宗”为主
题，打造“祖地根脉”旅游路线。

优化服务保障
漳台情感“亲上亲”

颁发“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台商台企可
享受金融服务“绿色通道”；

去年 3月，全市实现“台胞台商医保服务专窗”
全覆盖，为台胞申办大陆医疗保险提供高效优质
的服务；

创立台胞权益司法保障机制，建立健全“五员
联动”涉台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台胞在漳州的权益
得到有效的保障；

……
一家人，一家亲。漳州通过优化服务体系、落

实惠台政策、强化权益保障，积极推动各领域同等
待遇落实，为台胞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

新使命催人奋进，新征程任重道远。当前，面
对国内外疫情形势，加强对我市台企的帮扶刻不
容缓。致公党漳州市委会建议，围绕台企在后疫情
时代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防范措施和应变预案，
全力做好保障工作；协同各职能部门，研究制定扶
持政策，对符合政策扶持的台企采取重点项目挂
钩联系、专人跟踪服务等方式，引导台企创新转
型；加大惠台政策宣导力度，指导台企用好用足政
策，全力纾解企业压力。

两岸一家亲,漳台亲上亲。代表委员们纷纷表
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
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祖地优势，全力为台胞台商
在漳工作生活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加快打造台胞
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在奋力探索漳台融合发展
新路、争创漳台融合示范区上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廖瑜婷 陈慧慧 沈昊鹏

随着国家、省、市各项惠台政策
的落地落实，“以通促融、以产促融、
以情促融”不断深化，漳台融合程度
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台胞到漳州
投资兴业、扎根生活。

漳州台商投资区因台而立、因
台而兴，更要“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我们要
紧紧围绕此次“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的实施经济领域融合“五大
提升计划”“五项服务行动”，加快设
立闽台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台商区
完善园区的生产生活配套，推动住
房、医疗、教育、养老、社保等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让
在漳广大台湾同胞能够尽快融入漳
州，同时吸引更多台湾青年扎根漳
州、创业漳州、兴业漳州。我们要用
好用活“万才聚漳”政策，积极鼓励

台湾优秀人才投入产业转型、乡村
振兴中，引进台湾先进的管理技术，
拓宽台胞参与社会管理渠道，增强
台胞的成就感，进一步提升漳台融
合发展水平。

⊙本报记者 廖瑜婷 文/供图

市人大代表、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鸿渐村党支部书记 许跃斌：

深化漳台融合 打造“第一家园”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模具是制造业的
“效益放大器”。一直以来，台湾装备制造业竞争优
势显著，具有生产区域集中、产业链完整、专业化
分工完善等特点。为进一步拓宽市场，目前部分台
湾装备制造业厂商正向周边地区转移，致力于形
成多区域协同发展，推进装备制造业打开全新发
展格局。

漳州与台湾一水相隔，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资源要素丰富，营商环境良好，拥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为加强两岸装备制造业区域联动，可在漳州设
立两岸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融合发展先行区，以模
具产业园为基础，为高端数控装备产业链转移创

造条件，实现高端装备上下游产业链接，助推我市
工业联动发展。

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基础模具产业的支撑，
我们可借鉴武汉、广东、江苏等城市打造模具全
产业链，为实体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通过“筑
巢、引凤、生金蛋”的形式——“筑巢”，即通过模
具产业园，聚合两岸高端装备制造全产业链，吸

引一批大企业、好项目在漳落地。“引凤”，突出人
才关键，鼓励高校“订单式”培养高技能型人才，
实现校企对接、合作发展的共赢目标。“生金蛋”，
需政企共努力，为模具行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
助推我市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打造科创引领
的产业新城。

⊙本报记者 陈慧慧

市人大代表、漳州和品工贸有限公司、福建和动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佘漳南：

设立两岸装备制造产业融合发展先行区

人才是产业及城市发展的内在
驱动力，城市因人才的集聚而兴，产
业因人才的聚集而盛。当前，漳州正
在更高起点上建设现代化滨海城
市，亟须一批批优秀人才。与此同
时，在惠台政策大背景下，台湾优秀
人才到大陆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
因此，要进一步创造条件，便利台湾
人才来漳创业，让漳台人才融合发
展产生的新动力，为现代化滨海城
市建设再添新动能。

目前，来漳台湾人才主要从事农
业、制造业方面的工作，如花卉、苗
木、水果、农机，钟表加工、罐头罐体
加工、自行车配件等。在漳期间，两岸
人才深入交流、优势互补，发挥出

“1＋1＞2”的效果，在诸多领域取得
了显著成绩。

近年来，漳州出台了一系列力
度大、覆盖面广、实践性强的惠台政
策，有效保障人才的兴业和生活。我
建议，要创造条件，做大人才“朋友

圈”，依托漳浦台创园等产业园区，
号召漳州青年创业联盟等单位，积
极开展台湾人才交流会，促进漳台
两地高优农业、先进制造业、文化艺
术等的深入交流。要加大惠台政策
宣传力度，及时兑现各类补助资金，
让台胞切身感受到漳州的浓浓热情
与满满诚意。

⊙本报记者 瑜婷 文 逸帆 图

市人大代表、福建扬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绍文：

为台湾人才来漳创业兴业创造更好条件

树葡萄可作为景观庭院、休闲
养生、采摘体验、深加工、种苗研发、
电商销售新品等全产业链服务。南
靖从台湾引进树葡萄种植发展已有
20 多年，以福建金永鹏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为例，目前已带动周边农户
近万人种植树葡萄产业，种植基地
上万亩，农民每亩土地基本获得收
益 5 万元以上。带领乡亲们致富的
树葡萄不仅是漳台农业交流的成
果，更是一代代漳台青年靠双手创
造的团结果实。

漳台农业合作是两岸产业融合
发展的重要名片。为写好漳台农业交
流新文章，我建议，从台湾引进新农业
品种，进一步扩大树葡萄产业优势；积
极发挥台湾农业人才的作用，指导漳

州现代化农业发展，增强群众致富能
力；积极鼓励和帮助在漳台湾青年创
业，共同形成两岸青年创业联盟。

⊙本报记者 昊鹏 文 李林 图

市政协委员、福建金永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游永琳：

增进漳台农业合作交流

漳州有着丰富的祖地资源，台
湾名门望族雾峰林家去台始祖林石
的祖籍地便是平和县五寨乡埔坪
村。台湾林氏宗亲与五寨埔坪林氏
宗亲往来密切，近年来在各级领导、
各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在两岸
宗亲的努力下，埔坪雾峰林家宗祠
建筑群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功
并且得到了很好的修缮保护。

“双木为林，两岸一家”。据不完
全统计，台湾雾峰林氏宗亲有 60 多
团组 1000 多人次回平和埔坪雾峰
林氏宗祠寻根谒祖。为今后更好地
做好漳台两地联络联谊交流，我建
议加大对埔坪雾峰林家宗祠建筑群
等一批漳州特有祖地资源的保护，
维系好两岸宗亲血浓于水的情感纽

带，拉近台湾宗亲祖地认同感，充分
发挥亲情优势，深化两岸民间交流、
促进同胞心灵契合。

⊙本报记者 昊鹏 文 李林 图

市政协委员、平和县台联会长 林丽娜：

加大祖地宗祠等涉台资源的保护力度

漳台两地长期在各领域保持着良好的沟通联
系，但近期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两岸线下交
流遭遇瓶颈，过去一些大型的活动也被迫中断，给
两岸交流带来新的挑战。

为增进漳台两地沟通联系，我们建议应当推
进“云端”交流常态化。融媒体可以在加强两岸
交流的同时，起到降低两岸交流的时间和经济
成本，扩大两岸交流的群体规模，促进两岸同胞
心灵契合、融合发展的效果。在疫情常态化的当
下，“云端”交流可在特殊时期成为替代线下活

动的一种新的传播交流渠道，有效打破两岸民
间往来的隔阂。

建议要创新各种方式与途径进行“云端”交流，
如为台企直播带货创造有利条件、加强漳台两地数
字教育合作等，切实为两岸民众创造更多交流机

会，使台胞能够体验大陆真实文化风貌和社会风
尚，逐步扩大认知交集。最后，要重视“云端”交流成
果，评估不同交流方式的效果，了解台胞的关注点、
需求点及其变化趋势，为今后工作提供参考。

⊙本报记者 沈昊鹏

台盟漳州市委员会建议：

推进“云端”交流常态化 增强漳台文化认同感

凝心聚力探索新路凝心聚力探索新路凝心聚力探索新路 争创漳台融合示范区争创漳台融合示范区争创漳台融合示范区
——“两会”代表委员热议漳台融合发展

台湾青年代表在古城木偶展示馆参观了解木偶表演艺术（资料图片）

金点荟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