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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台花灯同璀璨
两岸同胞共婵娟

2021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慧聚广场灯区
16日晚在江苏省昆山市璀璨亮灯。作为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今年昆山开发区慧聚广场中秋灯会
包含两岸情深、民俗风情等四大主题。灯会在空
间布置上与闽南风格的慧聚寺、天后宫相得益
彰，江南与台湾风情融为一体，营造出一步一景
的独特夜游观感。

当晚，高达8米的“妈祖像”和“两岸同
源”灯组光芒璀璨；电音三太子等展现台湾传统
民俗的灯组别具特色；融合江南水乡和昆曲文化
的彩船等也分外夺目……

灯会的一旁，颇受昆山当地两岸同胞喜爱的
“宝岛又一村”慧聚夜市正红火。夜市引进了
120 余家两岸商户、汇集 50 多种两岸特色小
吃，香气弥漫四周。让两岸同胞赏灯之余，亦可
大快朵颐，抚“胃”乡愁。

据了解，本届灯会共历时30天，灯会期间
开发区将举办两岸少儿平衡车比赛、园游会、两
岸民俗文化交流汇演、第十一届“昆山妈祖杯”
海峡两岸慢垒邀请赛、2021“昆山慧聚杯”台
湾夜市美食大赛等对台交流活动，丰富昆台文化
交流内涵。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孙德聪认为，海峡两
岸中秋灯会融合了两岸文化，承载着两岸同根同
源的血脉深情，进一步增强了台商的归属感和幸
福感。让台胞们在昆山更真切地体会到家的温暖，
也更坚定在昆山扎根永续发展的信心与动力。

（苏州台办供稿）

台胞 陆观
新闻 递速

“我们都是医护工作者，不管
来自哪里，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是
一样的。”9月18日，在福建省泉
州台商投资区的张坂中学核酸检测
点，台籍医护人员陈汎汝忙碌着为
民众采样。

2017 年经朋友推荐来到大
陆，陈汎汝现任泉州颐和医院健康
管理中心副执行长。有着十几年临
床护理经验的她，也曾亲历2003
年“非典”时期，“那时我在台
湾，还只是个后勤人员。这次在大
陆，我也义无反顾。”

自这轮福建本土疫情发生以
来，福建各地全速开展核酸检测。

9月 16日起，陈汎汝所在的泉州
台商投资区启动全区全员核酸检
测，不少台企台胞积极参与核酸采
样和检测工作，与当地民众并肩战

“疫”。
泉州台商投资区此次共设置了

76个采样点，安排228名采样人
员，预计在9月 19日完成全员核
酸检测工作。在这些采样人员队伍
中，来自泉州颐和医院的小分队尤
为特殊。

作为泉州市首家三级综合性台
资医院，泉州颐和医院一期涉及的
高端健康体检、医学影像检查及判
读、专家特色门诊等服务项目，将

在今年底前全面投用。开业在即，
医院的团队组建、服务流程体系构
建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人，“但我
们越了解这里，越融入这里，疫情
当前，我们越应该挺身而出。”谈
到在医院最需要人的时候，自己为
何毅然来到抗疫一线，陈汎汝说。

自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陈汎汝很感恩泉州市各级涉台
部门给予自己和医院各种防疫政策
措施的照顾，“经历这种疫情，我
觉得我更以泉州为家了，大陆及时
的防疫措施和民间的配合让我觉得
这里的民心凝聚力非常强。”陈汎
汝说。 （王敏霞）

越融入，越想挺身而出

刚刚过去的中华传统佳节中秋，在闽台胞因处于疫情防控而暂时阻隔了他们回乡与亲人团圆的脚步，但他们身在大陆心仍安，厦门、漳州、泉州等在闽
台胞聚居区都涌现了台胞与大陆同胞同心抗疫的身影。两岸同胞并肩抗疫，写就了一曲明月同心共照同胞家园的团圆曲。

继去年与同校的大陆青年
教师合作创作抗疫歌曲 《等待
花开》 后，作为词作人，闽南
师范大学台籍教师李姿莹日前
与该校艺术学院副教授张琨琨
再度携手，新创抗疫歌曲 《城
市亮光》。

“不论这个夜有多么漫长，
只要坚持就有日光。”9月23日
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连线时，
李姿莹声音中有些疲惫，“这个
中秋假期过得异常忙碌，连着
忙了好几天晚上，歌词的初稿
差不多就是一个晚上写出来
的。”

截至目前，漳州市民已经接
受了两轮核酸检测，“就算到了
子夜时分，无论老老小小都静静
地等候着，工作人员更是一刻不
得闲下，只盼尽快完成任务，维
护大家生命的安全……”谈到是

什么触动她，再度创作抗疫歌曲，李姿莹说，一
是受到张琨琨老师再度合作的邀约，再者自己
每每沉浸这样温暖感人的场景，内心也都有一
种涌动，希望自己能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

3年前，李姿莹作为台籍教师，应聘到闽
南师范大学任教，因为专业研究方向为闽南民
俗学的关系，李姿莹3年来很多时间，行走在
闽南地区的乡间，收集民间传说的故事，做歌
仔戏传承人访谈。在这些乡野调查中，她愈发
觉得透过闽南文化主题，自己与大陆有了更深
的情感和心灵联结。这也是触动和启发她，在
创作《城市亮光》歌词中，在副歌部分加入了
一段闽南语方言。

“方言有迅速拉近心与心距离，触动内心
柔软部分的力量。我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通
过歌中熟悉的音调，感受到闽南文化中勇敢的
精神，同时闽南语也是两岸同胞最熟悉的语
言，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两岸同胞，相互祝愿，
携手同心团结抗疫。”

2020年，李姿莹与大陆同事创作的抗疫
《等待花开》，先后推出闽南师大版、五洲版、阿
卡贝拉版、混声合唱版，通过媒体的报道和网
友们的转发传唱，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同
年，《等待花开》在2020年教育部思想政治工
作司、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组织的第四
届“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活
动”中荣获歌曲类二等奖。作为闽南民俗学青
年研究者，李姿莹希望去挖掘更多能够联结两
岸文化深层的民俗文化印记，讲述好两岸同根
同源的故事。

（本报记者 修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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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的城市生病了，
但我们会治好它，
还是欢迎您以后再来厦门。
请相信，我们一定能赢！”
9月 18日，由台湾在厦音乐制作

人吴明峰作曲，台湾在厦音乐人江万
福和大陆青年词作人丽娜填词的闽南
语抗疫歌曲 《厦门是咱们的所在》，
透过厦门音乐文化工作者王俊伟、泉
州音乐文化工作者黄红梅以及吴明
峰、江万福的联袂用情演唱，在抖
音、全民K歌、QQ音乐等网络视听
平台上线后，12 小时内点击量破百
万。

“自疫情发生以来，大家看到厦门
各界众志成城，积极抗击疫情，大家都
希望厦门这座美丽的城市能快点好起

来，就如我们在歌中唱的，‘咱的故乡只
有咱来担，心连心不惊受风寒，最后的胜
利一定是咱的’。”谈到唱作这首抗疫歌曲
的初衷，9月19日吴明峰在与人民政协
报记者连线时表示。

吴明峰介绍，自己7年前在日本完成
学业，选择来到厦门发展。2020 年年
初，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吴明峰
因为工作，滞留武汉，得到了当地台办和
社区居民的无微不至关爱。

“我当时想，既然自己短期内不能
返回厦门，不如做一名社区志愿者，
把当地政府和民众对我的关爱，反哺
回馈给这位城市。”因为亲眼见证武汉
城市管理者和普通民众在抗疫中表现
出的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和相互关爱
的温情，吴明峰在武汉期间，同样创

作了一首抗疫歌曲 《我要和武汉在一
起》。

“作为音乐唱作人，我习惯于用自己
熟悉的语汇，来表达记录对自己有深刻触
动的场景和事件，也希望尽一己之力，为
自己生活工作的城市做出事情。”吴明峰
说，因为自己内心情感很饱满，把自己用
歌助力城市抗疫的想法，和几个志同道合
的两岸音乐人交流，大家都很支持，所以
《厦门是咱的所在》从开始动笔创作，到
录歌、剪辑视频并最终发布，只花了两天
的时间。

“当然我们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网友
关注到这首歌。”谈到《厦门是咱们的所
在》上线不到一周即将破千万的点击量，
吴明峰直言没想到。

从心灵深处跳出的音符，自然直抵人
心。有网友在歌曲发布的抖音号上留言：

“熟悉的乡音，满满的感动！身为一个厦
门人，歌词句句戳心！谢谢你，写出我们
心中想说的话！唱出我们想唱的歌！”

（本报记者 修菁）

用音乐助力厦门抗疫

一轮明月照家国：

在闽台胞心与大陆同胞共团圆

9月 21日，进入此次厦门本土疫情防
控的第10天，厦门湖里区台胞志愿服务联
盟组织的台胞志愿者来到设在厦门市康乐第
二小学内的核酸检测点，参与核酸检测的志
愿服务。这里担负着附近塘边社区约1万名
居民的核酸检测任务。

在核酸检测现场，一位身穿“紫马甲”
的女志愿者，正耐心帮助一位上了年纪的大
妈扫码登记。“紫马甲”后面的“湖里区台
商联谊会”字样，格外醒目。她就是湖里区
台商联谊会会长、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副会长、厦门探索酒店总经理苏斐君。

“我们全部都是自愿来的，这个核酸检测点，我们集中人员
前来提供志愿服务，其他人会分布到其他各小区去支援抗疫。”
来自新北的苏斐君，在厦门发展自己的酒店事业已有10个年
头。去年4月大陆新冠肺炎疫情渐趋平稳之际，苏斐君主动申请
将自己经营的台资酒店列为定点隔离酒店。

谈及个中的原因，她说，不仅因为酒店离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较近、方便入境人士隔离，更与她想为自己心目中的第二故乡厦
门尽一点心力不无关系。

因为疫情，苏斐君已两年没有返台，就这样一直坚守在隔离
酒店的管理岗位上。

“厦门真是一个很有爱的城市，疫情应该很快就会挺过去
的。”苏斐君说。

对此，来自台北、在厦门已26年的台商李焕政，十分认
同。他在厦门一家经营健康休闲业务的台企任副总经理，“来到
需要我们的地方，希望我们这一次防疫有成，厦门有爱，一起守
护。”

据湖里区台胞志愿服务联盟介绍，当天有20名成员从一早
到晚上接力参与志愿服务，主要协助维护现场秩序、引导民众排
队、检查健康码、指导扫码登记等。早班10人，来自厦门不同
的台企，来自新北、高雄、苗栗等台湾不同的地方。

在厦门经营文化公司的台商陈雅怡表示，已在厦门这边生活
一段时间，得到这边很多的照顾，“这个时期，我们就应该奉献
一己之力。”

2011年就从台湾新北跨海前来厦门发展的台商林慕辰，对
厦门志愿者印象深刻。他说，两岸志愿者的共同点就是超有爱
心，希望透过两岸交流，能把志愿者精神发挥到极致，在更多方
面实现融合发展。

“此时此刻，我们应当站出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献出我
们的爱心。”正在现场忙碌的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吴家
莹也向记者表示，希望以此带动在厦门的所有台胞，同心抗疫，
共渡难关。

（本报记者 照宁）

受益于“她”，守护于“她”

本报讯（通讯员 郑连乔 记者 鲍蔓华）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9月15
日晚上，以“共叙亲情 共盼团圆”为主题的
2021年宁波市台胞台属中秋联谊会在奉化溪口
镇武岭学校大礼堂精彩上演。来自甬台两地的
80多位台胞台属，通过歌舞联唱、越剧表演、
情景朗诵、书法创作、品鉴月饼等多种形式，共
迎中秋，共话团圆。

“中秋是团圆的日子。我们在台湾吃着月
饼，心中想念奉化溪口老家的家人。两岸一家
亲，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远在台北的台胞蒋得恩携全家通过视频向晚会现
场送来中秋节的问候和祝福。

活动现场，几位在奉台胞还分享了两岸中秋
节日习俗的异同，以及他们在奉化多年的生活、
工作的感受。晚会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亲切的交流
互动，让两岸同胞度过了一个温馨难忘的夜晚。

奉化有1万余名台属，是全国重要的对台交
流“窗口”。近年来，奉化通过“两岸交流”委
员会客厅等渠道，架起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之
桥，让两岸群众的心与心贴得更近。晚会上，在
宁波投资办企业的台胞李睿为动情地说，因为受
疫情影响，这次不能回台湾过中秋，“但在大陆
品尝的月饼，一样特别有味道，这是江山、是
国，也是家乡的味道！”

宁波举办台胞台属中秋联谊会

本报讯（记者 修菁）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
会和台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共同主办
的“铭史承志·九一八事变90周年海峡两岸书
画展”23日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揭幕。

据悉，本次展览为期一个月，展出中国国民
党前主席连战、洪秀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
晓云等两岸各界人士和书画名家的作品136幅，
旨在激励两岸同胞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
神，携手致力祖国和平统一，同心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

画展开幕式上，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王建朗表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
精神遗产。此次展出的130多幅书画作品都饱
含爱国激情，展现了中华儿女血战到底的英雄
气概，体现了对抗战精神的歌颂和对和平的向
往。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上，只要两岸同胞同心
同德，勠力同心，必将迎来祖国统一、繁荣、
强盛的美好明天。

台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总顾问蒋友
松表示，举办此次书画展体现了两岸中华儿女铭
记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的共同意志。九一八
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民族抗战的历史我们不能
忘记，两岸同胞要共同努力，让中国抗战的历史
与精神为后世所知晓，在世界共鸣。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龙明彪表
示，伟大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两岸中华儿女为实
现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台湾问题的
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
而终结。衷心希望两岸同胞铭记历史、励志奋
斗，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共创民族复兴的
美好未来。

据介绍，此前，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台湾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曾于2017年至2019
年分别在南京、武汉和南宁相继举办三届“中华
民族抗日战争史与抗战精神传承研讨会”。

““铭史承志铭史承志··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9090周年海峡两岸书画展周年海峡两岸书画展””在沈举办在沈举办

本报讯（记者 修菁）中秋节来临之际，北
京市海淀区、台湾高雄市两地社区民众15日线
上相会，共迎中秋、分享社区防疫经验。

当日，“美丽家园齐共建 花好月圆寄相
思”海淀高雄迎中秋视频连线活动举行。2016
年开启交流、2019年启动视频连线，两地社区
往来密切，并已形成常态化线上交流模式。

活动中，两地社区民众表演民乐、山地舞蹈
等特色节目，并展示疫情防控舞台短剧与视频短
片。此外，海淀社区工作者与高雄里长分别分享
疫情期间的社区治理经验。

活动在两地民众同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中
结束。海淀社区将北京传统手工艺品兔儿爷赠与
高雄社区民众。

京台社区视频连线
共迎中秋 共享防疫经验

“铭史承志·九一八事
变 90 周 年 海 峡 两 岸 书 画
展 ” 23 日 在 辽 宁 沈 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揭
幕，展期为期一个月。

（辽宁省台办供图）

“济台情深 ‘泉’家赏月
共团圆”活动成功举办

日前，由山东省济南市台港澳办主办，市中
区委统战部（台办）、济南文艺者志愿协会、舜
网共同承办的“济台情深 ‘泉’家赏月共团
圆”活动在济南五龙潭畔举行。在济台胞、台
生、台属代表40多人参加。

在五龙潭名士阁西广场，大家参观了鲁绣、
彩绘、双面画、剪纸、面塑等手工艺展示，领略
非遗文化风采，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

“泉”家文化特色。在“展茶艺、做月饼”环
节，大家观赏茶艺表演，聆听茶文化讲解，动手
调馅料、压模具，体验月饼制作。在“济台情
深 泉潭汇聚”集水仪式上，与会嘉宾将取自济
南趵突泉、五龙潭、黑虎泉、珍珠泉和台湾日月
潭的水汇聚在一起，表达了两岸同胞心心相印、
情感交融的美好寓意。在随后的联欢活动中，大
家纷纷上台，表演诗朗诵《乡愁》、小合唱《阿
里山的姑娘》、山东快书《武松打虎》、京剧选段
《贵妃醉酒》等精彩节目，并一同合唱《相亲相
爱一家人》，展现了两岸同胞心手相连、血浓于
水的骨肉亲情。

据悉，本次活动是“济台情深 ‘泉’家幸
福”系列活动之一。该系列活动以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旨，在春节、元宵、端午、
中秋等中华传统节日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
动，促进两岸同胞情感融合、心灵契合。

（济南市台港澳办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