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记者 潘薇

跨越海峡，两岸青年你来我往，双

向奔赴。

应马英九文教基金会邀请，2024

年11月27日至12月5日，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

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

7所大陆高校40名师生赴台交流。此

行在台湾掀起的两岸交流旋风，影响

深远。

两岸青年围绕教育、体育、文艺等

话题深入交流，场面温馨、气氛热烈。

大陆参访团成员马龙、杨倩、彭弋航等青

年，从形象、举止到谈吐，让台湾人民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大陆青年的友善谦逊

与健康向上，让曾经因“信息茧房”而产生

的片面认知在交流互动中逐渐消散。越来

越多年轻人认识到，两岸本来就是同根同

源，应该多些交流，减少误会，才能更好地发

挥各自优势与长处，创造更多进步与成长。

此次参访也是两岸青年的青春之约。去

年春天，马英九先生率台湾青年赴大陆参访，两

岸年轻朋友相谈甚欢，相约早日再见；当年7月，

大陆高校师生应邀赴台参访。今年4月，马英九先

生再次率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11月底12月初，

大陆高校师生应邀回访……你来我往，常来常

往，一幕幕两岸青年交流的生动场景，也在两岸

青年的青春相册里烙下鲜明印记。

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

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青年是国家的希

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

才会好，希望两岸青年之间的“双向奔

赴”越来越多。

“争”与“不争”的智慧

晨报记者 满丽

2024年，两岸经贸交流合作密切，要和

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

共同心声。

在今年6月举办的第十六届海峡论坛

大会上，7000多名台湾同胞跨海而来，首次

参加论坛的台胞新面孔超过一半，“首来族”

和台青占比再创新高；在12月举办的2024

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上，700多位两岸工商

界人士交流气氛热烈。

今年以来，两岸经济往来如火如荼。数

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两岸贸易额为

2662.22亿美元。

目前，大陆正在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产

业发展。这些新的发展方向和诸多新兴发

展领域，台企具有很多优势。两岸可以取长

补短、深耕细作，为两岸交流合作开辟崭新

空间、创造更多机遇、注入更大动能。大陆

也将积极倾听台湾各界声音，充分考量台湾

现实情况，以灵活、包容的态度探索符合两

岸共同利益的融合发展路径。

你来我往 双向奔赴

要发展要交流
融合向未来

海峡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
同种,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争”
与“不争”，蕴含着传统智慧和价值
追求。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我们要“争”；为了台湾同胞的
利益和福祉，我们“不争”，而是着
眼于交流交往、着眼于长远的共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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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陈翠仙

厦门五通客运码头总是人流如织，有从

台湾本岛远道而来的游客，也有来厦过周末

的金门乡亲，还有到金门旅游的福建居民

……这番热闹的景象，来之不易，是两岸民

众共同争取而来的。

今年9月27日起，福建省户籍居民和居

住证持有人赴金门旅游正式恢复。厦金航

线航次不断加密，今年9月 1日起从每日

16班增加至每日20班。厦金航线乘客的

不断扩容，显示的是两岸民众渴盼交流交

往的心声。

畅通往来通道，吸引台胞“愿意来、留得

住”；深化融合发展，还要让台胞“融得进、发

展好”。大陆不断完善增进台胞福祉和享受

同等待遇的政策制度，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增进两岸同胞的

亲情和福祉，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心走

近了，海峡就是咫尺。在交流交往的过程

中，两岸同胞心更近，情更浓，更能感受到血

浓于水、不分彼此的含义。

晨报记者 陈翠仙

2024年，两岸民众对当前时局的直观感受，可

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争”。这一点，从2024

海峡两岸年度汉字的评选结果得到了印证。由中

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推荐的“争”字，以超过100

万票，当选2024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这一评选结

果，折射出两岸民众对当前台海局势的看法，更蕴

藏着对未来两岸关系走向的启示：两岸应在争与

不争中寻共识、谋发展，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回顾2024年，“争”字几乎贯穿两岸关系

发展脉络。从“2·14”撞船事件到台湾当局领

导人“5·20”讲话，再从所谓“双十”言论到

“过境”窜美，充斥着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

流、谋“独”分裂、挑起纷争的险恶用心。台

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要争，为反对

分裂和外来干涉我们得争，为实现祖国

统一和民族复兴我们必须争。“争”是我

们在原则立场问题上的态度与方向。

“争”的同时，大陆展现出“不争”的

包容与努力，极力促成两岸交流。从今

年初的厦金对放烟花共庆龙年春节，到海

峡两岸体育嘉年华展现出的昂扬奋发，再

到2024海峡两岸（厦门）风筝节点亮同一

片蓝天……一系列两岸交流活动蓬勃开

展，助力两岸民众越走越亲。

“争”与“不争”的背后，蕴含的是我们对

手足至亲的包容与深情。两岸同胞是一家

人，家里面的事商量着办，都能得到妥善的解

决。大陆始终将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放在

心上，不争一时之利，不搞对立冲突，而是着眼

于长远的共同发展。

“争”是为了两岸和平，“不争”是为了人民福

祉。这需要两岸中国人的大智慧、大格局，把握

“争”与“不争”的立场，拿捏“争”与“不争”的尺度，

寻找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

期利益间的平衡点。

心走近了
海峡就是咫尺

台湾嘉宾及书法家展示2024两岸年度汉字“争”。

大陆高校师生团参观台北孔庙和林安泰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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