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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舒婕廈門報道）第五屆海峽論壇昨日在福

建廈門拉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與

國民黨副主席林豐正的會晤交談中提出，要繼續夯實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取得新的

成就，讓兩岸民眾特別是基層百姓更多地受益。

當天下午，俞正聲會見了出席論

壇的兩岸各界人士。他表示，

海峽論壇已連續舉辦五屆，一次比一

次熱烈，內容更深入，有草根性，群

眾性，參會的兩岸人士有各個地方基

層代表，有民眾團體代表，工會界的

代表，婦女界的代表，對於促進兩岸

之間交流交往，增進親情起到很好的

作用，成為兩岸基層民眾交流的重要

平台。「我也希望聽到各方面朋友的

真知灼見，為兩岸交流交往提出更多

更好的見解，希望與會的台灣同胞通

過參加這次活動，都能有所收穫。

發揮民間交流平台作用

俞正聲強調，兩岸同胞本來就是一

家人，雖然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岸間存

在一些隔閡，但同胞間的親情是誰也

割不斷的。兩岸同胞應當加強交流，

互相關心，互相支持，多做增進了

解、融洽感情的事。希望兩岸同胞為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華民族繁榮昌

盛共同努力。

國民黨副主席林豐正用「向下扎根

必然向上結果」闡釋對海峽論壇的觀

察。林豐正說，海峽論壇至今舉辦至

第五屆，具有多元性、廣泛性、草根

性和基層性的特質，涵蓋的範圍非常

廣闊，一年比一年盛大，一年比一年

成功，為兩岸各界高度肯定和稱許。

這種由下而上的基層交流合作，可以

發揮最大的活力和彈性，發揮深遠的

影響，在兩岸的民間交流當中，必然

扮演重要的角色，為兩岸和平發展打

下重要基礎。

林豐正轉達馬英九問候

林豐正並向俞正聲轉達國民黨主席

馬英九、榮譽主席連戰的問候之意。

他表示，現在兩岸關係正邁向大交

流、大合作、大發展的美好勢頭，期

盼兩岸關係繼續發展，兩岸中國人用

共同的智慧、情感、毅力，打造中華

民族美好的未來。

據悉，本屆海峽論壇由兩岸73家單位

共同主辦，同時在福建省和台灣島內

舉行，論壇以「擴大民間交流、加強

兩岸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為主題，

設大會活動1項、基層交流12項、文化

交流8項和經貿交流7項等四大板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廈門報道）已經第四次參加海峽
論壇的金門縣長李沃士終於爭取
到發言機會，他感慨兩岸和平互
動帶給金門發展機會的同時，不
忘再為金門急缺的水資源發聲，
期盼大陸供水早日實現。俞正聲
聽罷，即場回應「大陸方面沒有
障礙，要盡速將此事具體化，不
要顧慮那麼多，不要將民生問題
政治化。」
今年以來，李沃士在數個場合

反覆呼籲金門向大陸買水的方案

能盡早實現。「金門處於發展的
過程，缺水缺點極大地限制了產
業。台灣方面已經給予政策支
持，目前主要是技術的部分，需
要大陸方面多予協助，讓它能盡
快實現。」
他又提及，兩岸提出不少好政

策，但由於涉及具體執行部門，
部分在落實上未盡圓滿。例如去
年開放陸客赴金一日遊，執行一
年來只有約2萬人次，與預期相距
甚遠，金門方面期望能夠加強溝
通，使政策得以完整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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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亟盼大陸供水
俞正聲：勿將民生政治化

台業界籲打通兩岸「金流」管道

近來相繼

發生毒澱粉

等食品安全

事件，令不少對「台灣製造」素

有信心的大陸饕客也心存疑慮。

海峽論壇的台灣縣市推介會上，

好山好水陪居次席，安全放心的

美食才是當下最吸引眼球的元

素。

「吃安全，找雲林。」雲林縣

計劃處處長陳東松笑稱，早料到

媒體會追問這個問題，雲林是農

業和養殖業大縣，黑金剛花生、

古坑咖啡等均是兩岸馳名的農副

產品。「例如我們那兒最有名的

『雲林快樂豬』和『綺雞』，都有

完整的飼養履歷，每個環節都有

嚴格檢測監控，質量絕對有保

證。」

「縣長，我想知道南投的烏龍

茶有沒有灑農藥？」南投代理縣

長陳志清一登台，便有陸客急急

發問。陳志清隨手拿起場邊備用

的凍頂烏龍茶，「到南投一定要

捎上我們的好茶，台灣有嚴格的

農殘標準，只要在政府核准的商

家購買，大家都可以放心飲

用。」南投市政府此行還專程帶

來茶藝小姐，為現場嘉賓奉上甘

醇好茶。

而論壇期間歷來人氣極高的台

灣廟會，業者也因毒澱粉事件受

到不小困擾。一家銷售各類魚丸

貢丸的攤主告訴記者，大陸顧客

在品嚐過該攤魚丸後大多願意掏

錢購買，不過也有人問起食材原

料。「我們做生意做的是口碑，

我敢打包票這裡面沒有任何澱粉

成份，我們的魚丸由純原料以及

魚漿製成，吃過便能發現與普通

魚丸的區別。」

■記者林舒婕、實習記者陳逸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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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業界翹首已
久的《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可望於下周的兩會領導人第
九次會議上落筆，未來兩岸經濟互動勢必更頻繁。台灣
前「財長」、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許嘉棟昨日接受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呼籲兩岸「央行」盡速簽訂貨幣互換協議，

以擴大台灣人民幣離岸業務範圍，打通兩岸「金流」管
道。
許嘉棟是在15日開幕的第二屆海峽金融論壇上作出上

述表述。此次論壇邀請兩岸金融業界200多位負責人及
高管共同出席，論壇開幕式上，閩台兩地12家銀行簽訂
合作協議，廈門國際金融管理學院與台灣金融研訓院也
簽訂了兩岸金融人才聯合培訓合作協議，為兩岸金融交
流合作的前景作出了有力的註解。

人幣存款規模快將超港

「台灣、香港、新加坡都想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
與會的永豐銀行董事長邱正雄直言，香港和大陸是金融
上的交流，而台灣和大陸主要是貨幣貿易上的交流。目
前台灣對大陸貿易順差約合5000億人民幣，台灣人民幣
存量也突破500億人民幣，「按照這個速度，台灣人民
幣存款規模幾年內就能超越香港，但唯一問題是錢怎麼
回流」。
對此，邱正雄對大陸正在大力推進的城鎮化帶來的服

務業商機有 高度的期待，他說，目前台資銀行已在大
陸設立10個分行和6個代表處，大陸的中國工商銀行已
以近200億元新台幣參股台灣永豐銀行2成股權，5家台
資銀行近期亦將獲准全面開展人民幣業務。「未來服貿
條例一旦通過，按照大陸70%城鎮化速度，服務業可以
參與的範圍就很廣了，金融業也是服務業，屆時台灣的
人民幣存量也能夠得到回流」。

多邊換匯機制亟待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習吳會」上中國國民黨榮譽主
席吳伯雄亦表達了台灣希望盡快加入由東盟主導的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期望，並希望討論
推動兩岸簽署教育交流、文化交流協議。
對此，許嘉棟表示，大陸同台灣都有較多外匯存底，

因此多邊換匯機制亟待建立。「大陸已經跟很多國家簽
訂換匯協議，即在必要的外匯存底可以互相支援，共同
穩定東亞的金融。台灣也有很大的外匯存底，加上台灣
的部分，就能讓這個經濟圈的實力更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艷芳 廈

門報道）由於狹管效應和兩岸海上
航運的繁忙，台灣海峽成了海上交
通事故和受颱風等海洋氣象災害影
響最為嚴重的地區，氣候的特點決
定閩台氣象密切相關。記者從正在
廈門舉行的海峽兩岸民生氣象論壇
上獲悉，閩台將進一步加強海峽應
急救援氣象保障合作，完善海洋觀
測應急處理聯動機制，推進海峽兩
岸災害性天氣預報預警技術的科研
合作，提升氣象監測預報預警精細
化水平。

閩提升沿海四市天氣雷達

來自兩岸的70多位海洋漁業、海
運、海上救助、旅遊、農業等各界氣
象用戶代表及氣象、水文水利專家學
者代表廣泛交流海峽兩岸航運氣象保
障、海峽漁業氣象、特色農業氣象、
旅遊氣象服務等各行各業對氣象信息
的需求。福建省副省長陳榮凱在會上
表示，將提升沿海四個城市天氣雷達
系統，提高測風與暴雨強度的預測。
台灣大學周仲島教授在發言中提

出，希望未來在海峽上的災害性的天
氣，有更具體的合作，尤其是大風跟
霧氣天氣時。由於台灣海峽中線分
隔，導致兩岸相關資料的及時互通還
存在一些困難，盼望透過正式協議簽
訂，天氣預測資料可以互通並且能夠
更順暢。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逸靜

廈門報道）第五屆海峽論壇首設兩岸

公益論壇，其間特別推出「溫暖遠征

老兵」的微公益項目，呼籲兩岸愛心

人士為解放中華而奮戰的遠征老兵奉

獻愛心。

在抗日戰爭期間，當時的國民政府

為了打通滇緬公路「國際交通線」，

兩次派出遠征軍赴緬作戰。從1942年

到1944年，遠征軍將士英勇奮戰，在

付出重大傷亡的代價後，終於打通滇

緬公路，為抗戰勝利作出巨大貢獻。

國務院台辦副主任葉克冬、中國宋

慶齡基金會副主席齊鳴秋、福建省副

省長倪岳峰、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秘書

長李寧、台灣中華文化推廣協會理事

長趙怡等，共同啟動了這一項目。

事實上，遠征老兵均已高齡或離

世，關愛遠征老兵是一項與時間賽跑

的行動。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秘書長李

寧表示，此次活動將通過網絡，發動

兩岸愛心人士募集資金，在每年重要

節日和遠征軍老兵的生日，向他們送

上物質關懷和精神慰問。此次啟動這

一項目，是為了讓已到耄耋之年的他

們晚年生活得更加幸福。

兩岸船政後裔 馬尾懇親祈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福州

報道）來自兩岸近百名的船政精英、
船政先賢的後裔和專家學者日前齊聚

福州馬尾天后宮，一同進行平安會香
祈福活動。
據悉，此次船政後裔懇親祈福盛典

有一突出的亮點，就是「三獻」禪樂
部分是由台灣新竹七星生活美學民族
樂團，和福建船政天后宮禪和樂團共
同演奏的。
在禮樂中，晚清四大名臣、創辦馬

尾船政局的左宗棠第五代孫子左煥琨
作為主祭人，領銜祭拜儀式，不少船
政後人雖已是垂垂老者，但半個多小
時全程虔誠恭立。禮畢後多名船政後

人紛紛表示，很高興能親身經歷這樣
一個特別的傳統儀式，以這種方式尋
根訪祖，緬懷先賢，為國家祈禱和平
和幸福。
據介紹，此次兩岸民間團體的文化

交流，旨在進一步彰顯船政文化、媽
祖文化在兩岸民間文化交流中的優勢
和「先行先試」的作用，在傳承民間
傳統音樂的同時，以媽祖信俗為載
體，突出展現媽祖文化和禪和音樂的
風采，進一步拉近兩岸人民的文化認
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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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華

婦女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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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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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海

峽論壇．台

灣特色廟會

上，一家來

自台灣的烤

魷魚店店員

跳「賣萌」

舞蹈吸引顧

客。中新社

■南投代理縣長陳志清力撐當地出產的烏龍茶

具有品質保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攝

■廈門國際金融管理學院與台灣金融研訓院簽訂兩岸金

融人才培訓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葉臻瑜攝

■有中國首善之稱的福耀集團董事長曹

德旺在廈門出席兩岸公益論壇。 中新社

■兩岸船政後裔祈福現場。 翁舒昕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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