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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

本报讯 记者周剑 殷陆君报道：在
第五届海峡论坛的“海峡金融论坛”上，
招商银行厦门分行与台湾的永丰商业银行
等两岸 6 对 12 家银行签署人民币结算清算
协议。至此，厦台两地签署合作协议的银
行达到 24对 48家。

厦门经济特区金融学会会长李伟平
指出，厦门在建设跨海峡人民币结算清
算群之后，下一步应探讨发展新台币结
算清算群，建成首个两岸货币结算清算
群城市。

“海峡金融论坛”为 2012 年第四届海
峡论坛时首次设立。本次论坛与首届相
比，规模更大、规格更高、主题更务实，
参会人员达到 200多人，其中包括 25家台
湾地区金融机构、40 多位台湾嘉宾。会
上，两岸金融界人士围绕“ 《海峡两岸货
币清算合作备忘录》 的实施与两岸金融交
流合作前景的展望”主题，探讨两岸金融
合作的新途径。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首家在台人

民币清算银行，中国银行台北分行自今年
2 月 6 日开办人民币清算业务以来，发展
情况受到与会者高度关注。中国银行台北
分行行长蔡荣俊介绍，截至目前，该行的
人民币清算业务办理超过 3 万笔，清算总
金额达到 1900 亿元人民币。具体来看，
清算笔数上，个人业务、同业资金调拨等
占比较大；清算金额上，同业资金调拨、
企业业务等占比较高。

“人民币在台湾现在很‘红’，台湾的
人民币业务有望 5 年内赶上香港水平。”
台湾永丰银行董事长邱正雄分析称台湾在
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地位相当重要。邱正雄
表示对大陆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服务业商
机充满期待：“永丰银行从台湾汇往有合
作关系的大陆工商银行的款项，只需 10
分钟就能完成。现在，我们在厦门也要这
么做。”

据悉，截至 2013年 5月底，厦门市银
行累计办理厦台两岸人民币结算 278.52 亿
元，通过厦台银行间的人民币同业往来账

户共办理实际转汇结算金额 46 亿元，业
务量居大陆各城市前列。

“台湾人民币业务的迅猛发展，为厦
门 与 台 湾 的 金 融 合 作 提 供 了 更 多 契
机。”李伟平表示，厦门在建设跨海峡
人民币结算清算群之后，未来厦门还应
发挥两岸区域金融中心的桥头堡作用，

探讨发展新台币结算清算群，建成首个
两岸货币结算清算群城市。同时，以两
岸货币结算清算为基础，配合做大台湾
的人民币资金池，并把厦门两岸金融中
心与台湾人民币资金池对接，畅通两岸
货币往来渠道，助力台湾建设人民币离
岸市场。

厦门台湾48家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厦门拟建设两岸货币清算群城市

为期一周的第五届海峡论坛落下了帷幕。

本届论坛在保持一贯的草根性特色基础上，重点

推出了两岸社会公益、志愿服务等民生话题，同时加大

经贸板块的分量；不仅继续推出对台惠民政策，还加大

了对以往发布的惠民政策的解读，让民众能够更好地

应用这些政策。第五届海峡论坛的召开不仅在台海两

岸掀起了关注热潮，在海外也受到广泛好评。

海峡论坛已经走过 5 年，两岸民众得实惠的议题

在每届论坛上都是只增不减。本届论坛光是新增内容

就包括两岸公益论坛、世界闽南文化节、闽台“同名村、

心连心”联谊活动周、海峡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周等

８项。在今年“聚焦亲情·共圆梦想”的主议题下，两岸

的主办方更是不遗余力地追求论坛的创新提升，将生

态文明、城乡发展、美丽中国、民生福祉等主题元素有

机地融入到各项活动的设计创意之中。惠台政策发布

继续成为本届论坛“引爆”眼球的亮点，31 项促进两岸

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涉及两岸人员往来、经济合作、

文化交流、司法互助等多个方面。

海峡论坛的经贸板块今年明显“扩版”，在继续举

办台湾县市推介会、两岸乡镇对接系列活动、两岸共同

家园论坛等之外，新增了台湾农产品展销等活动。从

第三届海峡论坛开始举办的台湾特色庙会是最具人气

的“明星项目”，今年更是在厦门、福州、泉州三地同时

举行，为海峡论坛经贸板块“添彩”不少。在今年的海

峡金融论坛上，两岸 12 家银行还签署了人民币结算清

算协议，为两岸金融合作又添新翼。

一脉相承、心手相连，两岸民众的持续深入交流必

将迎来两岸关系的海阔天空。

海峡论坛——

惠民议题在增多
□ 廉 丹

第五届海峡论坛期间，在厦门五一文
化广场举办的台湾特色庙会吸引了众多游
客与市民。这天，庙会迎来了一位“特殊客
人”，他就是前来参加第五届海峡论坛的国
台办主任张志军。

“我是第一次逛台湾庙会，非常高兴。

通过庙会能够了解台湾社会的点点滴滴。
我小时候在上海郊区也经常逛庙会，但那
时绝对没想到能在大陆逛台湾特色的庙
会。”张志军说。

夜市是台湾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名气最大的要数士林、逢甲等四大夜

市。大陆游客到台湾就有白天参观景点，
晚上品夜市小吃的习惯。据悉，今年厦门
的台湾特色庙会比去年的规模扩大了三分
之一，有 232 个摊位，约 100 种台湾的名优
特色产品及小吃，日均游客已达八万多
人次。

张志军首先走到一家销售凤梨酥的摊
位前品尝。现场民众和记者急切询问其味
道如何。“很好吃，凤梨酥在大陆很有名
气。”听到赞美后，摊位老板娘开心地要送
张志军一袋凤梨酥，张志军高兴地接过，但
坚持自掏腰包。

行走中，张志军看到厦门市民王女士
拎着一袋刚买的台湾食品，便上前攀谈：

“感觉怎么样，买的是什么？”“还不错，我买
的是大肠包小肠。”王女士说。得知王女士
还没去过台湾，张志军还借机向她推荐到
台湾旅游。

来到卖台湾宜兰特产的摊位前，“现在
生意怎么样？”张志军问老板。当得知到宜
兰的大陆游客还不是特别多时，张志军忙
向老板“支招”说：“你们得想办法，在旅游
的沿线，做一些能把游客留下的人文景观，
让游客到那以后，不仅要在那儿吃饭，而且
留下来住宿。”

当记者问张志军哪种台湾小吃最好吃
时，他笑着说：“每样都好吃。”据了解，大陆
民众赴台旅游通常喜欢购买金门高粱酒、
凤梨酥和茶叶。张志军说，这三类可以说是
台湾的主打产品，但实际上台湾的小吃等
产品有很多，需要两岸更多交流。

逛台湾庙会的“特殊客人”
本报记者 周 剑

来自台湾南投埔里镇蔬菜运销合作

社的郭湘勳是最早在台湾种植百香果的

果农之一。但只做果树种植经济效益有

限、季节性强。郭湘勳从去年开始又做

起了百香果果冻、百香果酿酒、百香果果

汁等农产品深加工。郭湘勳带着他的产

品来参加海峡论坛，希望借助这个平台

开拓大陆市场。图为郭湘勳（左）正在第

五届海峡论坛台湾特色庙会上销售他的

产品。

本报记者 廉 丹摄影报道

这个林心如不是影视明星，而是“茶

明星”。台湾台中市巴告茶园的林心如

因茶叶种得好在台湾就被多家媒体报道

过。经当地农会 5 年的茶叶种植技术、

销售渠道等辅导，林心如的茶生意做得

红红火火，这次也是被农会选为茶农代

表来参加海峡论坛的。图为林心如在第

五届海峡论坛台湾特色庙会上展示她的

茶叶产品。

本报记者 廉 丹摄影报道

“大肠包小肠”在台湾是很常见的小吃，但台中逢甲夜

市上的“大肠包小肠”刘氏摊档却很是与众不同。第五届海

峡论坛台湾特色庙会上，“大肠包小肠”刘氏摊档的第三代

传人刘熙宇告诉记者，刘家三代做“大肠包小肠”，无论是原

料还是配方都很讲究。传到他和哥哥这一代，他们又针对

现代人讲究饮食健康的要求，将原来用木炭烤制改良为用

鹅卵石加热，并注册了专利。图为刘熙宇正在制作“大肠包

小肠”。

本报记者 廉 丹摄影报道

第五届海峡论坛台湾特色庙会上，台湾高山族艺人的精彩演出吸引了众多厦门市

民和游客观看。 本报记者 周 剑摄
第五届海峡论坛台湾特色庙会上，台湾高山族艺人的精彩演出吸引了众多厦门市

民和游客观看。 本报记者 周 剑摄

刘氏“大肠包小肠”刘氏“大肠包小肠”

“百香果”阿公的心愿

“茶明星”林心如

在第五届海峡论坛期间，两岸婚姻家庭论坛继去年
首次成功举办后再次亮相，并且延续了去年的高人气。
160 多位海峡两岸的婚姻当事人参加了这次温馨、幸福
的交流活动，围绕“珍爱家人”、“打拼事业”、“沟通两岸”
三项议题，讲述自己的婚姻故事，分享婚姻感悟，表达对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期盼。

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在大陆办理结婚登记的两岸
配偶数量达到 34 万多对。仅 2012 年在大陆登记结婚的
两岸居民就达到了约10500对。

民政部副部长、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协会会长窦玉沛
在论坛上表示，为帮助两岸配偶亲人更好地化解难题，维
系血脉亲情，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协会将会用心做好两岸
婚姻家庭服务这一跨越海峡的甜蜜事业。

窦玉沛表示，今年将举办两岸婚姻子女夏令营活动，不
断深化两岸婚姻家庭领域交流；开展两岸婚姻当事人辅导，
举办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人员培训，提高两岸婚姻家庭服务
水平；发布研究课题指南、成立专家顾问组，团结凝聚一批
有热情、有能力的专家学者，为两岸婚姻家庭服务出谋划
策；进一步加强与有关方面的沟通联络，积极协调推动惠及
两岸配偶亲人的政策措施。

第二届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举行
本报记者 廉 丹

本报讯 记者石伟 周剑报道：“三分
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闽南语
是维系世界华人情感的重要纽带，17 日上
午来自台湾的王龄娇博士深情哼唱起这首
闽南语歌曲时，顷刻拉近在座 300 多位海
内外嘉宾的心理距离。

当天，2013 世界闽南文化节闽南文化
论坛在位于福建泉州的闽台缘博物馆开
幕，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闽南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

据悉，世界闽南文化节是第五届海峡

论坛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泉州是闽
南文化主要发祥地和闽南文化遗产富集
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泉州设立了全球
首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本届世界
闽南文化节落户泉州，吸引了来自 36 个国
家和地区的嘉宾。

“闽南文化对台湾影响深远，研究台湾
历史，一定要到闽南这个源头。”台湾学者
谢英与来宾和学者分享了自己对花坛白沙
坑迎花灯活动渊源初探成果。此次论坛收
录了 62 篇最新学术发现和精彩论文，主题

涉及闽南文化的“海外传播”、“文化圈建
构”等方方面面。

论坛期间，闽台缘博物馆还设立“世界
闽南文化展示中心”，展出 2100多件文物、
800 余张照片，重现闽南文化风味。台湾
东吴大学教授徐泓表示，台湾的布袋戏、歌
仔戏都是源于闽南文化，此次回泉州将把
更系统完整的闽南文化遗产带到台湾进行
继承吸收。

福建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何
池告诉记者，海外多个国家都建有漳州会

馆、泉州会馆以及姓氏宗亲会，这些都已成
为当地传播闽南文化的重要平台。“闽南文
化随着闽南人跨海越洋传播到世界各国，
成为维系祖国与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闽
南文化已经具有世界性意义，发扬壮大闽
南文化可谓意义重大。”

据介绍，世界闽南文化节期间，泉州还
举行了南少林武术系列活动、第十届泉州
国际南音大会唱、戏曲精品剧目展演、海峡
两岸生物多样性与森林保护文化研讨会、
德化大型瓷艺展等系列活动。

世界闽南文化节在泉州举办
关注闽南文化弘扬与创新

2010 年国务院
批准同意厦门市在
两岸金融合作方面
先行先试，建立两
岸区域性金融服务

中心。国家“十二五”规划和海西规划
进一步明确“支持厦门建立两岸区域性
金融服务中心，扩大金融改革试点，在
对台离岸金融、资金清算等方面率先试
验”。该中心规划总占地面积8.6平方公
里，截至 2013 年 4 月底，已注册项目
152个，正办理注册项目24个，在谈项

目155个，总投资额预计超过580亿元。
目前，厦门金融中心大厦、台商总部大
厦等37幢项目大厦正在建设当中。

大陆金融界人士认为，人民币跨境结
算是全球银行业的机会。当前大陆居民赴
台游十分火热，两岸银行业应抓住机会共
同开发便捷赴台游产品，如人民币与新台
币的双币卡，实现直接便捷支付。

台湾金融界人士认为，当前，台湾的
人民币回流渠道尚不丰富，未来可以尝试
在有限区域如厦门等地，试点允许台湾跨
境人民币资金购买大陆的理财产品。

速 览

海峡新闻出版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殷陆君报道：6月 16日，由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第五届海峡论坛“海峡新闻出版业发展论坛”在
厦门举行。论坛深入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深化
新闻出版领域改革开放，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
交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五条支持
福建先行先试、惠及台胞的新闻出版政策,包括
批准设立海峡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和国家海
峡版权交易中心、允许在福建新闻出版单位从
业的台湾业者参加出版职业资格考试等。

“ 智 慧 生 活 ”成 新 亮 点
本报讯 记者石伟、通讯员汪小蓉报道：第

十一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第五届海
峡论坛期间开幕。“项目、技术、资本、人才”是本
届交易会的主题。台湾馆诠释的“智慧生活”引
起观众浓厚兴趣。这个馆通过智慧城市、智慧家
居、食品安全、健康照护、数字教室 5 大板块展
现了台湾厂商在智慧城市应用技术方面的最新
成果。一批在相关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台湾企
业首次来闽进行展示和推广。由台北市计算机
公会规划的“台湾智慧生活区”，实景模拟未来
智能城市安全监控及智能居家功能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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