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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发展是全体中国人民包
括台湾同胞的最大机遇。”

“夯实两岸的产业连结，以优势
互补强化共同市场的韧性与活力。”

“只要扎根于这片肥沃的土壤
里，梦想就可以实现。”

盛夏时节，凤凰花开，在与台湾隔
海相望的厦门岛，满怀热情与期待的
台胞们在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大会上，
畅谈大陆发展机遇，分享精彩故事。

林毅夫青年时期来到祖国大陆，
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成为第一位任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学家。

“这正是得益于祖国大陆的发展
和强大。”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
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亲历和见证
了祖国大陆的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
的迅速提升，感慨颇深。

他说，尤其想和年轻一代的台湾
乡亲分享内心话。“不论你们今后从
事什么职业，到大陆来，抓住这个千
载难逢的机遇。”林毅夫表示，你们不
仅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做出一番事
业，而且你们将目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最终实现，并且能够自豪地说，

“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也有我的一
份贡献”。

海峡论坛大会上，台湾中华妇联
总会主任委员雷倩回忆起2008年在
金门服务的日子，常在黄昏时眺望厦
门。金厦两门虽曾为军事对峙的前
线，但如今已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最
佳范例。

“台湾的有识之士，过去曾经参
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如今自然不
会、也不应该错过这个和平崛起的大
势头。”雷倩说。

海峡论坛是两岸民间交流的“嘉
年华”，作为台湾基层组织代表的村
里长们结伴而来，见亲人、叙亲情，参
访交流、学习互鉴。

“每一次来都是一样开心激动的
心情，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收获，也
看到大陆不断的、快速的发展变化。”
台湾村里长联谊总会创会总会长郭
云辉说。

这是郭云辉第六次参加海峡论
坛。他希望两岸交流全面扩大，深化
基层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大陆有广阔
市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两岸应当
一起创造共赢并交流成功经验，促进
两岸关系持续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他说：“台湾村里长联谊总会愿意当
这样的和平使者。”

在大陆学习工作 16 年的台湾

青年寿彦轩在论坛大会上响亮地
说：“在两岸融合发展的大潮中，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没
有缺席。”

那一年，父亲对他说：“如果想要
舒适安逸，可以留在台湾完成学业，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如果你有更大的
抱负，想要挑战无限可能，那么我建
议你到大陆学习发展，大陆的前景和
未来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后来，寿彦轩在大陆完成了大学
学业，跟随父亲学习企业经营管理。
2015年，他与一位福建宁德姑娘喜结
良缘。再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第一
家主营健康产业的公司，团队目前有
成员 100 多名，其中台湾医师 30 多
名。他还与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共同发起设立“海峡两岸医学人才培
养交流基金”，旨在为海峡两岸民间
医学合作提供平台。

他说，决定到大陆发展，是他人
生当中做出的最重大也是最正确的
一个选择。

“希望更多的台胞台青同我一样
有梦、有爱、有家、有未来。”寿彦轩
说，“如果你们对未来依旧迷茫，对梦
想仍在追寻，那么，不妨先到大陆看
看。” （新华社厦门6月17日电）

来大陆意味着什么
——台胞在海峡论坛大会上分享精彩故事

新华社记者 邓倩倩 许雪毅

盛 夏 时 节 ，万 物 竞
秀。大陆疫情防控平稳转
段后举办的最大规模两岸
民间交流盛会——第十五
届海峡论坛在福建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深刻阐明“国家好，民族
好，两岸同胞才会好”的
大道至理，郑重宣示继续
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
域融合发展、造福台湾同
胞的政策主张，充分体现
了对广大台湾同胞的深
情牵挂和关心关怀，必将
有力凝聚两岸中华儿女
强大信心与磅礴力量，携
手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融
合发展，同心共谋国家统
一、民族复兴。

两岸关系发展根基在
民间，动力在人民。两岸
一家人是与生俱来的天然
基因，走近走亲、常来常往
是骨肉同胞的朴素愿望。
海峡论坛专为两岸基层民
众交流而创设，始终坚持

“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
的定位，不断丰富内涵、创
新形式、提升实效，已成为
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
的两岸民间交流盛会，深
受广大同胞认可，被誉为跨越海峡
的“百姓论坛”。

十五载踏浪前行，海峡情生生
不息。论坛持续广邀两岸各界尤其
台湾基层民众共襄盛举，叙亲情乡
谊、话民生福祉、传中华文化，在两
岸同胞之间架起一座座“连心桥”；
始终聚焦民本民生，精心为两岸民
众尤其青年一代搭建携手合作的平
台、共圆梦想的舞台，契合民意所求
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在两岸同胞
之间铺就一条条“惠民路”。交流、
交友、交心，两岸民众在一年一度的
交流嘉年华上厚植情谊、增进福祉，
共同书写两岸一家亲、交流促合作
的“新篇章”。

喜重逢，乐融融。随着疫情防
控平稳转段，两岸同胞期盼已久的
面对面欢聚终于在本届论坛上实
现。尽管民进党当局再度放言威胁
恐吓，但岛内政党、民间团体和各界
民众依然踊跃参会，用实际行动表
达“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
作”的共同心声。基层、青年、文化、
经济交流四大版块，51 场系列活
动，台湾各界嘉宾5000余人受邀参
与，本届论坛充分展现了团结凝聚
两岸同胞的新气象。两岸打破隔绝
藩篱36年来，同胞往来规模不断扩

大，各领域交流合作形成
全方位多层次的格局。
实践表明，两岸交流合作
顺应历史大势，交流、开
放、融合终将战胜交恶、
封闭、脱钩。

亲望亲好，中国人要
帮中国人。党的十八大
以来，祖国大陆秉持“两
岸一家亲”理念，推动两
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率先同台湾同胞
分享发展机遇，为台湾同
胞提供同等待遇，持续出
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极大
便利台胞在大陆工作、学
习、生活，吸引越来越多
台 胞 前 来 追 梦 筑 梦 圆
梦。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我们始终尊重、关
爱、造福台湾同胞，继续
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
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
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
政策”。诚如台胞们在论
坛上发出的感言：大陆方
面的政策宣示和积极作
为，让人真切感受到温
暖、善意与责任、担当。

走和平发展之路，谋
互利双赢之道，利在两岸
当下，功在民族千秋。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台海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通向民
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近年来，“台独”
分裂势力加紧勾结外部势力谋“独”
挑衅，制造两岸敌意对立，导致台海
局势紧张动荡，其所作所为违逆历史
大势，违背台胞意愿，损害台湾利益，
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
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中国是两岸同
胞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要坚定走
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正道，坚决反
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只有坚
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台海才
能恢复风平浪静，两岸关系才能回到
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察势者智，驭势者明。当前，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正波澜壮阔地展
开，为台胞台企带来前所未有的广
阔空间和千载难逢的宝贵机遇。两
岸中华儿女当共同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和衷共济、并肩而
行，一道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把民族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创中华民
族绵长福祉，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
光。携手同心，其利断金。驰而不
息，未来可期！

（新华社厦门6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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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记者彭
韵佳 沐铁城）国家医保局17日发布

《关于实施医保服务十六项便民措施的
通知》，推出首批十六项医保服务便民
措施，以简化手续、精简材料、压缩时
限、创新服务模式，十六项医保服务便
民措施主要包括“减环节”“优流程”“优
服务”“一站办”“减跑动”五个方面。

一是“减环节”，提速医保转移接
续。取消转出地出具参保凭证和转入
地出具联系函两个办理环节，将基本
医保跨省转移接续时间由原来45个
工作日压缩为 15 个工作日，开通医
保关系转移接续“跨省通办”服务，方
便群众线上申请、查询办理进度。

二是“优流程”，便利异地就医备

案。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国
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方便参保人
线上办理异地备案；扩大备案范围至
高血压、糖尿病等5种门诊慢特病患
者；未异地备案的急诊抢救参保人员
可视同已备案；允许跨省长期居住人
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

三是“优服务”，便捷群众医保信
息查询。开通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网厅或地方医保服务平台等多
种查询渠道，在医保经办大厅和有条
件的银行营业网点、社区服务中心、
定点医药机构等场所设立医保自助
区，方便群众查询个人缴费记录、医
保账户、医保药品目录等信息。

四是“一站办”，推行医保服务

“一窗通办”。针对传统服务窗口职能
单一、群众多头跑腿等弊端，推进医
保经办服务窗口“综合柜员制”，窗口
前台不分险种、不分事项、一窗受理、
一站式服务，后台分办联办快办。

五是“减跑动”，推进医保服务
“网上办”。依托医保服务平台“个人
网厅”“单位网厅”，实现参保登记、参
保信息变更等高频事项“网上办”。依
托数字赋能，参保群众不需持实体
卡，凭医保电子凭证二维码或刷脸就
可以看病买药。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向各地征
集医保便民服务典型做法和经验，总
结经验成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
持续推出医保服务便民措施。

国家医保局推出首批十六项医保服务便民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
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

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
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
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包容四海、兼纳百川，以开放

包容的胸怀，中华文脉绵延繁盛、
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在新时代愈发
焕发蓬勃生机与活力。（全文详见
云邵阳新闻客户端）

从中华文明包容性看中华文化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述评之五

(上接1版)
紧盯重点水域。我市将全市所有

危险水域按三级四类分级管控，购置3
万余套应急救援设备，实行“一地一
策”“一域一案”，设立重点水域网格
员，进行网格化、常态化巡查，做到“看
住水、管住人”。洞口县充分发挥社会
公众力量，建立“家长+学校+社会”联
防联控管理机制，定期开展危险水域
巡查和学生人员网格化管理，齐抓共
管，实现人人管学生、个个抓安全。

紧盯重点时段。在中小学放学后
以及节假日等重点时段，我市采取

“疏堵结合”的方式，为中小学生提供
免费（优惠）游泳场所，并安排志愿者
等专人值守，传习游泳技能，让学生
享受水中快乐。城步苗族自治县遵循
原生态开发理念，在交通便捷、人员
集中、水质较好、水流平稳、水深可控
的水域设立安全游泳区，建设安全游
泳点，购置救援设备，聘请村干部、护
林员、乡贤等为劝导员，全方位、全天
候、全覆盖巡逻，保障学生游泳安全。

打好防溺水“组合拳”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传统“人
防+物防”的基础上，我市注重发挥

“技防”的支撑作用，通过科技赋能，

着力构建立体化防控体系。
去年以来，我市按照“人防”与

“技防”有机结合、优势互补的原则，
统筹建设防溺水智能预警平台。市级
利用现有市社会治理创新开放共享
总平台，在县、乡两级安装防溺水智
能预警平台218个，在重点高危水域
安装智能预警终端 1746 台，学生进
入危险警戒区域时能够精准识别，自
动发出语音警告进行劝离。同时，综
合数据信息也有效帮助巡河人员提
高了巡逻巡防的精准度和效率。

为有效破解中小学生防溺水工
作所面临的水域面积广、巡查管控难
等问题，邵阳县想方设法统筹专项资
金，大力推进防溺水电子眼监控预警
系统建设，着力构建县域防溺水精准
化、智能化、立体化的“人防+技防”
防控体系，极大提高防溺水工作的效
率。武冈、绥宁等地还专门为乡镇购
置了无人机，每天在重点时段、重点
水域进行空中巡逻，增加巡查的频次
和广度，收效显著。

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投入资金
6693万元，12个县（市、区）均安装了
防溺水智能预警系统平台。目前，已
即时播报防溺水语音 32 万条，发布
预警信息24万条，劝离6103人次。

近日，来自银河航天和多家
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搭乘“电科1
号”综合试验船，赴南海海域完成
了对我国首个低轨宽带通信试验
星座的首次远海测试。该测试旨
在验证高低轨卫星、无人机协同
通信覆盖能力，为未来远海实现
更高质量网络通信积累数据。

2022年3月，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成功将银河航天研制的六颗低
轨宽带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
六颗卫星在轨与银河航天首发星
共同组成了国内首个低轨宽带通
信试验星座。

图为电科1号”综合试验船行
驶在南海海域（无人机照片，6月
15日摄）。 新华社发

我国首个低轨宽带通信试验星座完成首次远海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