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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人往，“走亲”是温暖的注脚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大陆推进新质生产力带
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年轻一代
应当发挥才干、参与其中。”即
将入读暨南大学计算机专业
的台青王艺霖说。

近年来，祖国大陆设立大
量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海峡两
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
点，为台青提供了逐梦、筑梦、
圆梦的广阔天地。如今，越来
越多台青将“朋友圈”“事业
圈”“生活圈”深度扩容至大
陆，共叙血脉亲情、共享美好
未来。

“我的祖籍是江苏，亲来
亲往、亲上加亲，融入大陆做
一名‘爱拼族’是自然而然的
事。”在昆山定居乐业的台青
陈宇宏说。他今年设立“两岸
青年文化交流工作站”，针对
台湾青年对大陆市场和政策
了解不够、创业经验不足等问
题分享经验、服务乡亲，让更
多人“不仅留得下，更能融进
来”。

祖国大陆为台湾青年提
供了广阔舞台。截至今年5
月，共有300余名台胞获评工
青妇系统地市级以上荣誉
称号。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
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025“湖北青年五四奖章”获
得者、武汉力翰教育创始人王
祥宇说，“武汉是我的福地，我
们企业在这里实现爆发式增
长。我们将在大陆扎根、深

耕，进一步发展壮大。”
融入大陆发展，拼搏中不

断增加获得感、成就感、幸福
感，让越来越多台胞成为两岸
融合发展的支持者、推动者。

“登陆”5年的林家萱如今在北
京从事传统文化推广，近期专
程飞回台湾，为闽南语版《长
安三万里》首映捧场。

“两岸同胞有着一样的文
化基因，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两岸青年拥有更多的共同语
言、共同兴趣和共同话题。”林
家萱说，两岸就是一家人，只
要我们一条心、一起拼，定能
让青春之光在共同家园不断
闪耀。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5两
岸青年峰会上，青年朋友们畅
叙友情、碰撞思想、展望未
来。马英九先生视频致辞表
示，青年是两岸未来的希望，
鼓励更多台湾青年到大陆看
看，也欢迎更多大陆青年来台
湾走走，两岸青年互相学习，
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
来。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
旭岑表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
认可两岸交流，在岛内“去中
国化”的政治操弄之下，台湾
年轻人仍然到大陆来亲身体
验自己是炎黄子孙，深深体会
到自己身上流的是中华民族
的血液，中华文化、中华文明
是刻在身体的DNA，不是任
何政治举措和刻意扭曲所能
够撼动。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牧”星“耕”月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详解深空资源开发利用“三步走”规划

“我们的技术迭代始终与大陆
市场同频共振。”台资企业光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大陆区企业事务总监
罗庆红在2025两岸新能源汽车产
业融合发展对接会上说。这家深耕
大陆20年的台企，从传统摩托车车
灯起步，如今已转型为新能源汽车
智能车灯核心供应商。对接会上，
多家台企积极对接大陆整车厂及核
心零部件厂，寻求融入领先全球的
大陆新能源汽车供应链。

两岸产业合作的深度，正转化
为拉动两岸贸易的强劲引擎。今年
前5个月，两岸贸易额为1236.68亿
美元，同比增长13.3%。这充分说
明两岸经济合作动力保持强劲，产
业链供应链稳固，经济往来持续
加强。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两岸融合
发展注入新活力。祖国大陆持续促
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这些年来先
后出台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的“31条措施”和“26条措施”，以及
助力台胞台企发展的“11条措
施”和“农林22条措施”，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
策，助力台胞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的意见》印发两年来，福建作为台
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地位日益
凸显，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加快构
建，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

众多台商台企在大陆的成功故
事，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造福台胞台
企的最好例证。

“台湾农业的出路在大陆，台农
的春天也在大陆。”在福建漳平台创
园，鸿鼎农场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志鸿说。他的茶庄成为海峡两岸
高优精致农业的“样板”，印证了

“台湾技术+大陆场景”的融
合潜力。

厦金海域，碧波之上，往返客轮
的汽笛声与海浪声交织奏响两岸同
胞的连心曲。自2001年通航以来，
这条被台胞誉为“黄金航线”的厦金

“小三通”客运航线，截至2025年5
月已累计运送旅客2244万人次，占
两岸“小三通”总运量的九成以上。

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为了谋
“独”政治私利，变本加厉阻挠限制
两岸交流交往。但广大台湾同胞对
此不认同、不买账，络绎不绝于途，
积极参与两岸交流交往。

文脉同源，历史同脉。以“传
承·弘扬·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海
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5月28日在
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
表人士800余人出席，共商中华文
化传承与发扬之道，其中台湾嘉宾、
青年和基层代表约600人。

民心所向，鼓浪如歌。第十七
届海峡论坛大会6月15日在厦门
举行。作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
广的民间交流盛会，论坛延续“扩大
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涵
盖主论坛以及基层、青年、文化、经
济四大板块50多场系列活动。中
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首次参加海
峡论坛，岛内各界人士、基层民众不
惧民进党当局恐吓打压毅然出席。
超过7000名台胞踊跃参会，其中台
青占比超过四成，再次掀起两岸民
间交流热潮。

台海形势纵然复杂严峻，但两
岸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断、不能
少，也不会停、不会断、不会少。今

年上半年，江苏、福建、四川等地分
别举办两岸基层民生发展交流会、
2025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项目征集、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四川
交流会、第十届两岸学生大熊猫保
育体验营活动、2025“文化抗战川
渝行”两岸媒体采访活动等，彰显两
岸交流沛然莫之能御的动能。

各领域交流亮点纷呈。上半
年，两岸循环经济产业论坛、海峡两
岸哲学论坛等28个两岸校际交流
活动延续两岸教育领域交流热度。
2025两岸碳中和论坛、第三届两岸
新经济产业研讨会、两岸美丽乡村
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活动，为两岸
科技机构、青年企业家共谋高质量
发展搭建平台、提供商机，进一步深
化两岸科技界、教育界、产业界的交
流合作。

两岸交流持续热络，有力增进
两岸同胞相互了解。台湾网红“馆
长”陈之汉6月首度踏上大陆的土
地，到上海、浙江旅游并全程直播，
以“最寻常的大陆日常”为众多岛内
民众直观呈现大陆经济社会发展面
貌和人民群众的亲切热情。像“馆
长”一样，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亲身到
大陆走走看看，并在社交媒体分享
所见所闻。真情最能打动人心，两
岸同胞在频密的交往互动中了解彼
此，感动彼此。真相是最锐利的武
器，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绿媒、绿营名
嘴费尽心机编造的关于大陆的谎言
一一被戳穿，所制造的“信息茧房”
正在快速崩塌。

经贸合作，“双赢”是必然的结果

逐梦圆梦，“青春”是澎湃的动力

日前，深空探测实验室等单位在安徽
合肥举办我国首次深空资源开发利用学
术会议。深空资源开发利用是指对月球
及以远的天体或空间中的物质、环境和位
置资源进行探测、勘查、利用和地面试验
验证的一系列活动。

记者现场采访了中国探月工程总设
计师、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吴伟仁院士，
就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资源开发能力
构建作出详细解读。

深空资源开发利用意义深远

问：开展深空资源开发利用有哪些重
要意义？

答：深空资源开发利用逐渐成为国
际科技界热点探索领域之一，其对开发
物质资源、利用特殊太空环境资源、掌
握独特深空位置资源等具有重要
意义。

近地小行星、月球、火星等地
外天体蕴含矿产、水冰、大气等
资源，是支撑人类可持续探索
太空的重要保障。例如，近地
小行星富含铁、镍、铂族金
属、稀土矿物等资源，具有

巨大经济价值；月球、火星等天体可能蕴
藏水资源，可用于推进剂、生命保障物资
的原位生产和补给，对其进行相应的开
发利用，能有效降低深空探测任务成本。

同时，太空中超高真空、微重力、强辐
射等特殊环境是实现重大科学突破的天
然平台，可催生并赋能地球新产业的发
展。以太空制药为例，全球已有130多家
企业和研发机构深度参与利用太空环境
进行生物制药，预期2040年市场规模将
达数百亿美元。

此外，深空中有些独特的位置资源是
布置航天器的绝佳位置。以拉格朗日点
为例，日-地、地-月各有5个拉格朗日点，
在这些点位布置航天器，只需消耗极少的
燃料，就能在轨道上稳定运行，便于开展
天文观测、态势感知等科学研究活动。

深空探测迈入科学研究与资源利用
并重的新阶段

问：我国在深空资源开发利用上有哪
些机遇？

答：当前，国际深空探测蓬勃发展，商
业探月时代悄然而至，深空探测已逐渐从

“认识”深空向“利用”深空转变。主要航

天大国都在对深空资源利用进行全方位
部署，加速关键技术攻关，争取资源利用
的“先发优势”。

近年来，我国成功实施了嫦娥五号、
嫦娥六号任务和天问一号任务，正在实施
天问二号任务，在该领域已取得长足进
展。未来嫦娥七号、嫦娥八号与国际月球
科研站等任务将以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
试验作为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我国在深空矿物冶炼、水
冰提取、原位建造等资源开发的核心技术
方向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标志着中国
深空探测已经迈入科学研究与资源利用
并重的新阶段。

深空资源开发“三步走”能力构建

问：我国将如何开展深空资源开发
利用重大工程？

答：我们将按照系统规划、天地结
合、联合攻关、重点突破的原则，规划中
国深空资源开发利用的三个阶段目标。
争取在2030年前，形成深空资源勘探能
力，攻克资源利用部分关键技术，开展月
球原位资源利用在轨试验；在 2040 年
前，建设月球、火星星表基础设施，实现

小规模资源开发和初步利
用，开展小行星资源利用技术
试验；在2050年前，构建月球、火
星、近地小行星探测与资源利用技术
及能力体系，建成星表和空间资源利
用基础设施，初步具备规模化开发与应
用服务能力。

据此，建议提出三大任务：一是部署
资源形成与分布、物质提取转化、智能作
业等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重大科研项
目；二是建设行星环境与物质综合模拟
大科学装置、深空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试
验系统等重大模拟试验设施；三是实施
国际月球科研站、火星科研站、近地小行
星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试验工程等重大工
程任务，逐步构建我国深空资源开发利
用的核心能力。

深空资源开发利用已成为当今世界
航天发展的重要方向，要加强顶层战略
研究、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研
制建设地面试验验证基础设施，广泛联
合包括商业航天在内的各类社会力量，
大力开展国际合作，携手共创深空资源
开发利用新局面。

新华社合肥7月7日电

6月15日，参加第十七届海峡论坛大会的嘉宾步入会场。 新华社发

6月15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2025海峡职工论坛在福建省
厦门市举行。 新华社发

4月28日，大陆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闽南语版在台北首映。身
着唐制汉服、画着精致唐代妆容的台湾女孩林家萱，专门从北京飞回台
北参加这次首映记者会。 新华社发

两岸一家亲、同胞一家人，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2025年上半年，两岸同胞以“心相近、情更浓”的姿态跨越海峡走
亲走近，经贸合作逆势上扬，文化交流走深走实，青年携手逐梦圆
梦……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在合作中增信，充分彰显要和平、
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也是任何人任何
势力都阻挡不了的交流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