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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发展新思路：发挥潜能 与台合作

周阳

舟山与台湾的历史联系深厚，不仅有共同的传统信仰、

互相的经济吸引，更有密不可分的情感交融。对舟山来说，

立足优势、发挥潜能，积极推进与台湾的合作是舟山在两岸

关系中实现自身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

一、利用传统信仰，聚焦与台湾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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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思考舟、台合作

问题，要聚焦文化的发展。舟山与台湾两地间的佛教文化历

史联系深厚，两岸人民有着共同的民间信仰。可以说，佛教

文化作为舟山与台湾文化联系的一大纽带，在促进两岸人民

的交流与合作中日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舟山在与台湾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舟山

观音文化、普陀山佛教文化，结合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

髓，发展“和合文化”。另一方面，从两岸共同的信仰、价

值观出发，通过开展“普陀山与佛光山的两山佛教论坛”等

活动，以此推进与台湾人民的交流往来。以文化交流为起点，

提升舟山对台湾的吸引力，加强两岸的融合发展、心灵上的

契合。

二、促进人员交流，积极寻找合作机会

舟山与台湾是海洋共同体，也是经济共同体，舟山与台

湾的经贸交流合作、两岸人民的友好互通已经实现并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对舟山来说，与台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利

用好舟台关系，在战略上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加强基层群众

的交流和青年交流是关键，扩大两岸人员的交流面，将广大

的农民、渔民纳入交流的范围之中。

另一方面，以高校、科研机构为依托，以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舟山自贸区为平台，吸引台湾高层次人才的流入、进

行两岸联合培训，通过学术交流活动扩大两岸交流，进一步



加强学校、地方与台湾的合作。

三、从情感出发增强两岸认同感，推进与台合作

舟山与台湾人民有共同的“根”、共同的“情”。历史

上，舟山有大量的居民前往台湾居住、生活。因此，发挥好

两岸间亲情血缘的纽带作用，增强两岸的情感融合，是促进

舟山与台湾合作的重要基础。

一方面，利用在台湾生活、工作的舟山人，宣传舟山的

对台政策、舟台的历史渊源、感情契合，增强两岸在血缘、

乡情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精神、意识形态上的融合发展，

吸引台湾人来舟山投资、交流学习。另一方面，从情感出发，

关注台湾人民的民意、抓住民心、了解民情，与台湾的合作

才能实现真正的心灵契合、融合发展。同时，“陆配”也是

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四、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多维度考虑舟台合作

在与台湾合作的问题上，舟山要“跳出台湾看台湾”，

以开放的格局、逆向思维、社会融合的视野看待舟山发展，

不仅要立足于两岸相同的捕捞、养殖等产业的合作发展，更

要着眼于舟、台的不同点促进两岸的交流与合作。

一方面，促进舟山与台湾地区海洋旅游业、渔业、海港

工业发展上的交流，拓宽两岸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

对舟山来说，加强与台合作，最主要是发挥制度上的优势，

就是从价值观、精神、制度等方面增强对台的吸引力。同时，



扩大“为人民服务”的外延，就与台合作这方面来说，就是

要为台湾人民服务、做台湾人民的工作。

五、提高舟民参与意识，发挥个人独特作用

一直以来，台湾问题都是两岸同胞共同关心的热点和焦

点，是关系民族、国家、两岸人民的共同大事。关心台湾问

题、是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每个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们应该

关心的国家大事，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而不仅仅只是

对台有关部门的事情。

同为中华儿女，在推进舟山与台湾合作的过程中，我们

每个人心中都应该要有热烈的家国情怀，要有为舟台合作努

力的信念和决心。对于每一个舟山人来说，学习对台政策、

团结台湾人民、进行友好交流等等，都是在对台合作中发挥

个人的作用。因此，在与台合作中发挥每个人的作用，不是

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贯穿于每一个可以实施的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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