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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陈翠仙潘薇

周末到社区为孩子们

开设亲子课堂；参与社区服

务洁净家园……在集美区

诸多开展志愿服务的现场，

都可以看到台胞热心参与

的身影。近期，集美区台胞

社工服务中心有6位台胞

台属通过2024年度助理社

会工作师资格考试，他们投

身公益事业，携手共建美丽

家园。

据介绍，集美区台胞

社工服务中心针对辖区内

台胞台属开展台胞社工培

训专班，提升学员们的社

工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

他们更好地服务社区工

作。培训专班至今已经举

办 8期，共有 142名学员

通过了考核，获得了结业

证书，其中有23名学员已

经取得了社工专业证书。

除了开设培训专班培

养社工人才以外，集美区

台胞社工服务中心还深入

服务当地社区，促进两岸

融合。据介绍，服务中心

在叶厝社区和城内社区开

展工作，引入台胞社工进

入乡村以及社区。“我们结

合社区、街道等多方资源，

开展共建活动，例如在传

统节日，我们会与社区一

起举办相关活动，打造两

岸交流平台。”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各类

活动不仅加强了社区与居

民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还

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归属感

和幸福感，同时也为两岸

社区治理的交流与合作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

晨报讯（记者 陈翠仙 胡毓
娇）日前，厦门正旺兴台青创业就

业影视基地在湖里区正式揭牌，

两岸产业嘉宾、艺人和台青们共

同见证大陆首个台青影视（专业）

基地正式运营，目前有20余家台

青企业入驻基地。

据介绍，该基地是湖里区积

极响应厦门市以节促产、以节促

城发展战略，引进台湾影视产业

链人才，联合大陆影视人才共同

打造的首个两岸影视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基地。

该基地拥有多个室内影片剪

辑、编辑创作工作室、后期制片管

理等硬件设备，并将打造影视产

业发展中心、影视产业投资中心、

影视企业服务中心、影视设备服

务中心、影视数字制作中心、影视

版权服务中心六大中心。

基地总经理王双秀表示，基

地将覆盖拍摄服务、后期制作、软

件开发、宣传发行、艺人经纪、产

业服务等影视产业链核心业务，

为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提供便

利与支持。期待未来基地入驻的

台青企业突破60家。

在揭牌仪式上，入驻企业代

表、台湾知名制作人李芝带来了

基地首部两岸合作的影片《展翅

和平的霞光——厦门》。影片讲

述了两岸年轻人从厦门看金门，

从金门看厦门的故事。

“两岸青年在文化、地理认知

上有许多差异，而我们要做的，就

是用青年人喜欢的影视剧，来打

破这种差异。”李芝说，“这个片子

我们花了两周的时间完成，两岸

创作者在共创影片的过程中拉近

了彼此的距离，也让感情变得更

加深厚。未来，我们也会共同制

作更多不同题材的影片。”

据了解，厦门正旺兴台青创

业就业影视基地与台湾科技大学

签订了实习协议。

王双秀说：“今年海峡论坛期

间，我们基地和台湾华中科技大

学展开合作，未来基地将签约台

青、台生等，让他们可以来大陆学

习、实习。同时，我们还将开设商

业摄影师、互联网营销师等人才

培训课程，协助台湾青年取得相

关证照，为他们创业就业提供方

便。”

台胞热心公益 共建美丽家园

厦门首个台青创业就业影视基地成立

台胞蔡淑玲是孩子们口中的

“铃铛老师”，来到大陆十多年的

她，从一开始的“没有事情做”，到

现在“几乎忙不过来”。拿到社工

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让蔡

淑玲收获满满，发光发热。

2011年，蔡淑玲跟随家人定

居厦门，曾经在台湾担任幼教老

师的她，不满足于全职太太的身

份，与朋友一起开设公益课堂。

“2014年，我和朋友们一起到漳州

的小学开展助学、研学活动。”蔡

淑玲告诉记者，他们带着厦门的

小朋友在寒暑假时前往漳州的小

学交流。

2021年，台胞社工服务中心

成立，蔡淑玲加入了这个大家

庭。“我是首批考取社工证的台

胞。”蔡淑玲告诉记者，通过培训，

她对厦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

有很多机会参与志愿服务。“现在

我基本上每周都要到叶厝社区为

孩子们上课，读创意绘本，在台湾

叫作‘故事妈妈’。”蔡淑玲说，她

喜欢孩子们叫她“铃铛”，“我觉得

孩子们上课要放松，不必叫老师，

因为老师这个称呼会让孩子们产

生很尊敬的感觉，我更希望他们

能随时展示自己。”蔡淑玲希望把

自己在幼教方面的经验传递给更

多人，家庭教育从娃娃抓起，除了

培养孩子们的兴趣以外，也应当

引导家长培养好亲子关系。

蔡淑玲不仅是孩子们的“铃

铛”，也是厦门兴才学院的兼职老

师。“整个社会在进步，我们的教

育理念也在进步。希望未来这群

孩子进入幼教这个行业的时候，

可以用创意的方式教育下一代小

朋友。”蔡淑玲说道。

来自台湾基隆的谢佳韦得知

自己通过社工考试后，觉得十分

高兴。“其实我是新厦门人，去年9

月份与妈妈定居在集美，希望能

为这座美丽的城市贡献一份心

力。”谢佳韦说道。

喜欢旅游的她走遍大陆多个

省市的好山好水，重走陕西的丝

绸之路，游览兵马俑、七彩丹霞

……每去过一个地方，谢佳韦总

会拍个纪念照。“大陆朋友都很亲

切，我在旅途中结交了不少好朋

友。”谢佳韦说，每每旅游回到台

湾后，她都会与身边的亲朋好友

分享所见所闻，让大家可以对大

陆有更多的了解。

如何更深入了解厦门这座城

市，谢佳韦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除了逛逛厦门的大街小巷以外，

她还常常参加各类交流活动，了

解大陆的就业创业环境、人文情

况等，参加社工培训是她的计划

之一。“我觉得要对一座城市加深

了解，一定要熟悉在地民众的生

活。我参加培训后，对厦门有了

一定的了解，也结识了不少常参

加公益活动的台胞，大家都很有

爱心，在这里生活让我觉得很暖

心。”

在谢佳韦看来，大陆的社工

一定程度上和台湾的义工相似，

都会服务弱势群体、进行爱心帮

扶等。她说：“在疫情防控时期，

两岸民众众志成城渡过难关，来

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奔赴每一座

需要帮助的城市，大家的善举深

深打动了我，这也是我加入社工

团队的原因。接下来我也会多参

与志愿活动，希望能为厦门这座

爱心城市贡献一份心力。”

希望为爱心厦门贡献心力
特写

为孩子们送上创意公益课程

▽台胞志愿者陪伴老人，为他们

送上亲手钩织的海芋花。

△台胞志愿者与当地居民打成一片，一起制作红龟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