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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结合当地中华亲情文化资源，建设

有当地特色的、存放海内外华人家谱和亲情

纪念资料的“中华亲情馆”；

二要结合当地长寿林木资源，建设有当

地特色的长寿树园林景区；

三要结合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

符合当地需求的支撑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

首批建设试点基地的产业项目。

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建设试点

基地，应由供海内外华人，特别是供海峡两

岸同胞存放血缘家谱和其他亲情纪念资料

的“中华亲情馆”及其他弘扬中华亲情文化

的设施、景观与一定规模的长寿林木区域共

同组成。海内外华人，特别是海峡两岸同胞

在向“中华亲情林”基地中的“中华亲情馆”

存放家谱或其他纪念性的资料时，同时认养

其种植或原已有的长寿林木。认养的长寿

林木与其存放的血缘家谱或其他亲情纪念

资料联档联号，谓之为“中华亲情树”。海内

外华人、特别是海峡两岸同胞通过自身养护

或委托养护“中华亲情树”，使之成为其纪念

亲情的基本象征。“中华亲情林”基地是这种

纪念亲情基本活动的集合性场所，推动人们

以纪念亲情的人文境界去种植和养护长寿

林木；同时，又以种植和养护林木的生态方

式纪念亲情。

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建设试点基

地的基本标准为：两个自愿条件、两个资源条

件、一个根本条件。

两个自愿条件，是指当地政府自愿予以

政策支持和扶植，当地企业自愿投资建设；

两个资源条件，是指当地具备中华亲情

文化资源、具备长寿林木资源；

一个根本条件，是指“中华亲情林”建设

必须有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问题解

决提升有机融合，并有市场盈利点的产业项

目作为长效依托和支撑，使“中华亲情林”建

设的社会效益得到经济效益的依托和支撑，

公益层面建设得到商业层面建设的依托和

支撑。

两个自愿条件，就是反对搞行政运营，强

调市场机制和企业主体的作用；两个资源条

件，就是要因地制宜，反对盲目的一哄而上；

一个根本条件最重要，就是要反对搞花架子、

浮夸风，反对搞政绩工程、形式主义，以求实、

务实之风推进“中华亲情林”首批基地建设。

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建设试点基

地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

事务办公室批准和指导，由华夏文化纽带工

程执行委员会主办，严格执行“两个自愿条

件、两个资源条件、一个根本条件”的基本标

准，总体符合基本标准的申报单位，同意做出

试点；试点在基本标准上总体做出成果，同意

正式命名为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建设

试点基地。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建设

试点基地的推进，严格奉行“宁缺毋滥、宁少

毋多、试点先行、典型引路、成熟一个、推广一

个”的工作原则。目前，全国已有近 120个市

县的政府或企业做出申报，2013 年年底至

2014年共批准8个试点单位，当前将对已有产

业依托并总体上符合框架标准，筹建中已取得

阶段性成果的申报企业植入“中华亲情林”基

地的项目，批准作为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建

设试点基地。同时，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

批建设试点基地正在进一步研究以资本运作

扶植产业、以产业支撑公益的经济模式。

根据有关部门文件精神，由华夏文化纽带

工程执行委员会主办的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

建设试点基地工程（以下简称“中华亲情林”基

地）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弘扬海峡两岸同胞亲情有过一系列重要论

述。2014 年，他在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提

出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指出：“只要我们都

从‘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出发，将心比心，以诚相

待，就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困难不

能克服。”2015 年，他在新加坡与马英九会晤时

所做的致辞，贯彻着“亲情”的理念，其中特别指

出：“海峡隔不断兄弟亲情。”“我们是打断骨头

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建

设“中华亲情林”基地，正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弘扬海峡两岸同胞亲情重要论述的具体实

践。同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国民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

善”作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和基本理念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华亲情林”基

地无疑也是为实现这两项主要目标做出的重要

举措。因此，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中华亲情

林”基地从广度和深度上全面推进！

“中华亲情林”基地的
基本理念和工作指向

“中华亲情林”基地，应由供海内外华人，特

别是供海峡两岸同胞存放血缘家谱和其他亲情

纪念资料的“中华亲情馆”及其他弘扬中华亲情

文化的设施、景观与一定规模的长寿林木区域

共同组成。海内外华人，特别是海峡两岸同胞

在向“中华亲情林”基地中的“中华亲情馆”存放

家谱或其他纪念亲情资料时，同时认养其种植

或原有的长寿林木。认养的长寿林木与其存放

的血缘家谱或其他亲情纪念资料联档联号，谓

之为“中华亲情树”。海内外华人，特别是海峡

两岸同胞通过自身养护或委托养护“中华亲情

树”，使之成为其纪念亲情的基本象征。“中华亲

情林”基地就是这种纪念亲情基本活动的集合

性场所，推动人们以纪念亲情的人文境界去种

植和养护长寿林木；同时，又以种植和养护长寿

林木的生态方式纪念亲情。

上述关于“中华亲情林”基地的基本理念，由

台湾 70多个政党和社团与大陆方面联合研究并

提出。它包含着两岸认同的深刻的工作指向。

一是它明确提出了弘扬中华亲情的工作指

向，具有净化心态的意义。亲情，一般指有家族

血缘关系的骨肉情感；而在亲情前加了“中华”

两字后，这种亲情，就是指中华民族的同胞之

情。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

的亲情，都受到了利益关系，特别是政治利益和

经济利益关系的切割和影响，“中华亲情林”基

地以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中华亲情文化为

指针，就需要推动海内外华人，特别是海峡两岸

同胞，在心态上超越一切狭隘的利益阻隔，加强

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凝聚；体现到实践层面上，

“中华亲情林”基地要吸引海内外华人，特别是

海峡两岸同胞存放家谱和亲情纪念资料，用以

体现和象征海内外华人，特别是海峡两岸同胞

的同根同源、同文同宗。

二是它明确提出了建设一定规模的长寿林

木区域的工作指向，具有净化生态的意义。长

寿林木,特别是长寿珍贵林木，较之速生林木，对

于涵养水土、净化生态，具有难以比拟的重要

性。而在我国，往往由于经济的短期效益目标，

长寿林木的种植和养护，实施的广泛性和精致

性远远不够。“中华亲情林”基地以长寿林木区

域作为基本组成部分，将对我国的长寿林木的

广泛、精致种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体现到

实践层面上，“中华亲情林”基地要吸引海内外

华人，特别是海峡两岸同胞，认养长寿林木作为

“中华亲情树”，这就为全面建设以长寿林木区

域为主题的绿色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三是它明确提出了将存放家谱和亲情资料

与认养长寿林木联档联号，具有将净化心态和净

化生态交融，并使之固定化、持续化运行的意

义。长期以来，我国的纪念亲情，对于纪念逝者，

往往是在清明节或其他相关节日祭奠；对于生者

亲情的纪念，往往局限于节日里的团聚乃至吃

喝；对长寿林木的持续性养护，也始终是一个短

板。“中华亲情林”基地提倡将存放家谱或亲情资

料与认养长寿林木联档联号，使人们以养护长寿

林木的方式纪念亲情，使纪念亲情的方式日常

化、持续化并生态化；同时，又使人们以纪念亲情

的人文境界去养护长寿林木，因为长寿林木已成

为亲情的象征。这就使得人们养护长寿林木有

了精神上的原动力。“中华亲情林”基地从而可以

成为人文与生态相结合的重要精神家园。

“中华亲情林”基地的
实施基础和依托条件

宏观的工作指向从来要与微观的实际条件

相结合。“中华亲情林”基地的基本理念和工作指

向需要相应的实施基础和依托条件。具体说来，

它需要两个资源性的实施基础，即亲情文化资源

的实施基础和长寿林木资源的实施基础；需要两

个依托条件，即产业依托条件和企业依托条件。

亲情文化资源的实施基础。“中华亲情林”

基地要实施弘扬中华亲情，感召海内外华人，特

别是海峡两岸同胞前来存放家谱或其他亲情纪

念资料，项目实施地必须具有亲情文化资源的

基础。一方面，中华民族有着珍惜骨肉亲情、乡

情的文化传统。因此，打造“中华亲情林”基地，

应当开掘当地的姓氏文化、生肖文化、乡土文

化、宗亲文化资源，感召海内外华人，特别是海

峡两岸同胞到本乡、本土、本宗姓中存放家谱或

亲情资料，认祖归宗，骨肉团聚。这方面的亲情

文化资源需要从深度开掘，打破浅表层次的一

般化格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中华

民族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传统，因而也有

着四海为家的气魄和胸怀。所以，体现天人合

一境界的自然景观、体现根祖源头的先祖先贤

史迹、体现儒释道文化及中华各形态文化的名

胜，都可以感召海内外华人特别是海峡两岸同

胞，将项目实施地作为精神归宿地，存放家谱和

亲情资料。这种亲情文化资源也可以有近现代

文化的类型，如在近代文化资源方面，安徽省合

肥市正在筹建以纪念刘铭传为主题的“中华亲

情林”基地；在现代文化资源方面，许多地区申

报建设以纪念抗日战争为主题的“中华亲情林”

基地。因此，建设“中华亲情林”基地的过程，也

是一个对当地文化资源进一步梳理和盘活的过

程。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梳理和盘活应当具

有独特性，即具有当地特色，不重样；具有深刻

性，能够推陈出新。

长寿林木资源的实施基础。“中华亲情林”

基地要感召海内外华人特别是海峡两岸同胞在

存放家谱和亲情资料的同时，认养长寿林木作

为“中华亲情树”，项目实施地必须有一定规模

的已有或在建或拟建的长寿林木区域。而这些

长寿林木，首先本身需有相应的文化内涵。中

华林木文化中，很多长寿林木与姓氏文化直接

关联，如银杏树，又称“公孙树”，原因是中华始祖

黄帝复姓公孙，所以银杏树具有黄帝文化的内

涵；很多长寿林木与儒释道文化有关，如菩提树

与佛教文化的关系。还有一些长寿林木，需要深

度开掘其文化内涵，建有全国最大海南黄花梨基

地的贵州汇生林业集团，作为“中华亲情林”基地

首批试点单位，开掘黄花梨芯成熟方标志材成熟

的特质，与中华养心文化相联系，创意打造以养

心文化为主题的“中华亲情馆”及其设施和景观，

已吸引到海内外重要人士认养其种植的黄花梨

作为“中华亲情树”。同时，推动海内外华人认

养的长寿林木也最好具有一定的中短期经济价

值，如红豆杉的红豆杉果，本身有药用价值；黄

花梨树叶做成的黄花梨茶，有养生功效。

产业依托条件和企业依托条件。“中华亲情

林”基地要使弘扬中华亲情和建设绿色经济的

工作常态化运营，使净化心态和净化生态的交

融长期持续发挥作用，项目的实施必须具有自

我造血的良性循环功能，这就需要有产业的依

托条件；同时，项目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功能必

须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就需要

企业作为“中华亲情林”基地的投资和建设主

体。在“中华亲情林”基地初期启动、征集申报

单位时，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执行委员会就已经

把这两个依托作为申报的基本条件提出。可喜

的是，“中华亲情林”基地从 2013 年年底初步启

动后，经过两年的实践，已经初步探索出了两个

依托的大致路子。“中华亲情林”基地实施初期，

曾实现与当地的生态修复产业相结合，通过打

造“中华亲情林”基地治荒、治污、营造景观，并

与大中型工业产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区、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内凝聚员工人心及绿化的工作相结

合，但这方面的实践尚缺少企业主体的市场化

运行。随着“中华亲情林”基地的推进，尽管经

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仍然有一批有品质和实力

企业选择了以打造“中华亲情林”基地，作为企

业自身和其所运行项目转型和提升的重要阶梯

和平台。从目前看来，大致有以下类型：

以文化旅游产业作为依托。“中华亲情林”

基地的植入，有助于其客流从观光型、休闲型向

精神文化型的固定客户流发展；

以大型林业基地作为依托。“中华亲情林”

基地的植入，有助于林业基地具有文化旅游产

业的内容，同时，认养“中华亲情树”的工作，有

助于林业基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

以养老养生产业作为依托。“中华亲情林”

基地的植入，既有助于养老养生产业中养心内

容的展开和实施，也有助于养老养生产业文化

氛围、生态氛围的营造。

“中华亲情林”基地的
框架标准和发展阶段

“中华亲情林”基地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具

有严格的规范性。2013年年底，在“中华亲情林”

正式启动时，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执行委员会作为

主办方，就颁布了“中华亲情林”的框架标准，即

两个自愿条件、两个资源条件、一个根本条件。

两个自愿条件，是指当地政府自愿予以政策

支持和扶植，当地企业自愿投资建设；两个资源

条件，是指当地具备中华亲情文化资源、具备长

寿林木资源；一个根本条件，是指“中华亲情林”应

当有产业依托，即必须有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民生问题解决提升有机融合，并有市场盈利点的

产业项目作为长效依托和支撑，使“中华亲情林”

建设的社会效益得到经济效益的依托和支撑，公

益层面建设得到商业层面建设的依托和支撑。

两个自愿条件，就是反对搞行政运营，强调市场

机制和企业主体的作用；两个资源条件，就是要

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反对盲目的一哄而上；一个

根本条件最重要，就是要做实事、求实效，使“中

华亲情林”本身具有良性循环和自我造血功能。

“中华亲情林”2013 年年底正式启动时，全

国有 80 多个市县的政府和企业做出申报，现在

全国已有近 120 个市县的政府和企业做出申

报。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执行委员会一直坚定奉

行“宁缺毋滥、宁少毋多、试点先行、典型引路、

成熟一个、推广一个”的工作原则，2013 年至

2014 年仅确定了 8 个试点单位。这些试点单位

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有些试点单位取得了重

要的进展，在当地引起了重大的反响。目前，

“中华亲情林”基地的推进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

阶段，即从确定试点单位、探索发展途径提升到

了确定试点基地、推广发展模式的阶段。华夏

文化纽带工程执行委员会除将已有试点单位取

得成果的项目进一步确定为“海峡两岸‘中华亲

情林’试点基地”外，还将把多个按照“中华亲情

林”基地框架标准筹建、已取得重要成效的文化

旅游产业项目，确定为“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

试点基地”，并将公布他们的申报文字，实际上

也是他们对“中华亲情林”基地试点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分析，推广他们的这种模式，希望典

型引路，使“中华亲情林”基地得到纵深型发展。

“中华亲情林”基地的推进，得到了华夏文

化纽带工程各组织指导单位的全力支持和社会

各界的大力帮助。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专

职副主席、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委

员何丕洁同志，为推动“中华亲情林”基地的健

康发展，不辞辛劳，到许多地方做出调研和推进

工作；贵州省政协牵头与贵州省政府共同成立

“中华亲情林”省际领导小组，对“中华亲情林”

贵州试点单位予以各方面的及时指导和帮助；

安徽省、合肥市的省市两级领导同志都对安徽

省“中华亲情林”试点单位的工作给予批示和关

心；许多市县的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推进“中华亲

情林”基地建设的领导小组；全国许多企业、社

团、机构和人士，都对“中华亲情林”基地献计出

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亲情林”基地的

每一步进展，都引起了台湾同胞的高度重视和

热烈反响。台湾一些重要人士开始了认养“中

华亲情树”的进程，台湾一些社团，直接参与了

有关试点单位的“中华亲情林”建设。特别是，

继 2013 年年底台湾同胞送来包括 500 多套家谱

在内的 29 套宗谱后，台湾同胞不断向华夏文化

纽带工程执行委员会了解哪些“中华亲情林”试

点基地适合存放家谱，希望能更大规模、更大数

量地送来家谱，这就给“中华亲情林”建设带来

了更重大的使命。我谨代表华夏文化纽带工程

组委会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衷心希望在海

内外华人特别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帮助和支持

下，“中华亲情林”基地的发展能全面取得成功！

弘扬中华亲情弘扬中华亲情 建设绿色经济建设绿色经济
——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建设试点基地巡礼（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海峡两岸同胞亲情有过一系列重要论述。2014 年，他在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提出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2015年，他在新加坡与马英九会晤时，特别指出：“海峡隔不断兄弟亲情。”“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根据有
关部门文件精神，由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执行委员会主办、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海峡两岸同胞亲情的重要论述为宗旨的海峡两岸“中华
亲情林”建设试点基地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取得重要成果，已从确定试点单位、探索发展途径上升到确定试点基地、推广发展模式的新阶段。现
推出“弘扬中华亲情 建设绿色经济——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建设试点基地巡礼”系列。本期首先发表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常务副主
任委员、“中华亲情林”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邢贲思同志的文章和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执行委员会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作为开篇。

海峡两岸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中华亲情林””建设试点基地的理论和实践建设试点基地的理论和实践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亲情林”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 邢贲思

一是从社会效益上看，能否吸引海内

外华人，特别是海峡两岸同胞，前来存放家

谱和亲情纪念资料，认养长寿林木，并具有

一定的势头和规模；

二是从经济效益上看，能否实现良性的

自我造血和循环功能。

框架标准

实施程序

规划要点

验收依据

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建设试点基地运作规范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执行委员会

2013 年年底，在海峡两岸“中华亲情林”首批建设基地启动仪式上，台湾宗亲代表团送来包括

500件家谱在内的 29套宗谱，将在他们选定的“中华亲情林”试点基地中存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