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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台湾和爱大陆不冲突”

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
性”定位的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
办以来，持续受到广大两岸同胞欢
迎，成为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的
两岸民间交流盛会，堪称最具指标
意义的年度性两岸民间交流活动。

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
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各项交
流，包括论坛大会和涉及两岸经
济、文化、基层、青年等多个交
流板块的 46 场活动，活动安排更
精细，其中线上线下互动的占 34
场，吸引更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
参 与 互 动 。 论 坛 主 会 场 设 在 厦
门，福建省有关设区市和平潭综
合实验区举办相关活动。

论坛还紧扣当前抗疫热点，新
增卫生防疫、有序复工复产等议
题，融入两岸同胞携手抗疫、守望
相助、共克时艰的感人故事，继续
多维度突出两岸融合发展。

“唯有透过融合发展，两岸同胞
才能走近走亲，实现心灵契合。”上
海复旦大学台籍教授卢丽安在论坛
大会上说。生于台湾高雄、已在大
陆发展 23 年的她说：“我们都希望
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安邦济民。
这个未来是需要两岸人民一起努力
的，而且是我们能做到的。”

“融合发展必须是双向道。”卢
丽安说，我们是同胞、是一家人，
大陆积极欢迎台湾同胞共同参与改
革开放。“爱台湾、爱大陆，两者不
冲突，这不是选择题。”

让台青在大陆放飞梦想

作为论坛的主要活动之一，本
届海峡青年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以厦门为主会场，线上同
步连线北京、上海、广州、武汉、
重庆、台北等6个分会场。

台湾青年郑明嘉已在广州奋斗
12 年，一路见证广州地铁从 2 条线
发展到 8 条线，他也积累了教育培
训、机械配件贸易、幼儿教育等行
业经验。

“只要用心扎根，很容易在大陆
的各个城市生存和发展。”为了帮助
更多台青融入大陆，郑明嘉采用

“以台助台、以台引台”的方式，帮
台湾年轻人来大陆实习、就业、创
业。他还在2016年创立“广州台湾
青年之家”，如今已往返台湾几百
次、开办交流活动 230 场左右，在
台湾80多所高校、30个创业基地开
过分享会。

在郑明嘉看来，粤港澳大湾区
市场潜力巨大，“9+2”城市群蕴藏
无穷机遇，值得台湾青年前来筑
梦。“你的所有梦想都可以在大陆放
飞，撸起袖子干吧！”

台湾青年林智远在平潭创业多
年，他将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视作
与大陆青年、同在大陆奋斗的台湾
朋友们见面交流的机会。“在疫情期
间，我们格外珍惜这次机会。”林智
远说。

香港中评社发文指出，从海峡
论坛的青年交流互动中，我们不难
看出，台青不但乐于分享交流自己
在大陆工作、生活的故事和成功经
验，对大陆的发展充满信心，而且
充满了社会责任感。希望两岸青年
通过更多的交流互动，增进了解，
减少误解，增加互信，夯实两岸持
续和平的基础。

两岸民心贴得越来越近

论坛活动中，两岸同胞共赴福
建湄洲岛朝圣，共同净化海滩，共
谋两岸公益事业发展，在工商、科
技、文创、司法、教育、卫生等多
领域展开交流。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

陈奕廷称赞，两岸交流如今更加多
元，在一场文化活动中，台商台胞
能全方位了解投资环境，在台湾所
擅长的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上找
到发展方向。说起疫情之下交流形
式的变化，他认为，打通了线上和
线下，这样的交流“更好了”。

本届论坛由于疫情而延至 9 月
举办，民进党当局不顾岛内民众对
于两岸交流的强烈呼声，竭力阻
挠，不仅抛出“三禁止”设限为
难，还搬出所谓“国安五法”与

“反渗透法”威胁恫吓台湾民众。
“我是金门人，以前来大陆为了

方便自我介绍，我常常说我是厦门
人，他们都很容易理解。”台湾新党
主席吴成典在论坛大会上说，深信
唯有交流才能带来两岸和平，排除
一切障碍也要前来。未能到场的台
湾嘉宾通过视频遥致问候，期待明
年此时再聚。台湾知名主持人黄智
贤说，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险阻，都
不要终止我们彼此走近的脚步。两
岸的民心一定会贴得越来越近。

交流走深走实 同胞走近走亲
——第十二届海峡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金 晨

两岸少年儿童在第十二届海峡论坛上进行线上线下互动演出。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台湾新冠肺炎病例输出大暴发，9 月 23 日输出
日本、菲律宾达 19例之多。对此，自诩“防疫南波
万”的民进党当局防疫中心的解释是，“菲方回应不
多，回答模糊”。谁都能听得出不甘心认账的言外之
意。至于日本，大概是不能质疑的。这就是民进党
当局防疫的招牌反应，差别对待，政治挂帅。对外
强撑“南波万”，对内洗脑“仇中”。

在此之前，台湾所谓的防疫总指挥陈时中已经
质疑过菲律宾的检测。如果真自信台湾零感染、别
人验出来就是检测有问题，那么很简单，出境时验一
下，特别针对你质疑的目的地。如果两地检测结果有
差异，再来质疑讨论也不迟。就因为人家通报你输入
的病例多，人家就没有专业水平？如此，防疫大事不
需要数据，只要你认为？这自信可真“南波万”！

还有更“南波万”的。7 月 29 日，一位比利时
工程师离开台湾前夕自费检测确诊。这位工程师5月
初抵台工作，一直未离台，但台湾宣布他是“境外
感染”，目前台湾宣布的38例输出病例也不包括这名
工程师。意外不意外？更意外的是，不仅不检测出
境者以厘清“回答模糊”，9月23日当天民进党当局
还宣布取消菲律宾籍入境检验。如此操作的原因之
一，是筛检这个防疫基本措施在台湾却很“高大
上”，首先费用高达7000元新台币，其次有钱也不给
筛，要医生证明，或者买好机票再填满表格。就算
筛了，结果一定是所有病例的接触者包括久别重逢
的女朋友都是阴性，对此连一路吹捧、帮腔台湾防
疫的“名嘴”们也不得不说“我也无法解释”。

难以理解的“南波万”也是“南波万”。台湾媒
体从铺天盖地的“Taiwan can help”到日以继夜的

“台湾防疫世界第一”，已经把自己形塑为“方舟”，
把台湾以外特别是大陆描绘为洪水滔天；把岛内的
防疫官员吹捧为不能违逆的大神，对包括世卫总干
事在内的人物则可以任意抹黑、谩骂。当然，美国
死亡病例超过20万是连提都不提的，“南波万”只是
要在国际上刷存在感给大陆看，要给“仇中”添上
趾高气扬的表情。

只是，疫情以来民进党当局的“仇中”操作，
从口罩、陆生、“小明”、大陆配偶团聚到现在的大
陆企业和大陆媒体不能如常交接，一再显示其罔顾
人道、歧视蛮横，阻断两岸正常交流。越趾高气
扬，越凸显其无耻。将武汉台胞污为“防疫破口”
拒其回台；开放包括疫情严重的欧美国家地区赴台
就医，也不准大陆学生回台就学；拆散陆配家庭长达半年多，孕妇急盼
丈夫来台陪产，陈时中居然说“你也可以过去”……凡此种种、不一而
足，这是为了防疫吗？大陆企业、媒体不能入境工作和交接已达7个月，
其他国家地区除旅游外全面开放入境，这不是阻断两岸正常交流是什么？

输出病例不防堵，社区感染疑虑不解释，疫苗研发进度慢，这些防
疫的专业问题都撂在一边，民进党当局却围着口罩天天上演新剧情。9月
初“惊爆”实名制口罩混入大陆制口罩，蔡英文称“不可原谅”，陈时中
说很生气，司法部门要“严办”，防疫中心宣布领了大陆制口罩可退货，
退口罩的长队比照买口罩的长队又排成阵式。买口罩的长队是台湾的防
疫经验——口罩统一控管，退口罩的长队是台湾口罩政治学的另一波操
作——大陆口罩即“黑心口罩”。事实是，疫情前台湾九成口罩进口自大
陆，2019年进口4亿只，台湾无论是手术室还是学校家庭用的大多是大陆
口罩。今年疫情暴发以来，台湾也进口大陆口罩１亿多。这些数字民进
党有关官员都知道，苏贞昌替自己“一片口罩也不能给大陆”的冷血言
论辩解时，曾说过台湾口罩都是进口大陆的，到了今年9月，这些口罩变
成“黑心口罩”“流窜全台”，让老百姓顶着酷暑排队去退货以表示陆制
比不上台制，把老百姓当成排队的牵线木偶。

台湾一直用大陆制口罩，民众不知道，但官员知道；实名制口罩里
有了大陆口罩就算官员不知道，合不合格是否影响防疫一验便知。可
是，陈时中公开表示：不验！理
由是用陆制冒充台制已经违法。
但是，用政治冒充防疫呢？也不
需要验，大多数人长着眼睛——
早看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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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是孔子
诞辰日，也是台湾
的 教 师 节 。 近 日 ，
台湾新北市教育局
在新庄体育馆举行
祭孔仪式，共有超
2000 人参与，现场
庄严而隆重。图为
典礼现场的八佾舞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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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9月27日电 （记者陈晓
星、孙立极） 爱国台胞、知名学者曾
健民先生的追思会“为了前进的回
顾”今天在台北举行，亲朋故旧和钦
佩曾先生人格学问的人们坐满追思会
场，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大陆
高校学者以录制的视频表达哀思。

曾健民出生于台湾花莲，于今年8
月 13 日病逝。曾健民从崇拜鲁迅先生
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和爱国者，虽一生以医生为职，但追
求民族进步和国家统一的志向始终未
变。他 1993 年与陈映真共同成立“台

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业余时间深入研
究台湾 1945—1949 年的历史，出版多
部文学、历史研究专著。台湾诗人、
作家詹澈在追思会上说，曾健民的研
究填补了台湾那段历史的空白，引导
人们思考台湾社会的性质。

厦门大学教授朱双一在视频发言
中 说 ， 曾 健 民 先 生 研 究 的 那 段 历
史，于当下两岸关系的现状格外有
意义，让人从历史中认清现实问题
的本质。曾健民先生发掘史料，还
原那段历史的真相，是陈映真先生
最亲密的战友。

曾健民先生追思会在台北举行

本报澳门电 （记者毛磊） 数字经
济论坛 9 月 25 日在澳门青年创业孵化
中心举行。论坛以“‘自变’应万变：以数
字重构产业未来”为题，探讨小微企和
创业者如何面对数字经济变革。

澳中致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澳门青年创年业孵化中心行政
总裁林家伟致辞表示，疫情让数字经
济成为行业新形态，论坛集合上述各
领域的行业领军和专业人士，旨在帮

助中小微企业掌握数字化的窍门，以
适应市场格局，快速迭代发展。

主旨演讲嘉宾、德勤中国风险咨询
合伙人郭仪雅在线分享“2020全球消费
者状态跟踪”数据，反映 13 个主要国家
的七成消费者乐于网上购物，建议企业
积极顺应产业数字化变革趋势。

本次论坛由澳中致远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主办，
近百人出席，超过800人在线收看直播。

澳门业者探讨数字经济变革

灯光 秀 、 烟 火 节 、 大 赛 车 、 马 拉
松……丰富多彩的活动场景，在一座大
三巴牌坊造型的电子显示屏里切换展
现，璀璨夺目。晚上 6 时，随着悠扬的手
风琴声响起，一群穿着葡萄牙传统服饰的
演员走上舞台，欢快地跳起葡式土风舞。
欢乐的气氛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9月 28日，“北京澳门周”活动在北京
王府井大街拉开序幕。这是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澳门旅游业举办的首个线下大
型推广活动。

“内地目前已恢复办理居民赴澳门旅
游签注。澳门特区政府首选在北京举行
本次系列推广活动，希望向广大内地居民
传递出‘欢迎来访澳门’的讯息。”开幕式
上，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
致辞时邀请大家到澳门去，感受那里独
特的城市魅力。

北京市副市长王红表示，希望以这次
活动为契机，促进京澳文化旅游交流与合
作，安全有序探索跨境旅游重启复苏。

除了开幕式，王府井大街还设置了
多个主题区域，包括“澳门世界盛事文
化旅游区”“澳门世界遗产非遗文化区”

“体育盛事区”“葡语国家产品展区”及
“澳门购物节”等。有观众拿着手机，接
连拍摄各种带有澳门元素的背板装置；
有观众在旅游区、产品区咨询澳门的优
惠旅游套餐，准备休假时前去深度体验
濠江风情；还有人在体育盛事区畅快体
验模拟驾驶的刺激，同时也对澳门的各
类体育赛事了解得更加全面。

“卖蛋挞啦，新鲜出炉的蛋挞！”从
王府井大街右拐至澳门中心广场，记者
听到了叫卖声。只见这里摆满了各种露
天餐车，从蛋挞、水蟹粥到澳门土生葡
人菜、澳门啤酒，琳琅满目。水蟹粥里
满满的蟹肉蟹黄、土生葡人菜里诱人的
鸡块、澳门精酿啤酒里浓郁的麦芽香，都
让现场的游客垂涎欲滴，大家纷纷拿出
手机“扫一扫”，购买心仪的澳门美食。

这是“北京澳门周”项目之一“澳
门黄昏荟萃议事亭——北京站”露天茶座
活动的现场。活动期间，游客们不仅能品
尝澳门美食，还能在晚上 7 时至 9 时观赏
乐队演出，仿佛置身澳门议事亭前地。

同时，为进一步加强京澳之间的合作，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联同澳门贸易投资促
进局于9月27日举办“京澳旅游会展推介
会”，为两地业者促进交流、探讨两地旅游
业及会展业在疫情后的发展提供契机。

为了保障活动期间的公共卫生安全，
有关单位严格按照卫生部门相关防疫指
引，对活动作出妥善安排。例如露天茶座
现场的餐桌间设置最少 1 米的距离，工作
人员必须佩戴防护口罩和防护手套，现场
设酒精搓手液供工作人员和顾客使用。

此次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
司、北京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及北京市东城区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
局、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澳门特区驻
京办事处及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地区管
理委员会承办。

本报电（记者何欣禹） 9 月 25 日，
第三届中华设计奖“生活美学”设计大
赛颁奖仪式暨第四届大赛启动仪式在
浙江宁波举行。参赛作品《小墨器》和

《多功能便捷式剃须刀》从众多作品中
脱颖而出，分获产品组和概念组金奖。

本届大赛共收到来自海峡两岸暨
香港、澳门以及德国、意大利等国
家及地区的参赛作品 9881 件。其中
台湾地区参赛作品高达 1046 件，同
比增加118.83%。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一届理事会
理事长陈昌智在现场致辞时表示，中
华设计奖促进了青年在设计和创新领
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了中华设计文化
的碰撞与融合。

国台办副主任龙明彪在颁奖仪式
上说，两岸文创设计产业深入合作的
趋势不断加强，未来共同发展的前景
十分广阔。

此次活动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交流局指导，中国台湾网、中华职业教育
社、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等主办。

第三届中华设计奖在宁波颁发

“北京澳门周”
火热开锣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北京澳门周”活动现场。“北京澳门周”活动现场。

第十二届海峡论坛近日在厦门举行。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岛
内人为阻挠等因素影响，论坛仍受到广泛关注，参与台胞近2000
人，岛内相关政党及基层、青年、妇女、少数民族等界别代表纷纷
出席，线上关注论坛活动的台胞为数众多。

金门籍民意代表陈玉珍感慨，海峡论坛今年依然能够顺利举
行，充分显示出两岸人民想要扩大交流、相互往来、共创和平的
决心。国台办主任刘结一表示，两岸交流走深走实、两岸同胞走
近走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任何势力都压制不住、阻挡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