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要闻·台港澳 2021年2月9日 星期二
责编：王 平 张 盼 邮箱：gtbhwb@people.cn

日 月 谈日 月 谈

本报北京2月8日电（记者张盼） 据江苏省
台办介绍，针对疫情期间台资企业资金周转困
难，江苏去年率先在大陆省级层面为台企融资
提供专项支持。截至去年 12 月，共发放 122 笔
11亿元贷款，67家台企受惠。

去年 3 月，江苏省出台 《江苏银行支持全
省台企复工复产和健康发展综合金融服务方
案》，提出在 2020 至 2022 年间，累计提供不少
于 100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并专项安排信
贷规模支持台企复工复产贷款需求，中小微台
企最高可获得额度 200 万元的线上信用贷款。
昆山市还推出“昆台融”金融产品，用于缓解
中小台企融资难题，累计解决台企融资需求超
过3亿元。

为帮助台企复工复产，江苏各地积极帮助
台企享受政策红利，减免相关费用，切实降
低企业经营成本。仅去年 2 月至 5 月，昆山累
计为近 1900 家台企减免社保费近 6 亿元，为
1100 多 家 台 企 先 行 兑 现 2020 年 稳 岗 返 还 金
3300 多万元。

在苏台经贸交流方面，江苏省去年成功举
办 2020两岸企业家峰会 （紫金山） 创新发展研
讨会，成立苏台企业合作联盟，2家台企或台资
参股企业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另有8家台企入
选当地上市培育库。去年苏台贸易额约占两岸
贸易总额的1/5，江苏吸引利用台资继续位居大
陆前列。

在服务台胞台企方面，江苏省去年积极开
展惠企政策宣讲辅导，共举办4期江苏省台商大
讲堂，围绕疫情期间融资服务、商务合同风
险、产研合作、创新发展等台胞关心热点话
题，向台胞提供政策宣讲、咨询服务。江苏省
台办法律顾问团通过直接接受台胞咨询、线上
开讲等方式，为台胞台企提供专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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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网友近来有个“重要发现”，台湾中
学生不仅迷上了大陆社交应用软件，还“入乡
随俗”地在上面频繁使用简体字，无论自我介
绍栏还是聊天留言区都是如此。该网友讶异：

“现在台湾中学生用简体字是最新潮流吗？”
实际情形确实如此。无论是大陆新兴社交

平台小红书、TikTok （海外版抖音），还是脸
书旗下社交应用照片墙，很多台湾中学生都乐
于使用简体字而非台湾人习惯使用的繁体字。
有岛内网友在小红书上发文“台湾的朋友也来
打个招呼”，引得许多台湾学生在其下以简体
字附和，还有台湾小学生留言。

对此，岛内绿营分子又坐不住了，说什么
“文化统战也是很可怕的”“可视为中国文化统
战成果展现”“下一代已经被统战了”……他
们惊恐地发现，不只是使用简体字，台湾青少
年平时说话还多有“中国用语”，说起“中国
偶像”头头是道，对很多大陆影视剧、综艺、
游戏、直播等爱意满满。

凡此种种，无一不让绿营分子傻眼，他们
一边哀叹着“时代变了”，“玻璃心”碎了一
地，一边露出凶相，向深入人心的大陆事物挥
舞大棒。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只是简体字，

还有用语和思想，一旦年轻一代觉得祖国好
棒、祖国好强、祖国发大财，有一天他们就会
觉得当中国人也行。”这对于处心积虑搞“台
独”的绿营分子而言，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所以魔幻的一幕幕就出现了。即使如台湾
有识之士所言，大陆的流行文化、创新科技、
游戏直播等早就甩开台湾好几条街了，绿营分
子还是整天歧视和污名化大陆，鼓吹台湾“天
下第一”。哪怕私底下同样是大陆文化产品的
铁杆粉丝，还要装出一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
样子，非要把大陆元素从岛内清除干净。

民进党总爱把在台湾播出的大陆剧扣上
“统战工具”的大帽子，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
文却在访谈中公开表明，苦追大陆剧《延禧攻
略》《如懿传》《甄嬛传》，有时因调台错过剧
情还要等重播时恶补。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苏
贞昌引用《延禧攻略》中“尔晴”的梗来批评
竞选对手，还自夸“看完 70 集才能看出来”。
要说他们是大陆剧迷，丝毫不为过吧？

可他们居然转脸就蔑称大陆剧是为“吞并
台湾”的“入岛洗脑手段”，还把播放平台爱
奇艺一举封杀。民进党当局高层一面沉迷大陆
剧，一面叫嚣“文化统战”，连台湾网友都对

其乱扣帽子看不过眼，嘲讽蔡英文、苏贞昌之
流分明是乐于被“统战”。

蔡英文在追宫斗剧时感叹：“人是这样算
计的吗？”这话用在民进党当局身上正合适。
为了操弄民粹，他们睁眼说瞎话，反智的脑洞
大出天际，动辄搬出“泛政治化”的戏码，将
有关大陆的一切都诬称为“洪水猛兽”“糖衣
炮弹”“木马屠城”。

网络世界四通八达，民众不受意识形态谎
言所限，自会追逐他们心头所好。爱奇艺在台
湾被封杀，海量岛内用户切换路径照样追大陆
剧。淘宝台湾被迫下线，台湾网友依旧可从大
陆淘来好货。威胁喝止台湾艺人歌唱祖国大
陆，《我的祖国》 等爱国歌曲反倒在岛内广为
流传。

人心是挡不住的，民进党当局想使蛮力、
一概用封杀来禁绝大陆文化，注定抽刀断水水
更流。反智荒谬的抹黑、政客自我打脸的奸计
总有见光死的一天，民进党当局的骗术和阻挠
两岸交流的恶行，也必遭民众的唾弃。

台湾中学生爱用简体字
民进党“玻璃心”碎了一地

张 盼

福建厦门推动打造台胞台企
登陆第一家园又启新篇。“厦门市
台湾教师之家”近日在厦门市教
育工会揭牌成立，跨越海峡来到
厦门工作的台湾教师，从此有了
一个专属的家。

春节临近，“厦门市台湾教
师之家”还举行了台湾教师代表
新春联谊活动，台湾教师通过书
法和插花艺术体验，感受到浓浓
的年味。

厦门目前有在编台湾教师139
人，“厦门市台湾教师之家”的成
立，旨在让来厦门工作的台湾教

师，通过工作之余在此学习培
训、休闲健身、放松身心、释放
压力，找到工作和生活的归属
感，感受家的快乐与温馨。

对在大陆任教十余年的厦门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台籍副教授陈
经超来说，“厦门市台湾教师之
家”的成立，让他在工作和生活
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他也乐于
依托该平台发挥“传帮带”作用。

陈经超说，台湾教师西进大
陆发展蔚然成风，“作为先行者，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把我们的经验
传给后来的台湾人。把我们来这

边生活的一些经验，包括对两岸
体制上的不同、思想观念上的差
异以及要如何适应这边环境的体
会，分享给后来者。”

去年刚到华侨大学任职的台
籍教师张立齐认为，两岸深入融
合发展需要向下扎根，对越来越多
到大陆发展的台湾教师而言，彼此
之间也很需要这种横向的沟通交
流，这有利于适应当地环境和个人
未来发展，“厦门市台湾教师之家”
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以后
有机会，我还要多来。”

“厦门市台湾教师之家”是在

厦门市总工会、厦门市台港澳办
支持下，由厦门市教育局设立
的。谈及日后规划，厦门市教育
局台港澳办主任徐菁说，将与台
湾教师保持良好沟通，了解他们
的需求，结合中华传统节日和厦
门当地特色举办活动，如组织大
家参观厦门，开展端午节包粽
子、中秋月饼制作等活动。“教育
工会也有很多场地和课程，像合
唱、书法、烘焙等项目，都欢迎
台湾教师踊跃参加。我们就是一
个大家庭，随时欢迎来坐坐！”徐
菁说。

在厦台湾教师参加新春花艺课。在厦台湾教师参加新春花艺课。

被誉为“大陆阿里山”的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镇茶山，一株株或红或
粉的早春樱花近日沿着茶山小道竞相开放。每至1-3月，永福镇便有“十里
樱花漫山开”的盛景，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庄建华摄 （人民视觉）

“大陆阿里山”
早春樱花竞放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陈
舒） 写春联、快板表演、合唱台湾民
谣……由台盟中央主办的“欢欢喜喜
斗阵来围炉”在陆过年台胞线上联谊
活动，8 日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两岸
多地同时举行，数百位台胞在“云端”
齐聚一堂，共话团圆、畅叙新年愿景。

当天的北京主会场充满歌声、笑
声、欢呼声。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
中央主席苏辉致辞说，家文化是铭刻
在中华民族基因深处的根，每到过年
总让人分外想家。“斗阵来围炉”是
我们与乡亲们团聚的新尝试，期待在
疫情防控的当下，用这种方式可以缩
短彼此间距离，大家能够欢聚一堂。

她表示，台盟是台胞在祖国大陆
的家，来大陆发展的台青是两岸交流
交往的最佳使者。“很多台青来大陆
之后说他们发现了‘新’大陆、发掘
了‘新’自我。尽管受到疫情等因素
影响，但我相信两岸乡亲走近走亲的
步伐是不可阻挡的！”

《望春风》《爱拼才会赢》《外婆
的澎湖湾》……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
曲，不时引起全场大合唱。台上歌声
不断，台下掌声阵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台胞

今年无法返台与家人团聚，但他们说
在大陆过年并不孤单。

“今年是我第一次没能回家过
年，今天的活动让我的这个冬天多了
丝年味。有人挂念我们，我心怀感
激。”来自台中的台生高子淮说，“现
场听到那么多熟悉乡音的祝福，心里
暖洋洋的。”

“在活动的视频连线上看到了很
多新老朋友，很高兴。今年虽然没办
法回彰化过年，但对于我来说，这几
年在大陆结婚、生子，两岸都是我的
家。”台青陈文成说。

活动中，主办方为与会台胞们准
备了对联、“福”字等新春装饰品。

台湾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统一
联盟党主席纪欣等台湾嘉宾从岛内通
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向各位留守大陆
的台湾乡亲拜年，祝愿大家万事顺
遂、牛年大吉，期许两岸新的一年继
续走亲走近。

据介绍，从大年三十 （2 月 11
日） 到正月初五 （2 月 16 日），台盟
中央还将举办“‘盟’动新春 在家
过年”短视频巡展和微信互动等活
动，集中展示台胞在大陆体验各地春
节风俗、饮食文化等内容。

大陆台胞“云围炉”迎辛丑牛年

据新华社台北2月8日电（记者
吴济海、傅双琪）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
管部门8日公布，台湾2021年1月对
大陆 （含香港） 出口额达 148.5 亿美
元，创历年新高，同比大增 57.0%，
占台湾总出口额的43.3%。

大陆 （含香港） 持续位列台湾地
区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顺差来源地。

台湾1月自大陆 （含香港） 进口
额约 6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9%，
占台湾总进口额的24.8%。

1 月，台湾总出口额为 342.7 亿
美元，因去年 1 月适逢农历春节连
假 ， 比 较 基 期 偏 低 ， 致 同 比 大 增

36.8%；进口额280.8亿美元，同受基
期作用影响，同比增长 29.9%。台湾
当月贸易顺差61.9亿美元。若扣除对
大陆 （含香港） 的贸易顺差78.9亿美
元，台湾1月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
称，受惠于 5G 通讯、高效能运算、
车用电子等新兴应用及远距需求持续
引爆，国际原物料行情回扬，以及农
历春节前拉货效应显现，台湾1月进
出口金额均创历年单月最高。展望未
来，随着新冠疫苗问世及接种普及率
渐次提高，第一季度台湾出口可望延
续复苏态势稳步向上。

台湾1月份对大陆出口创新高
同比大增近六成

“成立台湾教师之家，可以把所有台湾的
老师聚在一起，共同交流。我觉得蛮感动的，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中央音乐学院鼓浪
屿钢琴学校台湾教师崔敏说，“厦门市台湾教
师之家”的成立让她备感温暖。

在这里感受家的温暖在这里感受家的温暖
——厦门市台湾教师之家揭牌成立

陈成沛 文/图

“逛双杭、迎世遗、庆新春”在榕台湾人才交流活动近日于福建省福州市
举行。活动以“扎根榕城·融合发展”为主题，组织在榕台胞参观上下杭历史
文化街区，体验非遗文化、民俗；走进福州市规划馆，感受福州的历史和城
市建设带来的新变化。下图为活动现场的闽剧表演。 吕 明摄

庆 新 春在 榕 台 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