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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的小朋友近日走进该市襄汾县丁村7号院——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绣球”展销基地，开展文化主题研学，学
做“太平绣球”，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图为小朋友们在体验“太平绣球”制作技艺。 李现俊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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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土壤，不需要阳光，一座占地面积1
亩多的智能化LED植物工厂，一年的蔬菜产量
相当于传统种植模式下 60 亩地的产量。”近
日，新疆紫晶川梭高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张世泽这样对参观者介绍他的植物工
厂。这位来自台湾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因种菜
从台湾来到新疆，从事智能化LED植物工厂项
目的落地和推广。

张世泽2015年来新疆考察后，觉得新疆占
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他说：“新疆一年有近一半
的时间因气候寒冷、光照不充足等因素不适合植
物生长。而植物工厂可提供一个不受外在气候条
件限制、能够全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场所。”

植物工厂最核心的是 LED植物灯，它们模
拟阳光提供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条件。而
LED光照需要充足的电力，新疆在电力资源方
面又独具优势。张世泽说，加之新疆对于高新

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便促使他在2016年
从台湾来到乌鲁木齐创业。

在乌鲁木齐市北郊的青格达湖乡，张世泽
的植物工厂里蔬菜长势喜人。封闭的空间里既
无阳光又无土壤，立体式培育的蔬菜完全依靠
营养液和LED植物灯技术生长，几位身穿全套
防护服的工人正在里面种菜。张世泽说：“现
在，植物工厂里不到 400 平方米的蔬菜种植
区，每天可固定产出 200 公斤，十几个种类的
免洗即食蔬菜，主要供应到乌鲁木齐。”

多年来，除了发展蔬菜种植，张世泽还把
目光转向新疆畜牧养殖业。他说：“通过几年的
沉淀和考察，我们发现新疆畜牧养殖业虽有其
天然优势，但也有突出短板，那就是饲草短缺
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用智能LED化植物
工厂技术种植饲草。”

张世泽称，用植物工厂种植饲草，看似大材

小用，实则大有可为，“种草比种菜效率高，其生
产周期可缩短至7天，一座植物工厂的产量相当
惊人，而且这种模式耗水量少，能同时解决耕
地有限和水资源不足等困境。”他说，今年他们
将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和田地区墨玉县启动
两个试点，探索智能种草结合肉羊养殖。

跨越 3000 多公里，并没有让张世泽觉得不
适应。他说：“我觉得新疆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地
方。像我这样一个外地来的创业者，在这里能够
感受到很多本地朋友的热情和真诚，这无论对我
的工作还是生活都很关键，能让我很快适应。”

除了带来先进的技术，张世泽更重视对本
地人才的培养。他说：“农业发展需要更多年轻
的力量，多年来，我们一直与新疆农业大学、
石河子大学等本地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同时，
我也不断从台湾引进年轻的博士和技术人才，
与本地团队互相交流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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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博士在新疆种菜：

植物工厂里收获创业“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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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抢物资、急诊爆棚、市面萧条……连日
来，台湾新冠肺炎疫情骤然升温，单日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数连续10天破百，全台进入“三级
警戒”状态，防疫形势极为严峻。医院床位捉
襟见肘，不少病例至今无法确定感染源头，某
种程度的恐慌情绪正在台湾全岛蔓延扩散。

自诩为“防疫模范生”的台湾如今沦为疫
情肆虐的“沉船”，害惨岛内民众的罪魁祸首，
正是大搞政治防疫的民进党当局。

拒绝普筛 先机尽失

岛内疫情暴发早有先兆。一年多来，台湾
本土疫情持续零星出现，周边地区频繁查出来
自台湾的输入病例，足以证明病毒在岛内一直
存在隐性社区传播链。

疫情的警钟频频敲响，身处暴风眼中的民
进党当局却沉迷于短暂的风平浪静，对周遭的
威胁置若罔闻。有岛内防疫专家屡次建议进行
普筛，及时找到隐藏感染源，民进党当局却始
终以各种理由拒绝，甚至只要有人提起普筛、
广筛、快筛这几个关键词，就会遭到绿营大肆
攻击。

民进党当局为何如此“惜筛”“恐筛”？说
到根上还是难舍“防疫模范生”的虚假人设。
疫情暴发后，台防疫部门负责人陈时中仍辩称

“普筛不仅没效，还可能损害医疗量能、拖慢疫
调速度，得不偿失”。这话当然不可信，但若用
民进党的话术密码进行转译，“台湾筛查试剂储
备不足”“如进行普筛病例会激增，台湾医疗能
量不足”的真实窘境便可窥探一二。

据台媒报道，岛内目前仅有部分城市设立
了少量社区筛检站，每天有大批民众冒着交叉
感染的风险在筛检站前“大排长龙”，个别站点
甚至要限额领号，可见普筛从来不是“想不
想”的事情，而是“能不能”的问题。更可怕
的是，在台北万华区进行的病毒筛检中，连续
几天检出阳性比率都在 10%以上，实际感染比
例可能更高。有专家直言，台湾此前已暴发过

不下10起社区感染事件，如果民进党当局抓住
任何一次机会果断进行快筛、普筛，疫情绝不
会演变到今天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借疫反中” 望苗兴叹

除了病毒筛检量不足，台湾疫苗供应也缓
不济急。本轮疫情暴发后，岛内民众争相预约
接种疫苗，而有关部门却宣布只有高风险人群或
一线人群才能接种，自费接种将暂停开放预约。

听民进党当局喊了一年多“超前部署”，如
今却还是只能“望苗兴叹”，这也在岛内掀起了
一股“疫苗自救潮”。金门县长杨镇浯5月18日
公开向民进党当局喊话，呼吁其同意金门自行
购买大陆疫苗。台湾新党等岛内政党、团体和
人士近期也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开放大陆
疫苗进口，以应对近期岛内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态势，表示愿扮演桥梁角色，协助引进。

针对来自岛内的求助呼声，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日前表示，愿意尽最大努力帮助广大台
湾同胞尽快战胜疫情。广大台胞急切期盼使用
大陆疫苗，当务之急是去除岛内人为的政治障
碍，使广大台胞有疫苗可用，让广大台胞的生
命健康、利益福祉得到必要保障。

面对大陆的善意，民进党当局却无法克服
“借疫反中”的冲动。台陆委会不仅直接回绝大陆
的支援，甚至还恶语相向，称“对岸不必假好心，
只要大陆不阻挠，我们就可以更快速从国际上取
得更多可靠的疫苗”，妄图甩锅推责。不仅如此，
那些呼吁进行普筛、购买大陆疫苗的台湾民众还
被民进党当局扣上了“协助大陆对台认知作战”
的大帽子，甚至遭到绿营网军人身威胁。

对此，中国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怒呛
民进党当局，凡事甩锅给大陆，现在才发现医
疗资源样样缺，什么都没有准备，只会开记者
会报数字，“这招甩锅大陆如果还有效，那台湾
真的是没有药救了”。不少岛内有识之士也不禁
悲叹，民进党当局至今还在拿2300万台湾民众
的健康玩政治操弄，也太没人性了吧！

防疫屏障 形同虚设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环境下，不普筛、没
疫苗的台湾本应小心行事，严控疫情输入的风
险。而民进党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入岛人
员的检疫强度越放越松，被称作“疫情防火
墙”的检疫旅馆更是漏洞百出。

今年 3 月，民进党当局将出勤返回岛内的
机组员“7+7”（7天检疫与 7天自主健康管理）
的检疫规定放宽至“5+9”，4月 15日更是直接
放水为“3+11”。仅5天之后，位于台北桃园机
场附近的诺富特酒店便传出华航机师感染，更
有员工爆出酒店一直存在受检疫者与普通客人
同层“混居”的惊人猛料，最终演变为群聚性
疫情，成为本次疫情大暴发的直接导火索。

检疫的口子松了，防疫的措施更跟不上，
动作慢到足以让病毒“从容扩散”。 远的不
提，就拿是否升至“三级警戒”来说，台湾早
在 5月 12日就已达升级标准。然而陈时中却在
发布会上揪字眼、玩话术，强行“未达标准”
推迟升级，导致相应级别的防疫举措迟迟不能
施行，疫情形势在此后一周内迅速恶化。

“不是新冠病毒跑得快，是民进党当局反应
太慢了！”前中国国民党“民代”孙大千的话一
语中的。而民进党当局防疫措施怪异、迟缓的
背后，正是其“政治赌徒”的心态在作祟。“下
注”放宽机组人员检疫，民进党赌的是疫情

“可防可控”，妄图塑造疫情之下的“自信形
象”，进行全岛大内宣；“下注”推迟“三级警
戒”，民进党在赌可以侥幸过关，让极力捏造的

“防疫神话”不要破灭。
事实证明，民进党当局大搞政治防疫就是

一场豪赌，而等待赌徒的结局只有满盘皆输。
当前台湾疫情走势不容乐观，奉劝民进党当局
早点认清台湾防疫彻底破功的现实，多把心思
放在用科学、专业的态度防控疫情上，停止玩
弄政治把戏，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控制疫
情，切实保障广大台胞的生命健康、利益福祉。

新华社香港5月24日电（记者
丁梓懿） 第九届巴塞尔艺术展香港
展会23日落幕。展方表示，此次展
会吸引藏家现场出席或与艺廊通过
网上连接，在各级市场及领域持续
带来强劲销售。

作为巴塞尔艺术展自2019年以
来举行的首个实体展会，此次香港展
会吸引了来自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4家国际高端艺廊，展出高质量的
雕塑、绘画、摄影和装置艺术等作品。

据巴塞尔艺术展统计，在此次
展会上购买藏品的私人藏家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充斥着火热
的艺术气氛。”豪瑟沃斯画廊总裁伊
万·沃斯表示，该画廊在香港展会展
出的作品获得了喜出望外的回响，
带来的艺术家作品九成在首日销售
中被纳入收藏。

贝浩登 （香港） 画廊总监黄知
衡表示，亲自前来展会挑选作品仍
然是备受藏家欢迎的方式，正面的
销售成绩反映出藏家们对艺术品的
追求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减退。

“我们对销售结果感到非常满
意。”香港季丰轩画廊创办人季玉年
表示，此次展会的顺利举行让收藏
家和艺术爱好者都感到非常兴奋。
他们享受欣赏艺术的机会，同时在
疫情下获得疗愈。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会首次
推出数字项目“巴塞尔艺术展：香
港现场”，通过举行网上展厅、现场
直播导览、每日节目放送等线上活
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带来艺
术体验。

“这项数字项目与世界各地的观
众分享实体展馆内的活力，也是我们
未来展会致力发展的长期承诺之
一。”巴塞尔艺术展全球总监马克·施
皮格勒表示，艺术界在过去一年内
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创新实验能力，
本届的香港展会就是一个证明。

巴塞尔艺术展1970年始创于瑞
士巴塞尔，2002年于美国迈阿密设
立分展会，2013年登陆香港，一般
情况下每年分别在巴塞尔、迈阿密
和香港三地举行。

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销售强劲

第19届广西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暨东盟国家及粤港澳青少年机器人
邀请赛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开幕。比赛为期 2天，来自广西
14个地市的选手现场进行竞技类、创客类及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的竞
赛，东盟国家及粤港澳选手比赛在线上进行。

图为观众在观看机器人竞赛参赛作品。 廖祖平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5月24日电（记者汪
灵犀）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日应
询表示，面对岛内日趋严峻的疫情
和广大台胞不断承受的防疫压力，
岛内一些团体和人士不断呼吁采购
大陆疫苗，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
愿意迅速作出安排，让广大台湾同
胞尽快有大陆疫苗可用。如果有需
要，我们也愿意积极考虑向台湾派
出疫情防控专家，与台湾医疗卫生
人士分享抗疫经验，提供防疫咨询。

有记者问，台湾近日疫情日趋
严重，缺少疫苗等问题引发民众关
注。岛内一些人士此前曾多次主张从
大陆获取新冠疫苗。国台办发言人5
月17日曾表示，“愿意尽最大努力帮
助广大台湾同胞尽快战胜疫情”。请
问大陆方面能够提供哪些具体的帮
助？朱凤莲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朱凤莲说，生命至上，抗疫优
先。我们对当前台湾疫情肆虐，危
及广大台湾同胞生命健康安全十分
忧虑，感同身受。我们多次讲过，
愿意尽最大努力协助广大台湾同胞
加强疫情防控，尽快战胜疫情。

她还指出，病毒无情、人间有
爱。在台湾疫情日趋严峻的当下，
必须以广大台湾同胞的生命安全和
健康福祉为上，尽最大努力让广大
台湾同胞尽快渡过难关，恢复正常
生活。民进党当局利用政治操弄转
移视线是对广大台湾同胞极不负责
任的做法。民进党当局要立即停止
各种对大陆协助广大台湾同胞抗疫
进行的污蔑抹黑，采取切实行动去
除人为障碍，让广大台湾同胞的生
命健康、利益福祉尽早得到应有的
保障。

国台办：

愿迅速安排让广大台胞有大陆疫苗可用

台湾24日新增和校正共确诊590例本土病例
新增6例死亡

据新华社台北5月24日电（记
者吴济海、姜婷婷） 台湾地区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24日公布，台湾新增
334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
有“校正回归”本土个案 256 例，
共增加 590 例本土病例。确诊个案
中新增6例死亡，累计29例死亡。

这是 5 月 15 日本土疫情急剧升
温以来，台湾地区连续第十天新增
本土病例超过 100 例。台湾本岛已
有18个县市出现本土病例，仅剩台
东县为“净土”。离岛的金门、连
江、澎湖三县市未出现本土病例。
所有县市中，新北市、台北市本土
病例数排在前两位。

指挥中心介绍，当日新增的
334 例本土病例为 157 例男性、177
例女性，年龄介于未满 5 岁至 80 多
岁，发病日介于 5 月 10 日至 5 月 23
日。“校正回归”个案 256 例为 157
例男性、99例女性，年龄介于未满
5 岁至 90 多岁，发病日介于 5 月 14
日至 5 月 22 日。所有 590 例个案
中，感染源不明者达 101 例，疫调
中105例。

新增 6 例死亡个案为 2 例女性、
4例男性，年龄介于 60多岁至 70多

岁，4名个案有慢性病史。
台湾当日还新增 5 例境外输入

病例，分别自菲律宾、尼泊尔、印
度入境。

指挥中心已连续 3 天公布“校
正回归”病例数。尽管指挥中心反
复强调是因为近期筛检个案多，在
检验、通报上“塞车”状况严重，
所以才会出现校正回补的情况，但

“校正回归”这一新创词汇已成为台
湾社会热议的新词，网络社交平台
满是网友围绕“校正回归”发挥创
意的各种造句和揶揄图文。不少人
质疑防疫指挥部门之前不想让本土
确诊数太难看，所以“盖牌”“做
账”，不料疫情持续延烧，“盖牌”
盖不下去了，只好“校正回归”。

舆论还直指当局防疫指挥部署
明显落后，导致医疗量能不足。《联
合报》 刊发评论指出，如果“校正
回归”真的就是因为采检“塞车”
因素，不也凸显筛检量能严重不足
的困境，以及既定确诊流程与标准
已经无法反映疫情实况？

指挥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台湾
地区累计 4917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其中本土病例3748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