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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承昊、孟佳）“终于见
到了大陆的亲人，我们约定，疫情过后一起去湄洲岛
拜拜妈祖祖庙，听听湄屿潮音。”这个暑假，北京大
学在读博士台生林彦辰和弟弟林冠廷，带着爷爷留下
的半张族谱前往福建，终与大陆亲人团聚。

林彦辰的爷爷林文芳出生于福建莆田，住林润故
居。1947年，已被复旦大学录取的林文芳前往台湾看
望已出嫁的姐姐。“没想到这一别就是近半个世纪。”
兄弟俩向记者讲述爷爷的往事。

林彦辰说，爷爷当年定居台湾后，始终不忘大陆
及亲人，一生注重对晚辈的教育。被爷爷带大的兄弟
俩，耳濡目染，民族情怀的种子早已深埋心中。

与大陆亲人相隔两岸，割不断的是血脉亲情。两
岸隔绝期间，林文芳同大陆的亲人有过书信往来，只
是笔尖字墨无法代替骨肉重聚。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林文芳
很快便跨越海峡，与阔别近四十年的大陆亲人重逢。

“爷爷大陆探亲结束时，将半张族谱带到了台

湾，希望我们后辈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林彦辰
说，“爷爷说话带有莆田口音，我们一直知道‘根’
在福建。”上中学时，爷爷离世，两兄弟想回福建老
家看看的渴望愈发浓烈。

5年前，兄弟二人带着半张族谱来到大陆，开始
在北大读书。林冠廷说，这个暑假，利用到福建调研
的机会，两人前往莆田探望未曾谋面的亲人。

靠着林文芳留下的信件和族谱上的信息，当地有
关部门很快帮二人联系到了莆田的亲人。听说有来自
台湾的兄弟俩前来探亲，几位亲人特地聚到莆田，迎
接这对远道而来的兄弟。

“回到祖厝后，见到了爷爷的八侄子和九侄子，还有
我们的几位堂兄弟。”林冠廷说，虽从未谋面，但倍感亲
切，“大家一起吃团圆饭，聊家族的往事和各自的生活”。

兄弟俩的父亲与叔叔在台北听到团聚的消息后很
是激动，“下次祭祖的时候，我们要告诉父亲，孩子
们去大陆见到了亲人，他一定会很欣慰的”。

“爷爷最初来大陆探亲时，发现亲戚们日子过得
还很辛苦，但现在大陆已发展得很好。”林彦辰说，
大陆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现在我们持台湾居民居住
证可以同等申请公派留学资格，“大陆为我未来的发
展提供了便利和更多选择”。

在福建的一个月里，两兄弟走访了很多地方。在
平潭参访海峡两岸南岛语族考古教学实习基地后，他
们发现台湾南岛语族的发源与大陆有着密切联系。

“两岸同根同源，无法切割。”林彦辰感慨地说。
两岸无法切割的骨肉同胞之情汩汩流淌，不曾止

息。在两兄弟看来，两岸间的亲缘绝不仅是历史的存
在，更是在一代代年轻人身上不断延续。

台湾104人力银行近期发布2021
年台湾半导体人才白皮书指出，台
湾半导体人才缺口创6年半新高。半
导体产业是台湾科技业的重要支
柱，从业人员的薪资更是在台湾各
产业中位居第二。在岛内经济形势
低迷、失业率高、劳工薪资停滞的
背景下，为何这一分量重、薪水高
的产业却仍然“缺兵少将”？

雪上加霜

该白皮书指出，2020 至 2021 年
全球经济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但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新兴领
域发展，以及远距离工作和教学带
动笔记本电脑、网络通讯等需求与
高效能运算的应用市场强势成长，
台湾半导体产业受惠于此，人力需
求量自2020年第二季度起连续4个季
度走高。

台湾半导体产业究竟缺什么人
才？统计分析显示，今年第二季度
该 产 业 平 均 每 月 人 才 缺 口 2.77 万
人，创6年半新高，相比去年同期增
幅达 44.4%，其中各类型工程师职缺
数占比达55%，合计1.53万人；职缺
数排名前十的工作岗位中，工程师
占了8项。统计分析还发现，半导体
产业的平均月薪为 5.23 万元 （新台
币，下同），在台湾63个产业中排名
居第二。

事实上，岛内出现缺工情况的
不只是半导体产业。台湾104人力银
行统计发现，目前岛内信息通讯、
金融业、营销策划、物流运输等行

业都存在缺工现象。另据台湾工业
总会调查，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岛内
整体经济环境影响，当地制造业出
现缺工、缺原材料等困难，目前有
57％的企业对于“员工无法正常上
班”相当忧心。非台湾籍劳工不能
入境，同时岛内要求企业分流上
班，这些因素都让原本的缺工困境
雪上加霜。

学用脱节

“台湾半导体人才荒的压力持续
升高，供应量明显不足，大学甚至
高中教育体系应扩大培育。”面对岛
内半导体产业“缺兵少将”的困
局，台湾104人力银行总经理黄于纯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 2021 年台湾半导体人才白
皮书分析，台湾半导体产业人才供
不应求的直接原因，就是相关科系
的毕业学生太少。以工程及工业
系、信息通讯系、数学统计学系为
例，毕业生从 2016—2017 学年的 7.8
万人减少到 2019—2020 学年的 7.04
万人，减幅接近10%。这说明台湾选
择读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在锐减。

岛内舆论指出，这其中部分原
因在于“教育改革”带来的负面效
应。台前“科技部长”、台湾大学电
机系教授陈良基表示，台湾目前的

“教育改革”满足了快乐学习、人人
可以升学等目的，看似让学生变轻
松了，但对科技企业和高端制造业
而言不是个好事。学生高中数学、
物理等科目的基础薄弱，未来难以

成为高科技人才尤其是尖端人才，
这对企业用人带来严重挑战。

同 时 ， 岛 内 有 专 业 人 士 也 提
出，半导体产业缺人才，和大学专
业设置脱离现实需要有一定关系。
台大校长管中闵近期表示，2019 年
台湾高校休退学人数超过 18 万人，
占比15％，有1/7的大学生进入大学
后离开。很多大学生抱怨，所学并
不是自己想要的；也有很多企业抱
怨，聘用的人才并非所需。“产学落
差”对大学来说，的确是一种警
讯。“如今前沿行业和尖端领域例如
人工智能、人机互动、信息科学等
都需要跨领域交叉学习，打破传统
学习的界线，同时需要学界和产业
界紧密互动，这样才能跟上时代潮
流。”管中闵表示。

为了培养半导体产业的高端人
才，今年2月，阳明交通大学率先宣布
成立“产学创新研究学院”，下设“前
瞻半导体研究所”，学院将与台积电、
联发科技等半导体企业合作，共同培
养新一代的半导体研发人才。台湾大
学、台湾清华大学、成功大学等高校
也在推进类似举措。但效果如何，还
需时日加以检验。

前景堪虑

除了存在毕业生供给不足的问
题，台湾半导体产业还面临着既有
人才流失的情况，这让企业在用工
方面更加捉襟见肘。

“台湾IC设计、半导体瞄准国际
市场，技术具世界领先地位，但薪

资却无国际竞争力，境外企业早已
‘虎视眈眈’。”岛内资深人力资源管
理业者晋丽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不
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影响部分
本地人才外出工作的意愿，台湾科技
人才的缺口恐怕更为严峻。数据显
示，若依年薪来计算，台湾负责半导
体上游开发设计的工程师大约可以
赚得 170 万元，而同一岗位的工程师
在美国、新加坡或中国大陆都可以获
得高出一半甚至数倍的薪水。

岛内舆论认为，与其他国家或地
区相比，台湾薪资低不只是半导体一
个产业的问题，而是普遍性问题，根
源在于台湾近年来经济形势低迷，发
展环境受限。各行业的人才在个人选
择上自然是“人往高处走”。

但是，民进党当局面对企业、
人才等外移的问题并没有积极改善
投资和发展环境，反而一味污蔑大
陆在“挖角渗透”。例如前段时间，
民进党当局要求岛内各人力银行不
得刊登企业招募人员赴大陆就业的
职缺信息，否则最高开罚 50 万元，
如果涉及集成电路、半导体等“关
键产业”将加重处罚。

对此，岛内有识之士痛批，根据
台湾有关规定，民众有居住和迁徙自
由，亦有从事工作并有选择职业的自
由。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标榜“人
权”，却大开倒车、动辄锁岛，没能力
创造优质的发展环境，又不准民众追
求更好的薪资待遇，可笑至极。两岸
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民进
党当局一再违背经济规律，破坏民众
福祉，必将自食恶果。

台湾科技产业缺工的背后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半纸族谱连两岸：

台湾兄弟大陆探亲记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的“人生如寄 无悔

共你——致敬陈木胜、吴孟达特别献映”活动近日在北京百老汇
电影中心举行。在过去一年，香港电影界两位资深影人——导演
陈木胜、演员吴孟达离世。本次献映活动以致敬两位影人为主
题，精心安排《天若有情》和《怒火·重案》两部新旧电影，以特
别方式表达对两人的怀念，也让观众在影像交替中回顾香港电影
业的发展，促进香港与内地的电影文化交流。图为活动现场嘉宾
合影。 图片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左图为20世纪80年代末林文芳回大陆探亲，与大陆亲人重逢。右图为林彦辰、林冠廷兄弟二人2021
年7月与大陆亲人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香 港 警 务 处 近
日在香港警察学院
举办“警察招募·体
验日”活动。千余
名有志报考警队的
人士参加活动，体
验遴选程序，了解
警察学院训练课程
和警队不同部门的
职能和装备。图为
报考人士体验警察
学院训练课程。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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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文峰镇低坪村大力发展果业种
植，坚持农旅融合发展，促农增收。图为游客近日在当地果园采
摘猕猴桃，感受丰收喜悦。 廖 敏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文峰镇低坪村大力发展果业种
植，坚持农旅融合发展，促农增收。图为游客近日在当地果园采
摘猕猴桃，感受丰收喜悦。 廖 敏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8月31日电（记者任成琦）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
物节”将于9月2日至22日举行，届时，消费者可选购来自29.8万
个知名品牌的1300多万件商品，还可在相关电商平台“大湾区购
物节”专区享受多项优惠，足不出户尽享湾区购物喜悦。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
一，汇聚了众多优秀中国企业、民族品牌。为展现大湾区亲情相
通、融合发展、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在中秋和国庆双节即将来
临之际，组委会精心筹备，隆重推出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
节”。期间，大湾区内包括美食、美妆、数码、家电、个护、家
居、服装等100余个产业带将惊喜亮相，品类丰富、数量众多的港
澳地区产品是其中一大亮点。

据主办方介绍，9月 2日 15时，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
将举行线上开幕式。知名主持人、演员、主播、企业家将带领消
费者沉浸式感受湾区发展、湾区文化、湾区生活、湾区制造，并
持续推介特色好物，奉上精彩纷呈的大湾区购物指南。届时，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聚划算官方直播等全网全
媒体平台，将全景直击开幕式盛况。

此次购物节由商务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中联办、澳门
中联办指导，紫荆文化集团、广东省商务厅、香港中联办宣文
部、澳门中联办宣文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总经理室主办，由阿里巴巴集团、凤凰卫视、1905电影网、南方
都市报承办。购物节期间，多家媒体还将推出丰富多彩的系列直
播活动，为粤港澳优质品牌提供展示平台，带领观众身临其境体
验大湾区风采。

新华社上海8月31日电（记者袁全）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31日发布信息，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上
海市将于9月1日20时启动12岁至17岁在沪港澳台同胞新冠疫苗
登记预约接种。

根据“知情、自愿、风险自担”原则，自愿接种新冠疫苗的
12 岁至 17 岁在沪港澳台同胞可凭公安部门制发的港澳居民居住
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
居住证，通过健康云平台进行线上登记预约，登记时须同时提供家
长或监护人的相关信息，包括姓名、证件号码及联系方式等。

12岁至17岁在沪港澳台同胞根据登记预约信息，在家长或监
护人陪同下，携带港澳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前往登记预约点，
现场出示“接种条码”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按照工作人员
指引进行接种。严格落实留观区观察 30 分钟，无异常后方可离
开。家长或监护人无法陪同接种的，可委托其他人员陪同接种，
并签署委托书和知情同意书。

现阶段接种的疫苗为国药中生北京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和科
兴中维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全程接种2剂次。12岁至17岁在沪港
澳台同胞与上海市同龄人群享受同等待遇，免费接种疫苗。

“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9月2日开幕

12 岁 至 17 岁 在 沪 港 澳 台 同 胞
将 可 登 记 预 约 接 种 新 冠 疫 苗

据新华社台北8月31日电（记者姜婷婷、陈键兴） 台当局行
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31 日公布最新人口及住宅普查结果显
示，2020年台湾地区常住人口2383.4万人，近10年平均年增长率
降至0.3%，人口增长持续趋缓，正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普查结果显示，台湾地区常住人口仍以北部最多，约有1134万人，
占总人口的47.6%；南部616.1万人，占比为25.8%；中部576.4万人，占
比24.2%；东部49万人，占比2.1%；金门和马祖7.9万人，占比0.3%。台湾
地区有8个县市常住人口增加，其中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分别增长
7.6%、11.4%、11.1%；新竹县因科技园区形成聚落效应，增长21.2%；金门
县则因发展观光业及大学扩招等因素，人口增加17.4%。

据了解，台湾人口结构继续呈现少子女化及老龄化趋势。2020
年，常住人口中未满15岁人口占比为12.6%，较2010年减少18.7%；15
至64岁劳动力人口占比为71.5%，较2010年减少1%，为历次普查首次
负成长；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5.9%，较2010年剧增50.1%。

台 湾 人 口 增 长 趋 缓
老龄化少子女化趋势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