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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台湾人“点赞大陆，表白
祖国”时，岛内“台独”分子总会跳
出来群起而攻之。这不，他们又盯上
了新目标，因为台湾资深演员田丽说
自己是“中国台湾阿里山邹人”“台
湾必须是中国的”，相声演员姬天语
说“两岸同根同源都是中国人”“大
陆是家”，网红“台湾表妹”呼吁

“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走一走看一
看”。这些话听在“台独”分子耳朵
里，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应该“按律
论罪”。然而，台湾同胞认同祖国大
陆，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理所当然，
何罪之有？！

如今在台湾岛内，每天都上演着
荒腔走板的闹剧。台湾同胞说了心里
话，“台独”分子就会乱扣“甘愿被
利用”“沦为统战样板”的大帽子，

“吃里扒外”“背叛台湾”等诋毁羞辱
接踵而来。一时间，绿媒和绿营网军
蜂拥而上，发布煽动仇恨对立的报道
和言论，大吹妖风蛊惑人心，并在相
关人士的社交平台刷帖辱骂。台湾陆
委会和安全部门也会加码恐吓将“持
续掌握情况”“依法办理”，绿营还有
人趁机鼓噪“撤销健保”“户政除

籍”，真可谓恶相毕露。
此番“台独”分子视作眼中钉的

三人，均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田丽
早年曾获台湾电视剧界最高荣誉，随
后将演艺重心转到大陆，近年淡出荧
幕返台居住，不时在抖音等社交平台
分享生活点滴。姬天语在台湾师从名
门，2016年到大陆定居，很快崭露头
角，亮相多档知名相声和喜剧综艺，
并成为德云社首位女相声演员。“台
湾表妹”在大陆社交平台则拥有百万
粉丝，通过镜头向台湾网友介绍在大
陆的所见所闻。

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演艺人员
选择来大陆发展事业，得益于大陆对
两岸文化交流的有力支持。他们在积
极融入大陆生活、与大陆同胞交往
中，对祖国大陆有了更清晰的认知认
同，并在实现个人梦想的过程中与台
湾同胞分享心得体会。为增进两岸同
胞感情和心灵契合出力发声，无惧

“绿色恐怖”，表达认同祖国、支持统
一的鲜明态度，是公众人物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收获大陆民众和
台湾有识之士的一片叫好。

但岛内绿营偏看不得台湾民众在

大陆有好的发展，更不能允许台湾公
众人物把对大陆的好印象、真挚的爱
国 心 说 给 更 多 台 湾 人 听 。 长 期 以
来，绿营通过制造“信息茧房”蒙
蔽台湾民众，煽动敌意、仇恨和对
立 ， 抹 黑 围 攻 敢 说 真 话 的 有 识 之
士 ， 将 两 岸 民 众 正 常 交 流 污 蔑 为

“统战”并大肆恐吓，千方百计阻挠
台湾民众去大陆发展，唯恐其编织
的“仇中”谎言被戳破。

于是看到有台湾人在大陆走红，
岛内绿营变得阴阳怪气、酸味十足，
直呼台湾“不欢迎”，还讥讽“人民
币真香”。眼看有台湾人以身为“中
国人”为傲，绿营又要抹黑对方“收
了大陆的好处费”，要么叫嚣“有本
事在大陆别回来”，要么嚷嚷“快从
台湾滚出去”，恶言恶行，丑陋不
堪。有台湾网友质问：在大陆凭劳动
创造财富被挖苦，那赚美元、日元就
是“好棒棒”？

更可笑的是，岛内绿营分子最近
还拿田丽等人的少数民族身份大做政
治文章，污蔑其爱国言论是“为个人
私利伤害台湾”，还警告其“不应忘
记自己的祖先”。台湾有识之士痛斥

数典忘祖的正是绿营分子，台湾许多
少数民族祖辈是大陆来台的“外省
人”，这些绿营分子的祖先何尝不是
来自大陆。不少人怒斥绿营切莫再混
淆视听，“防疫火烧眉毛，放着那么
多正事不顾，偏要无事生非撕裂社
会，究竟是谁在伤害台湾？！”

作恶之人，或许能得逞一时，但
绝不可能得逞一世。岛内绿营为操弄

“抗中保台”骗选票，大搞“绿色恐
怖”，不断煽动民粹和两岸民意对
抗，妄图为“台独”续命，注定是死
路一条。他们将转嫁矛盾、打压异己
的政治操作，当成愚弄台湾民众的

“万灵丹”，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损
害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最终必将被
台湾民众唾弃。

两岸融合发展大势不可阻挡。
未来，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将打破岛
内绿营谎言的迷障，看见并爱上真
实的大陆。

台湾同胞表白祖国理所当然
张 盼

万名台胞看江苏系列活动启动
据新华社南京6月11日电（记者陆华东、秦华江） 11 日，

2022 年万名台胞看江苏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走进美丽乡村”
骑行活动在南京举办。

记者现场了解到，本次万名台胞看江苏系列活动围绕“情
系两岸，相聚江苏”主题，包括在苏台生“江苏行”、台湾艺术
家“采风江苏”、台湾青年“打卡”博物馆、探寻运河“发现江
苏”、两岸媒体“看江苏”、台湾青年“云游江苏”等6个专项、
19 个子项目活动。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12 月底，为台胞更好了
解、融入江苏提供多种选择。

江苏省台办副主任封志成在致辞中表示，系列活动充分发
挥了各地各单位的优势和积极性，活动类型多样，为在江苏的
台商、台青、台生、两岸婚姻家庭等众多群体提供更多选择。
期待台胞积极参与，感受江苏高质量发展新变化新成就。

参与“走进美丽乡村”骑行活动的台青、南京师范大学教
师蔡宜璇告诉记者，她从去年开始尝试骑行，感觉这项运动不
仅能锻炼身体、体验南京各地风光，而且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
的两岸朋友。她希望此类两岸交流活动更多举办，两岸年轻人
更多交流，推动两岸关系更好发展。

新华社南宁6月12日电（记者朱丽莉、郭轶凡）
夏日清晨，广西中医药大学的药用植物园草木葱茏，
许多学生入园晨读、辨识百草，其中不乏香港学生。

香港学生杨净钧出生于香港回归祖国的 1997 年，
因为学习中医药已在南宁度过充实的 5年。进入毕业
季，她比平时忙碌了许多，除了日常的课业学习，还
忙着准备毕业手续、与师友道别等事宜。暑假之后，
她还将继续在广西攻读研究生。

谈起学习中医专业的初衷，杨净钧回忆说，那源
自年少时的一次体验。读中学时，她参加了一个职业
生涯规划的活动，在一家社会机构中心体验不同的职
业。当时，一面中药百子柜吸引住了她，便停下来认
真了解，询问中医师如何开处方和抓药。

“我打开每个抽屉看里面的中药，回想起以前看过
的有关中医的港剧，里面提到怎么用中医药来治病，
当时我还学着怎么去用药秤量药，顿时找到了兴趣。”
杨净钧说，从那时起，自己就决定中学毕业以后要考
中医学。在广西，她完成了圆梦之旅。

在她看来，内地的教育和社会实践结合很好，中
医学的学生能有很多实习的机会，很多地方都有中医
院和中西医院，实习期间可以学习如何“望闻问切”，
当面向老师、前辈请教，和病人沟通，更好地将课堂
所学的医学理论与临床知识结合起来。

广西与香港地缘相近、语言相通，相互交流合作
也日益紧密。作为全国知名的中草药产区，广西的中
医学教育历史悠久，名师名医资源丰富，许多香港学
生都愿意选择来此学习中医学专业。据统计，近 5年
来，仅到广西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学的香港学生就超
过200名。

今年24岁的陈志钊目前是广西中医药大学大二的
学生。谈起学习中医的缘由，陈志钊坦言首先是受到
家人的影响。

他来自中医世家，外公是行医近 50 年的老中医，
在广州开办有中医诊所；母亲接过衣钵也从事了中医
行业，在香港创办了一家推拿针灸正脊学会，自己耳
濡目染中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针灸、推拿等，以前我在家了解得多，所以想系
统学习这些方面的医药学知识。”陈志钊表示，选择广
西因为这里自然环境好，与香港气候相近，而且有很
多机会可以让年轻人施展抱负。

近年来，中医药在香港日益普及，越来越多人通
过中医调理、治疗、膳食等强身健体，让杨净钧和陈
志钊等医学生看到了发展前景。

“毕业后我会回香港，投身于中医药领域。”杨净
钧坚定地说，希望自己能为香港的发展贡献力量，用
所学的中医知识服务更多患者，帮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助推中医在香港发扬光大。

“未来我想做一名中医医师，然后可以从事一些相
关的科研工作。”陈志钊表示，现在国家大力支持中医
药的发展，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医的一些理论和精华进
行提取、系统化。

今年恰逢香港回归25周年，他们对香港未来的发
展充满了期待。与香港特区同龄，让杨净钧有一种荣
耀与使命感，“我们青年一代要学好知识，用真本事将
香港建设得更好”。

陈志钊表示，“一国两制”给香港带来了繁荣稳
定，香港国安法给民众带来和谐与安宁的生活。期待
香港与内地展开更多交流与沟通，促进人员往来与合
作，共同创造更多财富与机遇，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近日，“荷香乐满城——第二十二届澳门荷花节”在澳门龙环葡韵举行，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上图：游客在澳门龙环葡韵拍摄荷花。
左图：在澳门龙环葡韵内拍摄的荷花。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近日，“荷香乐满城——第二十二届澳门荷花节”在澳门龙环葡韵举行，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上图：游客在澳门龙环葡韵拍摄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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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生在广西的“望闻问切”

新华社北京6月 12日
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
室发言人 6 月 12 日发表谈
话表示，在即将迎来香港
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
为《大公报》创刊120周年
致贺信，充分肯定了 《大
公报》 在新时代旗帜鲜明
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
共识，为维护香港社会稳
定 、 增 进 香 港 与 内 地 交
流、促进人心回归作出的
贡献。这是对 《大公报》
的高度评价，更深刻揭示
了 爱 国 爱 港 媒 体 茁 壮 发
展 、 基 业 长 青 的 必 由 之
路，指出了爱国爱港媒体
在“一国两制”下应有的
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
在贺信中希望 《大公报》
不 忘 初 心 ， 为 “ 一 国 两
制”实践行稳致远、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
篇 章 ， 这 既 是 向 《大 公
报》 和所有爱国爱港媒体
发出的响亮号召，也是向
整个香港社会和全体香港
同胞发出的殷切召唤，为
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实现长期稳定繁荣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发言人表示，当前香
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迈向
由 治 及 兴 的 关 键 时 期 。
习 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既表
达了对 《大公报》 和香港
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体员
工的深切关怀，也表示了
对香港所有爱国爱港媒体
的巨大鼓励，更体现了对
香港展现新气象、开启新
篇章的殷切期待。我们相
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社会各界人士一定能够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贺信中寄寓的谆谆嘱托，
继续弘扬爱国传统，锐意
创新发展，踔厉奋发，砥
砺前行，在新起点上再创
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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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举行创刊120周年庆祝仪式
新华社香港6月12日电（记者韦骅）《大公报》创刊120周

年庆祝仪式12日下午在香港举行，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贺信。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是目前世界上仍在
发行的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报名释义“忘己之为大、无私
之谓公”。超过1000名各界人士出席了当日的庆祝仪式，并参观
了同时举办的《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图片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致辞中说，《大公报》立足香
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是香港重要的报章之一。今年除了
是 《大公报》 创刊 120 周年之外，也是香港特区成立 25 周年。
她深信《大公报》与香港特区一样，将会继续昂首向前。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说，在香港即将迎来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 《大公报》 发来贺信，对 《大公
报》 工作给予高度肯定，提出殷殷期望，充分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对 《大公报》 的亲切关怀，对香港“一国两制”事业
的高度重视。贺信对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为代表的爱国爱港传
媒是巨大的鼓舞，也必将为步入由治及兴关键时期的香港注入
强大精神动力。

香港特区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大公报》是办报历史最
悠久的中文报章，在香港、内地以及海外华人社会都深具影响
力。未来五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他深信 《大公报》
会继续担当历史的见证者，客观、公正、持平报道“一国两
制”在香港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利用 《大公报》 立足香港、
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开拓创新的独特优势，讲好香港故事，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大公报社长姜在忠在致辞
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 《大公报》 给予了高度评
价，寄予了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饱含对 《大公报》 全体同仁
的亲切关怀。这是对 《大公报》 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新时代
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的充分肯定，更是为 《大公报》 未来发
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为庆祝《大公报》创刊120周年，香港邮政将于6月17日发
行主题邮票，维港两岸从6月11日至17日均有祝贺灯光秀。此
外，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还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