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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一枚鸡蛋，成了台湾大大的难题。
岛内“蛋荒”已经持续两年多，“有钱买不到蛋”的
怪象近期愈演愈烈，鸡蛋价格已飙涨到每台斤
近百元（新台币，下同）。民众没蛋吃、食品业无
蛋可用，民生痛苦指数随之飙升。民进党当局
官员“找蛋”的承诺一再跳票，近日干脆摆烂把
话挑明，“不仅今年缺，明年还会继续缺蛋”。

局外人可能想象不到，缺蛋会对一个社会
造成多大困扰。除了家家户户做饭想煎个蛋而
不可得、西红柿炒鸡蛋和蛋花汤成为奢侈品，
凡用到蛋的各行各业莫不受影响。台北辽宁街
夜市老字号“胜利号蚵仔煎”宣布蚵仔煎不再加
蛋，蛋花汤、煎蛋和卤蛋停售；南投日月潭红
茶观光工厂将茶叶蛋列入“限购”商品；台东生
鲜超市的鸡蛋一上架就被抢空；一蛋涨而万物
涨，荷包跟着缩水……民以食为天，鸡蛋不够
用，后果很严重。

面对民怨四起，民进党当局却很淡定，“农
委会”主委陈吉仲此前列出了许多“不可抗力”，
比如禽流感、俄乌冲突推高饲料价格、天气太
冷民众吃火锅消耗鸡蛋等，反正都不是自己的
错。那么现在快入夏了，天气热得很，为何还
是缺蛋？陈吉仲没给出解释，只把“今年3月底
不缺蛋”的口头支票作废，改称实际缺蛋情况比
当局有关部门统计严重，“蛋荒”可能持续到明年
4月。

无非是让农民多养点鸡，让鸡多生点蛋，
调节一下供需，在民进党当局这儿却似乎成了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民进党当局目前的解决方
法是舍近求远从澳大利亚进口鸡蛋，价高量少
填补不了缺口不说，运输时间太长也让业者抱

怨“怕不新鲜，不考虑用”。至于有没有考虑从大
陆进口？民进党当局一向对大陆农产品严防死
守，这回更生造了一个“大陆鸡蛋打疫苗”的
谣，将路彻底堵死。

一“蛋”知秋。台湾缺蛋问题不解，天灾只
是借口，人祸才是关键。“农委会”向来不务正
业，2019 年被抓包编列 1450 万元预算养网军，
让绿营网军由此得了一个“1450”的诨号；2022
年又被抓现形，一次编列“宣导经费”超过11亿
元。在台湾石斑鱼、凤梨释迦等出口大陆的农
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农委会”从不就事论事设
法解决，而是必先污蔑大陆“打压”，再发动“全
民开吃”。尤令台湾民众心塞的是，解“蛋荒”无
能而养网军“有功”的“农委会”即将升格为“农业
部”，陈吉仲对民众缺蛋无动于衷，得知自己要
升官竟当众激动落泪。

台湾何止缺蛋？除了长期存在的“缺水、缺
电、缺地、缺工、缺人才”等“五缺”外，近期又出
现“30年最大缺药潮”，抗生素、止痛药、退烧药
等常用药品从年初以来持续短缺。物产丰富的
宝岛，曾经发展势头喜人的“亚洲四小龙”之
一，为何落得这般窘境？追根究底，跟民进党
脱不了干系。

比如缺电问题，民进党当局的“非核家园”
能源政策便是罪魁祸首，在绿能尚未到位的情
况下贸然推动废核，致使全台大停电频发，火
力发电比例上升又造成严重空气污染。比如缺
水问题，台湾年降雨量是世界均值的2.8倍，但
水库淤塞严重，输水管道老旧、漏水严重，浪
费大量水资源，民进党当局不愿花力气兴修水
利投资长线，却热衷于办大法会向天求雨，又

能济得甚事？
说到底，民进党把煽动仇恨、制造恐惧当

作骗取选票的不二法门，就决定了其只顾争权
夺利、作秀表演而罔顾民生福祉的卑劣做法。
民进党当局在两岸间升高对抗，妄图跟大陆经
济“脱钩断链”，任由美国将台湾当棋子摆布，为
了“台独”图谋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断送台湾福
祉，如此失德败政，必然导致岛内基础设施落
后、产业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扩大、民生物资
供应短缺、物价暴涨时有发生、民生痛苦指数
不断攀升等一连串问题。

除了缺蛋、缺药、缺电等之外，岛内还有
一“缺”，便是“缺安宁”，合共可称“八缺”。民进
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
定的最大威胁。“台独”猖獗，绿色恐怖弥漫全
岛，气氛令人窒息。台海不宁，岛内民众担惊
受怕，连个安生日子都过不上。没有稳定的台
海形势、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台湾民众就不
可能有宁静无忧的美好生活，岛内就不可能有
稳定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台湾就不可能有远
大光明的发展前景。

造成台湾“八缺”的根子，以另一“缺”蔽
之，就是民进党当局的“缺德”。只要民进党当局
为一己私利祸害台湾的恶劣本性不改，只要其
不放弃“台独”图谋和“抗中”路线，岛内的“八缺”
甚至更多“缺”就始终难有解方。

台湾“八缺”问题难解，谁之过？
王 平

走进英国园艺设计师戴昆仑的
作品“海娜花园”，仿佛推门造访一
户中东人家的庭院；在日本设计师
関晴子的“从桃源村到禅园”，观众
可循着蜿蜒曲折的砂石路，一览不
同时期日本庭院的设计风格……漫

步 在 2023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花 展 现
场，仿佛经历了一场跨越地球的

“寻梦”之旅。
从4月8日开始，为期10天的

2023 粤港澳大湾区花展在深圳拉
开帷幕。2.25 万平方米的展览面

积，展出 22 座精美花园、1000 多
个 新 优 品 种 花 卉 ， 代 表 大 湾 区

“9+2”城市群邀请全世界共赴“春
天的约定”。

以花为媒、以花会友、以花兴
业。花展不仅代表着对美的追求，
也彰显深圳开放、包容、宜居的城
市气质。

在本届花展开幕之际，英国设
计师莎拉·埃尔伯特收获了第一枚

“中国奖牌”。从业45年、曾19次获
得英国切尔西花展金奖的她，以作
品“仲夏夜之梦”获得了本届花展的

“最佳花园奖”，这让她欢欣鼓舞。
让 世 界 的 鲜 花 在 大 湾 区 盛

开 ——虽是中国城市花展中的年
轻成员，迄今举办四届的粤港澳大
湾区花展却已凸显出浓烈的开放气
息。本届花展有来自6个国家的知
名造园大师参与，设计了9座风格
各异的花园。多位参展国际设计师
表示，他们看好中国园艺市场，也
期盼与中国城市、企业和观众更
多、更深入地交流与合作。

在本届大湾区花展上，有一个
小而美的“海蒂的花园”，这件作品
作为小微企业代表作，在大湾区花
展的大舞台上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的

作品“同台竞技”。完成该作品的是
一家来自四川成都的企业，该企业
负责人邱亚敏说：“深圳和大湾区是
一片肥沃的土壤，让企业的梦想像
鲜花一样成长。”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冯增军说，本届粤港澳大湾
区花展创新市场化运作机制，吸引
了国内外 80 余家花卉企业、园林
公司、高等院校和电商企业参加。

“我们希望通过花展传播新理念、
应用新材料、推广新技术，提升园
林行业的技术水平，带动整个大湾
区园林花卉产业的发展。”

在花展评委、浙江农林大学教
授包志毅看来，花展不仅是产业内
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唤起公众对美
和自然的认识、提升城市的形象和
品位，“高水平的花展和城市园林绿
化建设，可以创造非常重要的经济
和社会价值。”

目前，深圳全市已经建成各类
公园 1200 多个，全市公园总面积
超过380平方千米，公园绿地活动
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90.87%。
高科技企业与公园绿地相融，已
经成为深圳城市面貌最突出的特
征之一。

展望未来，冯增军说，深圳将
继续大力推进公园建设，计划到
2025 年全市建设公园 1350 个，远
足径、郊野径 1000 公里，推动这
座科技之城向着“公园城市”的建设
目标稳步前进。

（据新华社深圳电 记者王
攀、梁旭）

花 开 鹏 城 满 目 春
——2023粤港澳大湾区花展一线观察

2023粤港澳大湾区花展现场，一名女子在进行民乐表演。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2023粤港澳大湾区花展现场，一名女子在进行民乐表演。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近日，在位于
广东省广州市南
沙区的广州港南
沙二期集装箱码
头 ，全 球 最 大 集
装 箱 船“ 地 中 海
伊 琳 娜 ”号 缓 缓
靠泊。广州港作为
华南最大的综合
性主枢纽港，今年
一季度货物吞吐
量、集装箱吞吐
量 同比分别增长
1.8%、2.5%，实现
首季“开门红”“开
门稳”。

魏劲松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孔维
一） 参与“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
划”的广东省医护人员4月17日中午
抵港，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范鸿龄
及行政总裁高拔陞前往高铁西九龙
站迎接。

范鸿龄表示，今天是香港与内
地医疗人才交流的重要里程碑，来
自广东省的医护人员带着他们的专
业知识和丰富经验来港，与香港的
医护人员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他
们在不同的医学领域拥有丰富的经
验，大家在交流过程中必定会获益
良多，病人也一定可以从中受益。

据香港医管局介绍，参与交流
计划的广东医护人员中，70 名护士
会被安排到医管局 7 个联网内不同
的医院作交流，10 名医生则会被安
排到九龙中、九龙西及新界西医院联

网交流。两名在去年底已来港的中医
专家，连同另一名4月18日抵港的中
医专家，将在不同医院参与中西医协
作的临床培训工作。香港医管局表示
会继续把握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加强
香港和内地医疗服务的交流。

随团到港的广东省卫健委代表
杨波表示，首批参与“大湾区医疗人
才交流计划”的 83 名医护人员都是
来自广东省各大医院的医疗技术骨
干。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开展多种形
式的学术交流，以促进粤港澳大湾
区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大湾区的
高质量发展。

去年 9 月，香港医管局宣布推
动“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引入
内地护士、中医以及放射技师抵港，
深化与广东省医疗人才专业交流，促
进两地公营医疗服务的发展。

本报香港4月18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邮政 17 日宣布，将于 5 月
4 日推出以“二十四节气——夏”为
主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

香港邮政表示，二十四节气是
中国古人透过观测太阳周期运动、
季节和物候规律，配合社会发展演
变而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实践于传
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

继 2020 年 发 行 以“ 二 十 四 节
气——春”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后，香
港邮政续以“二十四节气——夏”为
主题发行一套 6 枚邮票、一张小全

张及相关集邮品，以缤纷的色彩介
绍夏季的 6 个节气，分别为立夏、
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及大暑，
延续“二十四节气”邮票系列。其他
相关邮品包括小全张、套折、首日
封等。

据悉，2016 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已将“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
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
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上图：“二十四节气——夏”邮
票小全张。 香港邮政供图

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付敏）
第十六届海峡两岸 （厦门海沧） 保
生慈济文化节 4 月 16 日在厦门海
沧青礁慈济祖宫开幕。上千名两岸
信众聚首厦门海沧，共同祭祀保
生大帝。

保生大帝是北宋名医吴真人，
他医术精湛，慈怀济世，深受爱
戴。福建是保生大帝信仰的发源
地，保生大帝在台湾是仅次于妈祖
的第二大民间信仰，分灵庙多达数
百座，有信众数百万人。

当天上午，来自两岸90余家宫
庙的 600 多名宫庙代表参与了保生
大帝颂典仪式。他们手持香火，在
主祭人的引导下，祭拜现场摆放的
青礁慈济祖宫保生大帝神尊。

台南佳里青龙宫主委吴三龙
说，他从2011年开始就到海沧参加
祭祀活动。此次他带领来自高雄、
台南、台中、台北等地的30多名信
众，前来参加祭祀。

“疫情三年，我们通过视讯参与
祭祀。这次又能过来参加，很激

动。我也将台湾多个宫庙的贺电、
贺信带过来。海峡两岸同根、同
祖、同源，希望通过祭祀保生大
帝，祈福两岸民众幸福安康。”他说。

“作为信众，能来到保生大帝的
羽化地非常开心。感觉很亲切，就像
一家人一样。”参加祭祀活动的台南
信众李佳璋说，“除此之外，我还将跟
同行的信众在海沧参加走访活动，了
解当地的文化、民俗和历史。”

金门县长陈福海带着金门近
300 名信众前来参加活动，他将此
次活动形容为“健康两岸幸福行”，

“金门很多保生大帝宫庙都前来参与
了活动，祈福大家平安健康。期望
两岸除了宗教交流，在其他领域也
能频繁互动。”

据介绍，第十六届海峡两岸
（厦门海沧） 保生慈济文化节主题为
“健康两岸行 融合促发展”，通过举
办两岸民俗文化传承、中医青草药
学术研讨、青少年互动交流三项系
列主题活动，共同打造两岸民间文
化交流盛会。

内地医护人员抵港参与“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

香港邮政发行“二十四节气——夏”特别邮票香港邮政发行“二十四节气——夏”特别邮票

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在厦门海沧举行

4月 17日，“闽宁携手山海情，砥砺奋进新征程”——闽宁民间工艺美
术交流展在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幕。本次展览聚焦新时代闽宁协作

“山海情深”主题，荟萃福建、宁夏两地民间工艺品，涵盖寿山石雕、扎
染、刺绣等多种艺术门类，尽显两地民间工艺美术风格。图为市民参观
展出作品。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