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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最 近 有 个 问 题 让 台 湾 高 教 业 者 忧 心 如
焚 ——随着今年最后一批在台陆生本科毕业，
岛内将面临“学士班陆生归零”。两岸关系好的时
候，大批陆生乐意赴台就读，如今却眼看后继
无人。岛内教育界痛批，陆生不来，岛内大专
院校“招生难”雪上加霜，罪魁祸首正是阻碍两
岸交流的民进党当局。

陆生入台 2011 年实现，当年 928 名大陆青
年注册入读台湾高校。2011年至2019年，在台湾
就学的非本地生中，陆生占比最高，2016学年人
数一度高达约 4.2万人，占非本地生总数的 1/3。
据台媒统计，2018学年台湾非本地生人数约13
万人，如今仅剩9万多人，少了将近4万人，流
失的主要是陆生。

台湾近年来少子化危机愈演愈烈，岛内大
专院校长期受招生不足问题困扰。今年初岛内

“学测”仅有不足12万名考生报名，创下23年来
新低。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此前公布，2022学年
有 19所大专院校新生注册率未达 60%，较上一
学年的 7 所大幅增加，创下招生缺额的历史新
高。台湾私校工会理事长尤荣辉认为，在少子
化短期内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当前高校面临的招
生问题还只是“雪崩”的开始。

若陆生人数充足，本可有效填补岛内院校
招生缺口。随着陆生人数锐减，岛内多家学校
因招不够学生加速退场。据估计，未来 5 年，
至少还有40所院校将面临退场风险。目前尚在
台湾高校读书、且是最后一批学士班陆生 800
多人，当他们今年毕业后，台湾将没有本科陆
生就读，仅余硕博士班陆生。眼见岛内高校解
渴续命的源头活水几乎断流，台湾高教界纷纷
感叹，非常怀念有很多陆生的年代。台湾实践

大学前校长陈振贵坦言，两岸文化一脉相承，
陆生是最可能来岛内求学的潜在生源。如果陆
生能来，至少可以补足一半的招生缺额。台湾
教育主管部门应递出橄榄枝，吸引陆生来台，
推动两岸教育实质交流。

陆生为什么不来了？这得问民进党当局。
陆生入台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曾是台
湾大专院校招生的稳定资源。2011年至2015年
期间，陆生赴台人数每年以三至四成的幅度增
长。自 2016 年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日趋紧
张，陆生赴台人数开始减少。

在民进党当局长期的歧视和刁难下，陆生
在台湾处境艰难，沦为“边缘人”。民进党曾推动
岛内通过针对陆生的歧视性政策“三限六不”（限
制陆生赴台总量、不提供奖助学金、不允许校
外打工、不开放报考证照、毕业后不可留台就
业等），近年更变本加厉地破坏两岸教育交流，
借疫生事霸凌陆生。陆生不仅面临精神压力，
更长期被排除在台湾健保体系外，无法获得应
有的生命健康保障。

2020年，民进党当局以疫情为借口禁止陆
生返台，令陆生蒙受学业和经济上的多重损
失。大陆为保证陆生正当权益不再继续受损，
不得不宣布暂停新生赴台求学。陆生入台难以
为继，原因分明是民进党所作所为严重损害陆
生正当权益，严重挫伤陆生赴台热情。惯于颠
倒黑白的民进党却污蔑大陆“剥夺陆生来台学习
机会与权益”。

民进党当局宣称，他们“欢迎陆生来台学习
与交流的立场和政策始终如一”。事实却是，他
们对陆生的歧视和刁难“始终如一”。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大陆持续支持台生“登陆”求学，

不断优化相关招录程序。在求学、生活、后续
发展等各方面，大陆也为台生积极创造便利条
件。早在2013年，大陆便将台生纳入医保，为
其免去后顾之忧。对于成绩优异的台生，大陆
高校会提供奖学金。对于台青实习、就业、创
业等，大陆有关部门和地方也积极提供政策支
持与服务保障。大陆天地宽阔、机会多多，
对于选择留下来扎根发展的台青，有包括住
房保障和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帮助台青
在大陆安居乐业。谁有诚意，谁在扯谎？不言
自明。

陆生不来，民进党不思反省，不从改善两
岸关系入手，并设法维护陆生的正当权益，纠
正不合理做法和相关安排缺失，反倒揣着私心
推动所谓“新南向政策”，怂恿岛内高校开拓东南
亚生源。台湾一些大专院校找中介帮忙招揽学
生，却屡屡滋生乱象，甚至发生让远道而来的
学生沦为廉价“学工”的丑闻，致使台湾教育形
象蒙羞。

两岸教育交流是好事一桩，青年学子加强
交流交往，能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新生力
量、注入青春活力。无论台生“登陆”还是陆生
赴台，都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和感情。民进党
上台以来，却几乎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破
坏殆尽，令陆生对岛内求学望而却步。陆生赴
台从红红火火走到冷冷清清，谁在毁路拆桥，
答案一目了然。

民进党毁路拆桥，这回陆生真不来了
张 盼

由星光大道管
理有限公司主办的
霹雳舞巡游暨巨星
展览“星光声·影
梦”近日在香港尖
沙咀星光大道举行。
活动以新编歌曲及
霹雳舞等推广香港
流行文化，吸引众
多歌影迷会成员及
大批香港市民、游
客参与。图为活动
现 场 进 行 的 舞 蹈
表演。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舞动星光大道舞动星光大道舞动星光大道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李寒
芳、刘刚） 4月23日是世界乒乓球
日，恰逢 2023 年世界乒乓球职业
大联盟（WTT）冠军赛澳门站的决
赛日。当日，国际乒联集团和澳门
特区政府体育局在大三巴牌坊前联
合举办庆祝活动。

国际乒联主席佩特拉·索林在

开场致辞中表示，世界乒乓球日将
人们聚在一起，庆祝乒乓球这项令
人着迷的运动，这更是一个可以体
验到乒乓球乐趣的时刻。今年的主
题是“行动起来，关注可持续发展”。
聚在大三巴牌坊更加提醒人们保
护遗产以及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

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WTT
世界乒联董事会主席、中国乒协主
席刘国梁说，这是 WTT世界乒联
赛事第四次来到中国澳门，澳门人
民对乒乓球的热情每每令他们感
动。今年世界乒乓球日的主题旨在
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参
与乒乓球运动，展示乒乓球运动的

多样性与包容性。
随后，樊振东、孙颖莎以及澳门

特奥乒乓球运动员共同进行了开球
仪式。佩特拉·索林、刘国梁与球员
们一起参与了“最长击球挑战”。

除在澳门举行的庆祝活动外，世
界乒乓球大家庭还于当日在100多
个地点举行了超过400场庆祝活动。

4 月 23 日是 1926 年首届世乒
赛组织者、国际乒联创始人兼首任
主席伊沃·蒙塔古的生日。从 2023
年起，每年的4月23日被命名为世
界乒乓球日。

世界乒乓球日庆祝活动在澳门举行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
者洪泽华、王丰） 台湾青
年钟惠闵和团队最近忙得
热火朝天。他们刚刚搬
入位于珠海市中心的新办公室，准
备扩招员工，加码在粤港澳大湾区
的投资。

2021 年底，在挪威完成博士学
位学习后，钟惠闵参加了在广东佛山
举办的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这
次参赛和获奖经历让他信心倍增，也
对大陆发展有了更深了解。去年3月，
他和大陆好友兼合伙人一起，在珠海
设立弩特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芯
片开发工作。“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
战略，有很多优秀芯片厂商在此集
聚。我们创业离这些优秀企业近一
些，方便交流合作。”钟惠闵说。

钟惠闵经常参加珠海市台办和台
商投资企业协会组织的各类活动，到
企业参观交流。“初来乍到，我走出办
公室和实验室，通过这些活动认识了
很多朋友。”

钟惠闵曾随公司到深圳华强北考

察，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和零配件让
他感到震撼。他说，公司需要的所有
零件都可以在一个电子城方便地买
齐，这是他在国外实验室学习时难以
想象的。“市场内外活力满满，我感受
到了大湾区高速发展的脉动。”

作为大湾区科创引擎和创业高
地，深圳近年来吸引着大量台湾创客
青年前来扎根发展。“年轻、活力、创
新，从道路、绿化、地铁、公交站到写字
楼，前海每一寸土地都透露出设计
感。”两年前，台湾青年、前瞻科技教育

（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坤安进驻前
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创博汇孵化器，开
启创业梦想。

李坤安在台北长大，2017 年英
国留学毕业后来到深圳。他说，此前
通过朋友咨询、看纪录片，了解到深
圳科技产业、游戏产业正蓬勃发展，

“找工作、选城市就像在买股票，当

然要选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
2021年，李坤安和同伴以VR教

育软件研发项目，参加了前海粤港澳
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企业组优
胜奖。如今，公司专注于VR/AR/MR
应用软件项目研发，涉及元宇宙、游
戏、教育三大板块。

“入驻梦工场一年半，我记不清申
请了多少种补贴，涵盖人才住房、租
金、交通等各方面，极大帮助我们企业
渡过初创期，站稳脚跟。”李坤安说。

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21 年，
广东举办两岸青年创业活动近 1100
场次，参与活动台青约 2 万人次，
入驻的台青初创企业或团队累计近
500家。

2014年初来深圳后，台湾青年郑
韦治被这块土地深深吸引。一年前，他
携团队进驻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开
拓大陆市场。团队研发的高效能无机

荧光体产品已取得8家企
业认证的供货商资格，正
准备在大陆布局生产线。

“大湾区发展势头越来越
好，我希望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于实
践，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把握机
遇、拓展市场。”郑韦治说。

在广州，来自台湾彰化的富胜塑
胶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陈志勇正推动
企业通过创新工艺研发新产品。他说：

“大湾区市场庞大，公司将充分运用自
身技术，更好服务消费者需求。”

当前，总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
经济体量逾 12 万亿元的粤港澳大湾
区，正朝着世界一流湾区加速前进。
深圳台商陈忠和说，粤港澳大湾区是
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
区域之一，广大台商会充分把握机
遇，用好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举措，投
资兴业，落地生根，为大湾区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我们有幸参与到大湾区
建设的历史机遇中，两岸携手发挥优
势，共同努力，定能创造充满希望的未
来。”佛山青年台商陈泉宏说。

台商看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台商看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

本报香港4月25日电（记者陈
然）“五一”国际劳动节将至，香港
工会联合会成立75周年庆祝活动25
日在湾仔会展中心举办，同场启动

“服务市民走在前”系列行动。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

频方式致辞表示，工联会全力推动
“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准确落实，积
极参与行政、立法和地区工作，是

“爱国者治港”的坚实力量。他感谢
广大劳工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所作
出的努力和贡献，期望工联会继续
与特区政府紧密合作，为市民谋幸
福、为香港谋发展。

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发表视
频致辞说，未来 5 年是香港开创新
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希望
工联会传承发扬爱国爱港光荣传

统，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找准新阶段关键期香港爱国工运发
展方向，深入基层群众，进一步发
挥好特区政府联系市民的桥梁纽带
作用。

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在
庆祝典礼上致辞表示，工联会一直
与香港普罗大众的福祉利益站在一
起，适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工联
会提出发展经济、创造就业等多项
倡议，并启动“服务市民走在前”系
列行动，切实为排解民生忧难作出
贡献。

据了解，香港工会联合会于
1948 年成立，属下有 250 余间不同
行业的工会，会员人数超过 41 万，
是香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跨
行业劳工团体。

香港工联会庆祝成立75周年香港工联会庆祝成立75周年

4月 24日，广（广州东）花（花都天贵）城际铁路全线首台盾构始发，中
铁十一局“铁兵广花13号”盾构机开始执行白云城市中心至白方盾构井区间
右线隧道掘进任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骨干线路，广
花城际将和广州地铁十八号线、二十二号线、芳白城际及南珠（中）城际一
起联通大湾区西岸重要区域和交通枢纽。图为技术人员检查“铁兵广花 13
号”盾构机的管片拼装机。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广花城际首台盾构机始发

新华社香港4月25日电（记者
梁文佳）“来多彩贵州·让人生出彩”
2023多彩贵州文化旅游推广暨招商推
介会25日在香港举办。会上，香港与贵
州两地多家文旅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并发布赴黔旅游的相关奖励政策。

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
雍政现场致辞表示，贵州正聚焦独
特的自然珍宝和人文瑰宝，用好世
界级旅游资源，加快建设世界级旅
游目的地。他说，投资贵州文旅具
有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交通
优势、市场优势，欢迎粤港澳大湾
区企业家入黔考察调研、洽谈投资。

香港旅游业议会副主席谢淦廷
说，贵州与香港两地在文化、体
育、人文、经贸等领域都有良好的
合作，旅游资源互补性强，希望双
方加强合作，共同拓展旅游市场。

推介会上，贵州省文化和旅游
厅副厅长李芳介绍了2023年多彩贵
州入境旅游团组奖励政策，包括旅
游包机奖励、旅游专列奖励、入境
旅游组团奖励等。

活动当天还举行了“贵州文化旅
游（香港）推广中心”授牌仪式。据
悉，该中心将成为贵州进一步开拓
香港文化旅游市场的重要平台。

本报澳门4月25日电（记者富
子梅） 第25届青年领袖峰会25日在
澳门开幕，由此拉开澳门大学纪念
五四运动 104 周年活动序幕。峰会
以“新时代·新征程·新青年”为主
题，来自澳门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城市的多所高等院校学生会代表与
会，推动年轻人进一步弘扬五四精
神，培养爱国爱澳情怀。

峰会包括一场大讲堂及两场分
论坛，澳门社会各界青年代表围绕
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促进澳门繁
荣发展中的作用与价值，如何更好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国家现代
化建设，在粤港澳大湾区、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携手创业发展进步等

题目深入探讨。同时，峰会还将开
展参观考察、体育康乐等多项交流
活动，增进澳门与内地大学生之间
的友谊，携手成长进步。

澳门大学副校长莫启明表示，
广大青年生逢其时，必须立志做有
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青年，锻炼成为国家现代化
建设的栋梁之才。

澳门大学学生会副理事长伍颖
妍介绍，青年领袖峰会是澳门大学
学生会的一项标志性活动，得到大
学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已经成
为澳门与内地高等院校学生交流互
动、携手进步、砥砺奋发和共同成
长的重要平台。

贵州在港举办文旅推广招商会

第25届青年领袖峰会在澳门开幕

连日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台湾农民创业园一家花卉种植基地的鲜花
竞相开放，农民忙着修整花卉，准备上市销售。当地积极发展花卉、苗木
等生态特色产业，推行种、产、销、观光一体化经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陈月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