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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根据岛内最新统计数据，今年 4 月台湾出口
359.6 亿美元，同比减少 13.3%，连续 8 个月呈现衰
退；而今年前4个月台湾总出口额为1337亿美元，同
比减少17.7%，为近14年以来同期最大跌幅。岛内舆
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大陆实行科技封锁，
民进党当局配合美国企图对大陆“脱钩断链”、打压
封堵两岸经贸的错误政策，已出现反噬恶果。

面对惨淡的出口成绩单，民进党当局将其归咎于
全球经济景气不佳、台湾“产业结构过度集中”。但
台湾专家指出，对大陆出口大幅下跌才是台湾出口表
现不佳的主要原因，两者的联动反应，恰恰表明两岸
经济无法“脱钩”。

台湾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出口一直是岛内
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长期以来，大陆持续稳居台
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对
大陆的贸易依存度约为四成。根据大陆海关总署数
据，2022 年两岸贸易额为 3196.78 亿美元，其中大陆
从台湾进口 2380.92 亿美元，向台湾出口 815.87 亿美
元，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高达1500多亿美元。近年台
湾保持贸易顺差，其贡献主要来自大陆。如果没有大
陆的顺差支撑，台湾贸易将出现巨额赤字，岛内经济
也极有可能随之出现下滑。

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对
台湾经济而言，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经济环境，

只有坚决反对两岸经济脱钩、产业断链，进一步深化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才能借助大陆巨大的市场、丰富
的资源、完备的产业配套，助力台湾经济取得更好发
展，让广大台胞台企更多获利受益。

大陆始终致力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深化两岸
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
策。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不断深化，给两岸同胞特别是台
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两岸经济互补，合作共创
双赢。道理很清楚明白，岛内有些人偏听不进去。

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绑架国际正常经贸合作，
在高科技领域大搞垄断打压、技术封锁，胁迫一些国
家和地区围堵遏制中国发展，人为制造“脱钩断
链”，已严重影响包括两岸贸易在内的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倚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为谋求一己私
利，竟罔顾经济规律、台湾经济前景、岛内民众福
祉，妄图切割与大陆的经贸联系。

民进党当局不断诋毁大陆营商环境，对大陆企业
赴台投资百般刁难。一面坐享 ECFA （《海峡两岸经
济合作框架协议》） 的红利，一面对大陆2400多项产
品输入台湾采取单方面限制措施。他们限缩打压两岸
经贸及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岸正常经贸和人员往来
设置诸多障碍。民进党当局不但在两岸间做尽了断
路、挖坑的勾当，还贴靠配合美西方反华势力，拱手
相让岛内核心优势产业，致使台湾技术人才和经济财

富大量流失。
为了与大陆经贸“脱钩”，民进党当局舍近求

远、舍本逐末，又搞起了所谓的“新南向”，并为此
痛下血本砸钱、大手笔给优惠政策。然而此举严重违
背经济规律，出口数字一路下探，结果一败涂地。民
进党当局幻想有美国等外部势力给自己撑腰打气，但

“莱猪”（含瘦肉精猪肉） 吃了，多次天价军售也认
了，可曾换来真正的实惠？

在民进党当局乱政下，岛内经济增长缓慢、出口
减少、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失衡，令台湾民众苦
不堪言。有台媒指出，台湾经济没有与大陆“脱钩”
的本钱，也完全不应该走“断链”这条路线。不管从
两岸经贸数字，或是数以百万计的台商家庭生计来看
都是如此，这将是台湾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
的稳步推进，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商机和红利。岛
内各界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希望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两岸关
系要稳定、岛内经济要发展——台湾民众的呼声，民
进党当局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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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北京电 （记者李哲
贤）“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国家大剧
院演出。能在儿童节给全国各地
的小朋友们表演，我感到很高
兴！”参加完“六一”国际儿童节
主题演出彩排后，来自香港的郭
晓蔚小朋友激动地说。

5月 31日至 6月 1日，由中国
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
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 2023 年“我
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
童节主题演出活动在国家大剧院
连续演出三场。其中，来自港澳
地区的 18名少年儿童参加了这次
演出，他们用歌声和内地的同龄
人一起表达对祖国真挚的爱。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
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
声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
笑将是遍野春花”……在演出序
幕“闪光的记忆”部分，18 名港
澳地区的少年儿童手持鲜花和彩
色风车走上舞台，与内地少年儿
童一起合唱歌曲 《歌声与微笑》，
欢快活泼、朗朗上口的旋律，表
达出孩子们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和
对新时代的无限憧憬。

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
一起在京参加演出，来自香港的
小演员周咏芯感到很幸福：“强大
的祖国守护着我们，让我们健康
快乐一起成长。”

香港演员带队老师邝励龄对
记者说：“孩子们非常珍惜这次机

会，在排练时都非常认真。大家
在这座艺术殿堂中学习到很多新
知识，希望未来还有更多这样的
交流机会。”

此次来京参演的港澳地区小
演员中，年纪最小的只有 4 岁，
他们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

在京期间，港澳少年儿童还
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宋庆龄
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并观
看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等。

澳门演员带队老师、国情教

育 （澳门） 协会会长王海涛对记
者说：“希望这次活动一方面能让
澳门少年儿童亲身感受内地经济
社会发展的速度，同时也能更直
观地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

据悉，“我和祖国一起成长”
主题演出活动是面向青少年打造
的品牌公益项目，已连续举办 5
年。演出 6 月 3 日 19：30 在国家
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以及多家网
络平台面向社会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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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祖国一起成长”主题演出近日在京举行，来自港澳地区的少
年儿童参加演出。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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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湾 台
东 常 聚 常 宁 ”
常宁·台东两地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交 流 活 动 近 日
在 湖 南 省 常 宁
市 塔 山 瑶 族 乡
举 行 ， 两 岸 同
胞 共 享 文 化 盛
宴 。 图 为 活 动
现场。

刘东华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6月5日电（记者柴逸扉） 海
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清流文教协会5
日下午在北京举办“两岸关系前瞻与思
考”研讨会。新党代表团、两岸有关方面
嘉宾和专家学者与会。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当前，两岸
关系再次面临道路和方向的选择，要坚决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两岸的事是两岸中国人的家里事，应该商
量着办，也完全可以商量得好。要坚持在
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基础上，推
进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
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
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进程中，台湾不应缺席。新党希
望两岸携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
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推动协商“两
制”台湾方案，促进和平统一，实现民族
复兴。

与会两岸嘉宾围绕“两岸关系道路与
关键抉择”“两岸关系大势与携手奋斗”两
项议题开展交流研讨。大家认为，要和
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
胞的共同心声，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
益。面对两种道路与前景的选择，要坚持

“九二共识”，维护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基
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
力干涉，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
要积极参与两岸对话协商，为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贡献
智慧和力量，携手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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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6月5日电（记者冯学
知） 听乡音、叙乡情、品乡味、解乡愁，
为期3天的“乡情聚香江 迈向新征程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6 周年家乡
市集嘉年华”活动3日在港启动。

来自陕西的肉夹馍、泉州的肉
粽、黑龙江的红肠……超过200个摊
位，集合内地 26 个省份的家乡特色
产品亮相维多利亚公园，市民足不出

港即可感受各地风味。
启动仪式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

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随着香
港 同 内 地 今 年 二 月 起 全 面 恢 复 通
关，人员跨境往来复常，为社会经
济和旅游活动注入新动力。多个同
乡 社 团 已 经 陆 续 复 办内地交流活
动，带领市民认识祖国的最新发展，
增强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期

望大家继续发挥桥梁作用，在民间促
进人文往来，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龚俊龙表
示，希望通过“家乡市集嘉年华”活
动增进香港市民对国家的了解，加强
市民对国家和香港的归属感。26 个
省级同乡社团首次联合举办活动，希
望到场的每位市民和游客都能够全情
投入，留下难忘美好的回忆。

活动现场许多市民拉着购物车前
来“扫货”。“这次活动我们准备了约
四千份商品，希望将四川的特色美食
带给香港市民，通过美食和文化增进
彼此了解。”香港四川社团总会秘书
长吴建芳说。

现场不仅有特色美食，还设有非
物质文化遗产集市供市民体验和打
卡。居住在香港多年的陕西人张女士
表示，听到熟悉的乡音感觉非常亲
切。“很多年没有回到家乡，今天看
到很多同乡人，好像回家一样。”

图为活动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许雪毅） 75年前，一位闽西小伙
子赴台北任教，后来为台湾美术界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今
年 6月 1日，他的作品出现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
展上，为跨越两岸的“光阴的故事”添加了生动注脚。

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福州首展1日开幕。大
展以“光阴的故事”为主题，精选了近300幅作品，展示来
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及其他华人地区的孩子们的用心之作。

台湾小朋友描绘古早味面店、全家露营、长大的花，大陆
小朋友画下赛龙舟、魅力土楼、老家的阳光……两岸小朋友
携手用多彩的笔触，记录找寻自我、探索世界的过程。

大展还展出了两位艺术家作品：一位是台湾已故版画家、
美育教育家周瑛先生；一位是大陆跨媒介当代艺术家沈也。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李豫闽在大展上介绍，出生于福建长汀的周瑛，1948
年自福建师专艺术科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前身） 毕业
后，赴台北师范学院 （今台北教育大学） 任教，培养的许
多学生成长为台湾重要艺术家。周瑛去世后，家人将其作
品捐赠给母校福建师范大学。

“在少儿美术中，孩子们用纯粹的眼光看世界。周瑛的
人生经历和艺术创作，具有跨越两岸的影响力，为今天的
两岸少儿美术活动带来启迪。”李豫闽说。

“大陆和台湾，在地域的两岸。我们和孩子，在光阴的
两岸。”策展人周樱说，大展已进入第十四年，即使在疫情
期间交流也没有停止，希望未来两岸少儿共同书写更多美
好“光阴的故事”。

本届大展由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福建省闽台交流
协会、台湾中华文创发展协会、福建省美术馆等主办。福
州首展将持续到 6 月 18 日。大展还将在厦门、北京、台
北、高雄等两岸多个城市举行。

“家乡市集嘉年华”在港启动“家乡市集嘉年华”在港启动

两岸少儿美术展聚焦“光阴的故事”

第 14 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
建设高峰论坛近日在澳门举办，共
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
余 家 机 构 逾 3000 名 业 界 精 英 出
席。本届论坛共举办220场商务洽
谈，促成39份合作协议，较上届增
一倍，涉及金额约 67 亿美元，进一
步推动国际合作新动向和基建发展
新机遇。图为与会者在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