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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27日电（记者汪灵犀） 连横 《台湾通史》
（译注本） 简体版新书发布会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
厅举办。大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连横先生后裔、两岸专家
学者、出版界代表等约100人出席。

《台湾通史》是台湾著名爱国诗人和史学家连横所著的文
言纪传体通史，首次完整记叙了台湾从隋代至1895年被日本
窃据期间1290年的历史，以确凿史实证明了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
文化价值。在 《台湾通史》 问世一百周年之际，自 2021 年 3
月起，福建省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组织闽台两地多所高校的
20余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完成这部巨著的白话文译注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在新书
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秉持同胞情、同理
心，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育后人，弘扬伟大
民族精神。两岸专家学者共同完成 《台湾通史》 白话文转译
并出版发行，是两岸学术研究机构交流合作的成果，是两岸
学者共同促进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两岸同胞要以
文化促认同、以交流增感情，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
合发展，共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掌表示，《台湾通
史》（译注本） 的出版，是历史文化领域反“台独”斗争的一
个有力举措，对于驳斥“台独”谬论、增进台湾民众特别是
青少年对台湾历史源流和归属的正确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两岸同胞要肩负起应有责任，弘扬中国人精神，坚持民族大
义，守护中华文化，坚决反制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的“去中
国化”“文化台独”图谋。

福建省委副书记罗东川表示，福建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
地，与台湾地最近、缘最深、情最浓，在对台工作全局中具有独特地
位和作用。福建将进一步充分发挥祖地文化优势，加大文化交流
力度，组织开展涉台历史文化研究等工作，增进广大台胞对民族、
国家的认知和感情。

连雅堂先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连惠心在发布会上致辞并
宣读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贺信。连战在贺信中表示，先
祖连横先生所著 《台湾通史》，体现两岸一脉相传的历史渊
源，承载对家乡台湾的深厚感情，与维护中华民族精神的毕
生心志。连惠心表示，民进党不断推动“去中国化”“台独”
教育，危害很大，把 《台湾通史》 翻成白话文更便于大众阅
读传播，很有必要也十分重要。

《台湾通史》（译注本） 简体版由福建省闽台历史文化研
究院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出版发行。与台湾南天书局合作出
版繁体版签约仪式27日与新书发布会同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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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福建一艘渔船在厦金海域被台
方海巡艇粗暴撞击，致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
遇难，引发两岸各界高度关注。多位台湾问题
专家受访表示，此次事件是民进党当局长期不
承认“九二共识”、一贯对抗敌视大陆的必然结
果。事件发生后，台当局推诿搪塞、漠视生
命，本质在于刻在骨子里的分裂和对抗思维；
反观大陆方面基于“两岸一家亲”，处置有力有
效、有理有节，回应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关切。

事件处理过程中，民进党当局炮制所谓
“禁止、限制水域”的概念，企图隐瞒真相、颠
倒黑白。专家表示，民进党当局不仅毫无解决
问题的态度，还借此拉高两岸对抗情绪、恶化
两岸关系，以达其政治意图。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认为，所谓
“禁止、限制水域”只是台湾单方面的“宣
示”，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通，其本质
是“台独”的思维作祟。

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倪永杰说，台海巡部门
海上作业没有严格的一套标准程序，做法粗暴，
且态度傲慢。民进党当局事后反应迟钝、缓慢，
不在第一时间查明真相，反而强词夺理、拒不认
错、谎话连篇。其说法多处自相矛盾，极力掩盖
事件真相，意图推卸责任。

李鹏分析指出，从民进党当局对事件的处
理不难看出，其以“台独”意识形态挂帅，想

借此机会升高两岸民意对立，煽动台湾民众
“仇陆反陆”情绪，究其根本是他们刻在骨子里
的分裂思维，使他们违背了人道主义，丧失了
基本良知。

民进党当局不顾同胞安全，长期以非法粗
暴危险方式对待大陆渔民。专家指出，这次事
件是民进党当局长期不承认“九二共识”、一贯
敌视对抗大陆、挑拨两岸同胞情感的错误政策
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
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随意抓扣大陆渔船渔民事件频发，利用各种事
件在两岸之间制造问题，误导岛内舆论，升高
两岸对抗，伤害两岸民众感情，破坏两岸关
系，恶行恶状不得人心。

反观大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在沿海
建立台湾渔民接待站、渔船停泊点，数十年来
一直为台湾渔民提供帮助。倪永杰说，大陆基
于“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千方百计照顾台湾同胞利益需求。福建等大陆
东南沿海省份欢迎台湾渔民来附近水域打鱼，
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遇到同胞有难总会全力
协助，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事件发生后，大陆方面态度明确、处置果
断，并加强海上执法力量，在厦金海域开展常
态化执法巡查行动。专家表示，大陆相关措施

坚决且必要，执法巡查常态化合情合理合法，
是对厦金海域行使行政管辖权和执法权的体
现，是以实际行动在厦金海域落实两岸同属一
个中国的原则，证明不存在所谓的“禁止、限
制水域”。

李振广认为，大陆方面此次加强重点海域
执法巡查，是行使主权的正常行为，从国际法
和国内法的角度出发都无可非议。在两岸关系
发展中，大陆牢牢掌握战略主导权主动权，进
一步明确大陆在厦金海域等区域的管辖权和治
理权，是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中非常必要的步骤。

倪永杰说，大陆处置明快，不但有效回应
两岸民意，也是对民进党当局发出的严正警
告。相关措施体现“依法治国”“依法治海”的
精神，体现重视两岸人民权益安全的精神，彰
显“两岸一家亲”。

李鹏指出，民进党当局必须尽快公布事实真
相，满足遇难者家属合理诉求，并郑重道歉，才可
能亡羊补牢，平复两岸同胞义愤填膺的情绪。为
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最根本的是，民进
党当局要调整敌视大陆的错误政策和心态，摒弃

“台独”分裂思想，充分认识到“两岸一家亲”的情
感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
力都无法改变的。

（新华社北京 2月 27日电 记者王承昊、
尚昊）

民进党当局应调整敌视大陆的错误政策和心态
——专家解析厦金海域渔船事件

2月 26日，厦门市医保部门联合鹭江公证处
在厦门长庚医院医保台胞服务站正式上线台胞
住院 5 日以上（含 5 日）健保核退公证服务“院内
直办”。这意味着台胞在厦门看病办理台湾地区
健保核退（即报销医疗费用）更方便了，不出医院
即可一站式办理住院5日以上（含5日）健保核退
公证手续。

厦门市医保局称，此举为大陆首创，自试运行
以来，已为7名台胞成功办理院内线上直办公证业
务。“健保核退涉及公证的手续，原来需要我自己
跑到公证处办理，现在出院时直接在医院就能办，
对我们台胞来说太方便了。”在长庚医院住院的台
胞刘先生作为首位体验者不禁感慨。

据了解，为解决参加台湾地区健保的台胞在
厦就医医疗费用回台报销“路途远、手续杂、期限
久”等困难，厦门市医保部门之前已在该市8家医

保台胞服务站为台胞提供就近办理门诊、急诊及
住院5日内就医的健保核退结算服务。但台胞住
院5日以上（含5日）医疗费用的健保核退结算事
宜仍需要台胞本人在出院后先在大陆公证处办
理公证手续，拿到公证书后再赴台办理后续事
宜，成为在大陆就医台胞的一大“烦心事”。

为此，厦门市医保部门联合鹭江公证处、
厦门长庚医院在全国首创推行“医保+公证”服
务，推动台胞健保核退公证环节试点前移至医
保台胞服务站，实现“院内直办”“线上公证”，
切切实实让台胞享受到就医便利。台胞在医保
台胞服务站完成公证办理后，可自主选择邮寄
或自取公证书正本，待收到公证书正本并确认
台湾海基会已获取公证书副本后，就可赴台办
理后续核退事宜。

（据中新社厦门电 记者杨伏山）

厦门推“院内直办”便利台胞看病费用报销

近年来，福建
省古田县依托翠屏
湖环湖旅游资源，
积极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着力发展休
闲、度假、运动、
研学为一体的康养
旅游产业，助推文
旅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图为游客在水
上栈道游玩，乐享
悠闲时光。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澳门2月27日电（记者
刘刚、李寒芳）“大湾区未来社区
AI技术创新应用澳门工作坊”27日
在澳门科技大学启动，主题聚焦

“国际化未来社区生活场景营建构
想——关怀弱势人群的大湾区高密
度社区公共空间研究”。

工作坊以大湾区的广州和澳门为
基本城市环境背景，引入AI和大资料
分析技术。在利用大资料识别两个城
市老旧社区的老年人生活方式与行为
特点的基础上，研究社区中心多样化
公共空间的适老生活场景，构造能够
适应广州和澳门典型老旧社区环境与
人群需求的生活空间与场景。

工作坊由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
术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雅伦格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内地
十多所大学及文化机构共同协办。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
长张志庆致辞时表示，澳门土地资
源紧缺、人口密集，是全球超高密
度城市的典型代表，城市建设、社
区生活空间的改善都充满挑战。期
待工作坊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思考、
探索和发现，有利于推动澳门乃至
大湾区城市建设和发展。

当天，来自15所内地大学的师生
对澳门城市更新节点性载体进行了
实地调研和交流。3月至6月期间，学
生将利用 AI 新技术，形成兼具创新
性、号召力和可实施性的系列解决方
案。12月，工作坊成果将以展览和论
坛的方式面向海内外进行发布。

本报香港2月27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 2 月 27 日公布，由署方主办的香
港花卉展览将于3月15日至24日在
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花展以
色彩缤纷的香彩雀为主题花，并以

“雀跃全城”为主题。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介绍，香彩

雀又名天使花，花形小巧独特，气
味清新芳香，其茎株满布小花蕾，
盛开时茂密有致，花朵迎风摇曳，
宛如彩雀跃动，为春日增添美态。

香彩雀原产于热带美洲，是车
前草科香彩雀属的草本植物，其花

色鲜明艳丽，以春、夏、秋三季开
花最盛；细小别致的花朵沿枝条由
下而上绽放，芳香馥郁，观赏期
长。康文署表示，由于香彩雀可在
炎热潮湿的环境生长，因此适宜在
香港栽种。

据了解，花卉展览为期 10 天，
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 9 时至晚上 9
时。花展场内除展出主题花和其
他花卉外，还有来自香港、内地
和海外机构悉心培植的盆栽、造
型优美的花艺摆设以及别出心裁
的园林造景等，适合市民及海内
外旅客参与。

香 港 花 卉 展 览 将 于 3 月 开 幕
主题花为香彩雀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2月 26 日电 （记者魏
婧宇、乐文婉、黄耀
漫） 再次踏上全冬会的
赛场，香港花样滑冰队领队叶丹丹感
觉熟悉又陌生。19 年前，她和搭档
孤军奋战“十运会”，获得冰舞第五
名，创造了香港花滑的历史；如今她
带领6名选手出征“十四冬”花样滑
冰公开组比赛，还首次在团体赛中亮
相，书写着香港花滑的新故事。

来自香江畔的朵朵“冰花”，在
“十四冬”盛放，交织出一段关于热
爱、坚持与传承的“花滑奇缘”。

一份突破 一份收获

怀着“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好”的心
情踏上“十四冬”的冰场，香港队觉得
每一天都有惊喜，每场比赛都有收获。

香港队的第一个惊喜，来自团体
赛的亮相。“这次团体赛香港队没有
双人滑选手，但是时隔多年有了冰舞
运动员，上一次香港有冰舞选手，已
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叶丹丹说，
冰舞组合康然/邹函运在搭档很短时
间就有很大进步，他们的努力也给了
其他队员很大的激励。

在男单短节目比赛中，香港选手
赵向黎的得分比团体赛时高了接近6
分，看到分数后，他激动地挥舞双臂，

和身旁的叶丹丹击掌拥抱。赵向黎
说：“第一次参加这种全国大赛，特别
兴奋，也有点紧张，就想把自己做好。”

在女单选手苏怡看来，赛场的氛
围给了她力量，这片冰场是她的“福
地”。“前两天训练时状态不太好，但
是比赛时心情一下就好了，是现场观
众的加油让我兴奋起来。”苏怡说，

“这次比赛的目标就是战胜自己，我
觉得自己做到了。”

虽然香港花滑队没能在“十四
冬”上获得奖牌，但是一次次的突破
和超越，依旧令他们收获满满。

因为热爱 无悔坚持

香港花滑队既有 10 后小将，也
有年近 30 岁的老将。不论选手多大
年龄、滑哪个项目，谈起花滑时总会
提到“热爱”与“坚持”。

“把热爱变成对项目的坚持，我觉
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优点。”叶丹丹说，
香港的训练条件有限，很多小选手要
离开香港，离开父母，在异地训练，支
持他们走下去的就是对项目的热爱。

每一代香港花滑人，都有自己的
坚持。“我的坚持是要让所有想滑冰

的孩子都能好好滑冰。”叶丹丹说，
她的妈妈坚持二十多年，从“花滑妈
妈”成为中国香港滑冰联盟主席，在
香港开创了地区性比赛。“那时，我
还是运动员，一边当运动员，一边帮
比赛计分。”

如今叶丹丹已从妈妈手中接过接
力棒，成为新一任中国香港滑冰联盟主
席。“要继续一步一步走下去，给运动员
们提供更多机会，去参加更多比赛。”

香港队的袁立勤、苏怡都是一边
做教练，一边坚持着做运动员。“现
在的重心主要在教练上，但是每天哪
怕只有 30 分钟 （空闲） 也会坚持训
练，大赛前再集中训练。”男单选手
袁立勤说，像他这样从运动员做到教
练的香港选手并不少见，他们都希望
能带动更多香港孩子走上冰场，感受
花滑的魅力。

编织梦想 无限可能

在无冰无雪的香港，花滑为什么
能引得这么多人“上头”？

听到这个问题时，叶丹丹先是哈
哈大笑道：“可能因为香港特别热，
大家都需要乘凉。”随即补充道：“花

样滑冰在哪里都会有很
多人喜欢，这是一个创
造梦想、创造无限可能
的项目。”

“花样滑冰在香港一直是热门项
目，练花滑的小孩子很多，但是走运
动员路线的并不是特别多。”叶丹丹
说，“北京冬奥会给大家带来了希
望，让大家看到顶级赛事就在身边，
孩子们看到了未来的另一种可能性。”

赛后采访时，香港选手既能用粤
语回答问题，也能用流利的普通话和
记者侃侃而谈。“香港有不少来自内
地的花滑教练，我们也送运动员到北
京、哈尔滨等地训练，现在运动员们
不仅普通话流利，还能说几句东北
话。”叶丹丹说。

13 岁的女单选手郭幸仪已在哈
尔滨训练一年有余，康然/邹函运参
加了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与北京舞蹈学
院联办的花样滑冰专项人才联合培养
项目。“冰舞很需要大环境，正因为
在一个很好的训练环境里面，还有很
好的队友，康然/邹函运才有了很大
的进步。”叶丹丹说。

“因为祖国的支持，我们的冰雪
运动发展得越来越好。”叶丹丹说，

“香港短道速滑队已经五次参加冬奥
会，希望未来花滑队也能踏上冬奥会
的赛场。”

香港“冰花”盛放“十四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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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2月27日电（记
者潘清）“两岸同心歌盛世，江山壮
丽沐霞光”“翰墨同舟济，两岸共相
濡”。2月27日，两岸书画家齐聚上
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以挥毫泼
墨的方式互致新春祝福，共倡同心
振兴中华。

“第四届海峡两岸新春书法笔
会”由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上
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上海海上书
画院，以及台湾振兴中华民族暨文
化经济促进协会、台湾华夏创意文
化交流协会、台湾中华诗词艺术协
会等联合举办。

依托50多幅书法绘画作品，两
岸20余位书画家用作品表达了共同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两岸同胞
心灵契合的意愿。恰逢黄埔军校建
校百年，“亲爱精诚黄埔人，百年风
华千秋史”“发扬黄埔精神，共创民
族复兴”等作品诠释了“爱国、革
命”的黄埔精神。

参与笔会的两岸书画家纷纷表
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书法
和国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两
岸书画家有责任为中华文化宝库增
添新的精神财富，续写两岸文化传
承，共同描绘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澳门成立工作坊研究大湾区未来社区构建

两岸书画家上海挥毫 共倡同心振兴中华两岸书画家上海挥毫 共倡同心振兴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