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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横跳

核三厂 1 号机组停机，核能供电占比将
从原先的 6.3%下降至 3%左右。2016 年民进党
蔡英文当局上台时，曾承诺 2025 年达成“非
核家园”。按照规划，台湾核能发电将于明
年底前退场。

岛内各界普遍担忧，少了核电这个基载电
力后，台湾面临的能源短缺问题将加剧。例
如，核三厂 1 号机组停止运转，就让台湾出现
约95万千瓦的电力缺口。不仅仅老百姓害怕缺
电，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知名人士近期陆续发
声，认为“核能不是敌人，地球暖化才是全民
公敌”，呼吁台湾各界重新思考能源转型。

或许感受到了压力，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
人卓荣泰日前接受日 本 媒 体 专 访 ， 放 风 说

“2030年后重新考虑使用核电”。但随后台行政
机构火速澄清表示只是“误会”，让外界一头
雾水。

民进党高层谈及能源政策时反反复复，早
已引发外界不满。台立法机构副负责人江启臣
质疑，民进党之前强调 2025 年实现“非核家
园”目标，台经济部门负责人郭智辉一度说可
考虑核能延役，后来又改口，而现在卓荣泰又
说可以讨论，民进党的能源政策到底是什么？
这要给台湾民众与产业一个切实交代。

引爆民怨

新竹清华大学工程与系统科学系教授叶宗
洸指出，核三厂 1 号机组停转后，停电风险随
之大增。台湾 《联合报》 评论文章指出，近期
台湾跳电、停电频传引爆民怨，戳破民进党

“能源转型成功”“台湾不缺电”话术。
今年 7 月以来，台北、高雄、桃园、台南

等多地频发无预警跳电。其中，金门近日发生
全岛大停电，交通信号灯瘫痪，室内照明、空
调也停摆。同一天，桃园机场也发生停电，航
班信息无法显示。

为稳定供电，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称已
备妥新增电源，由天然气发电填补缺口。这种
安排看似环保，但引发岛内民众新的担忧，即
发电成本上升导致电价再涨、火力发电增加导
致空气污染加剧等问题。

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吴宗宪直言，若调涨
电价将引来高通货膨胀，难道要等一碗卤肉饭
卖 100 元新台币才讨论重启核电吗？民众党民
意代表张启楷表示，核三厂作为低碳排放的能
源来源，对减少台湾碳排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比燃煤和天然气发电，核能发电在碳排放方
面具有显著优势。核三厂 1号机组 40年间共发
2780亿度低碳电力，相当于 35.6万座台北大安
森林公园的碳吸附量。

暴露马脚

在人工智能热潮推动半导体需求激增的大环
境下，预计到2033年，台湾用电量将平均每年增长
2.8%。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重要一环，台湾能源
短缺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吴宗宪表示，每年能源需
求都在增加，即使2030年重启核电也根本来不及。

有人说，台湾缺不缺电本是数学问题，民
进党非要操作成政治问题。2025 年“非核家
园”作为民进党重要政见，过去成为蔡英文当
局不能质疑的禁区。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李彦
秀讽刺说，卓荣泰一席话暴露马脚，不但戳破
了民进党长期“不缺电”的谎言，更踢翻了民
进党过去长期“反核”的意识形态“神主牌”。

现实给了绿营政客大大一巴掌。台湾陷入
供电不稳、电价更贵、减碳更难的困境，是谁之
过？答案再明显不过。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上
台8年多以来，台湾不仅缺电，缺水、缺地、缺
工、缺人才等问题也未见好转，中间还再添缺
蛋、缺药问题，引发岛内民怨。

这一切，说到底都是民进党当局为谋取一
己私利，只顾政治恶斗、罔顾民生需求的恶果。

中国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凌涛批评说，要
告诉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民进党当局高官，台
湾民众已经意识到，民进党只会争斗、不会施
政，才是台湾真正的大灾难。

台湾缺电究竟是谁之过？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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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台湾屏东恒春的台湾第三核能发电厂（以下简称“核三厂”）1号机组历经40年运
转后于近日停机，退出供电行列。台湾《远见》杂志近日公布“台湾能源转型大调查”显
示，有91.8%民众表示担心核三厂1号机组除役后出现缺电危机，当中有73%的民众表示非常
担心；台湾未来若出现缺电危机，91.3%的民众认为是民进党当局政策规划有问题。

8月 1日至 6日，香港民众安全服务队少年团宁夏文化之
旅活动成功举办，24 名香港中学生走进“塞上江南”，体验

“神奇宁夏”。
活动期间，香港青年通过参观闽宁镇闽宁新貌展示中

心，实地感受宁夏脱贫攻坚及东西部协作取得的巨大成就；
通过参观双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供港蔬菜基地，现场了解宁
夏蔬菜从种植、收获到最终运输到香港千家万户的过程；
通过参观宁夏宝丰 6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项目，亲眼目睹
了规模宏大的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发展状况。特别是在太阳
能光伏板下体验枸杞采摘，让同学们兴奋不已。他们对该
项目的生态效益产生浓厚兴趣，对项目仅用 3 个月就完工
赞叹不已，纷纷表示能在西北内陆宁夏看到这么高效的建
设非常意外。

在宁期间，宁港两地青少年还开展深入的互动交流，结
对“漫步”鼓楼步行街，体验宁夏小吃，让香港中学生们感
到既新鲜又兴奋。他们纷纷表示，宁夏的同学都非常热情友
好，一路介绍宁夏特色，大家好开心，同时宁夏有太多的美
食，希望能够带回香港给小伙伴们品尝。

在银川市第三十六中学，两地同学共同欣赏宁夏八宝茶
茶艺，互换礼品、互加微信，相约再次见面。

通过为期6天的活动，香港青少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
识，进一步了解了祖国内地特别是西部的发展。此行随团的
香港特区政府民众安全服务队署理副处长彭颖生表示，这样
的交流活动非常有益，通过实地参观、体验和互动，更有助
于香港同学理解祖国发展建设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激发
他们的爱国热情；同时，结交宁夏的新朋友，有助于他们密
切与内地的情感联系，未来更好地融入祖国发展。

香港中学生在宁夏开展文化之旅
杨 迪 文/图

图为香港中学生在学习宁夏八宝茶茶艺。

首届两岸青少年
人工智能交流活动暨
第 26 届 IRO 国际机
器人奥林匹克福建省
选拔交流活动近日在
福建福州举办。此次
活动以“未来海洋城
市”为主题，设置竞
技、对抗、创意及无人
机等多个项目，吸引
两岸约 500 名青少年
参与。

大图：选手在参
加资源抢夺项目。

小图：选手在参
加小学组创意赛。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福建福州：

两岸青少年同台竞技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奚天麒）
首届全球青年未来财商领袖研习活
动 8月 6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
行开幕典礼，为来自不同地区和文
化背景的青年提供增进理解和互信
的桥梁。

据了解，该活动为期6天，超过
300名来自内地、香港以及美国、加
拿大、印度、巴基斯坦、韩国、土耳
其等地的高中生汇聚香港，探讨“人
工智能时代下的未来经济”。

参与此次活动的青年还将参访香
港交易所、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生产
力促进局等在港知名科技、金融机
构，与行业专家及学者交流。

中国日报亚太分社副总经理谭雁
出席典礼并致辞表示，香港作为世界

的经济和文化枢纽中心，在这里举办
活动是来自全球青年探索多元世界的
绝佳选择。

本次研习活动的发起人、思珂特
教育集团创始人兼总裁侯昊表示，首
届研习活动将通过丰富多元的环节设
计，让青年聚焦如何更好地利用科技
造福人类、防范风险、青年面对人工
智能时代的机遇等议题，分享他们的
见解，让世界听到青年的声音。

首届全球青年未来财商领袖研习
活动的主办机构包括中国日报 21 世
纪报社、青少年素养研习教育公司思
珂特教育集团、经济教育学会，活动
旨在为全球青年实地感受、学习中国
经济发展的成功因素和探索世界经济
的合作机会提供平台。

本报香港 8月 7日电 （记者陈
然） 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及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中心合办的“上海文化
周”，近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局长杨润雄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
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
心，肩负联通中外的使命，担当向世
界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特区政
府今年成立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
举办首届“中华文化节”，并以上海
为文化节的焦点城市。上海与香港是
国家当代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两座
城市互访举办文化周，展示彼此深
厚的文化内涵，更可融汇交流鼓励
创新合作。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雷
表示，沪港合作会议机制自建立以
来，两座城市同频共振、相向而行，
在经贸、文化、科技等领域开展了富
有成效的务实合作，尤其在人文合作
领域，双方形成了互联互通、优势互
补的合作格局。

据了解，“上海文化周”一连多
日为观众带来精彩的戏曲和音乐演
出，展示海派文化魅力。上海京剧院

《乌龙院》 为开幕节目。除 《乌龙
院》外，精彩节目还包括上海京剧院

《七侠五义》、上海民族乐团《海上生
民乐》（音乐会版）、“香港赛马会呈
献系列：寻香记——中国芳香文化艺
术展”，以及“非遗点亮生活”非遗
交流展。

本报澳门8月7日电（记者富子
梅）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资料
显 示 ， 2024 年 上 半 年 旅 客 总 消 费

（不包括博彩） 377.9 亿元 （澳门元，
下 同）， 较 2019 年 上 半 年 增 加
15.8%。上半年旅客人均消费为 2260
元，较2019年上半年上升40.5%。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留宿旅客及
不过夜旅客的总消费分别为 304.5 亿
元和 73.3 亿元，同比分别上升 13.1%
及 32.4%。留宿旅客及不过夜旅客的
人均消费分别为 3889 元和 825 元。旅
客消费主要用于购物、住宿及餐饮，占
比分别为47.1%、24.6%、20.5%。按旅客

来澳主要目的统计，上半年会展旅客
人均消费 4992 元，观看演出/赛事旅
客人均消费 5656 元，度假人均消费
2741元。

按主要客源地统计，上半年中国
内地、香港及台湾地区旅客的人均消
费分别为2632元、1085元、2096元。与
2019年同期相比，2024年上半年中国
内地、香港及台湾地区旅客的人均消
费分别上升 44.4%、17.5%及 53.0%。新
加坡、韩国、泰国、日本、马来西亚旅客
人均消费分别为 2592 元、2592 元、
2522元、1945元、1754元，升幅约在两
成至一倍之间。

近年来，湖南省江永县因地制宜发展丝瓜、南瓜、冬瓜、苦瓜等特色
蔬菜种植15万亩，丰富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有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图为江永县潇浦镇紫荆村供港蔬菜种植基地，村民在采摘八角丝瓜。

田如瑞摄 （人民视觉）

首届全球青年未来财商领袖研习活动在港开幕

香港举办“上海文化周”展现海派文化魅力

澳门上半年旅客总消费逾 377 亿澳门元

新华社福州8月7日电（记者黄
景鸿）“匠心独运——传统建筑大师王
益顺特展”暨“溪底派王氏大木传统营
造技艺”交流会7日在福建泉州开幕，来
自海峡两岸的传统建筑研究专家、相关
从业者和百余位高校师生出席。

溪底派是发源于福建泉州市崇武
镇溪底村的传统大木匠帮。清末民
初，溪底派名匠辈出，其中以王益顺
大木作为技艺之首的溪底派王氏最具
代表性。闽南与台湾的著名传统建筑
如厦门南普陀、台北龙山寺等，都与
王氏密切相关。交流会上，台湾传统
建筑研究专家李乾朗以多个建筑为
例，介绍了闽南传统建筑大师王益顺
对台湾的影响。

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黄明珍表示，
此次特展暨交流会让大家对闽台两地
在传统建筑文化交流，尤其是溪底派
大木营造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

院院长助理、建筑系主任杜峰说：
“本次活动不仅促进了两岸兄弟院校
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更为我们共同
提升传统建筑保护意识与能力搭建了
宝贵平台，将为我们共同守护的文化
遗产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次交流活动让我对两岸同根
同源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台
湾铭传大学硕士研究生许惟杰说。

在泉州从事传统建筑设计和修缮
的陈先生说，闽南建筑是两岸文化交
流很好的载体，“这次交流活动让我了
解到台湾关于闽南传统建筑的研究现
状，加深了我对这个领域的认识”。

本次特展暨交流会由泉州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福建省雕刻与设计艺
术研究会主办，泉州市文物保护中
心、泉州市博物馆承办。活动期间，
两岸高校学生将合作搭建构筑物，共
同感受蕴含在闽南传统建筑中的生活
美学以及“与自然共生”的哲理。

两岸专家泉州共研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两岸专家泉州共研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