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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歪曲历史用心险恶

将闽南语方言更名为“台湾台语”，妄称
“中华民族论述是一个陷阱”“炎黄子孙只是中
国古代传说”……近来，民进党当局在教育、
文化等领域大肆鼓吹“台独史观”，图谋割裂两
岸的历史联结和精神纽带，扭曲台湾年轻人的
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一
致认为，“台独”分裂势力歪曲历史用心险恶，
必须坚决予以反制。

台湾历史学者、统一联盟党主席戚嘉林表
示，所谓“台独史观”就是妖魔化大陆，制造
台湾社会对大陆的历史仇恨以及对两岸统一后
的恐惧感。“民进党当局推动的‘台独史观’建
立在虚构和扭曲的历史叙述之上，旨在分裂国
家、激发两岸的仇恨与对立。他们还以所谓

‘重建原民史观’为名，削弱台湾社会对‘两岸
血脉相连’的认知。”戚嘉林说，两岸应联手恢
复历史真相，将正义的史观传播出去，揭示

“台独史观”的虚伪和非正义，从根刨除“台独
史观”论述的基础。

“今天，许多台湾年轻人已不识孙中山、岳
飞，搞不清历史年代顺序，把孔子视为外国
人，这都是民进党大搞‘文化台独’‘去中国
化’、建构‘台独史观’造成的恶果。”厦门大
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唐永红表示，两岸同文同
种、同根同源，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
脉和归属。然而，民进党长期以来搞“去中国
化”无所不用其极，荼毒台湾年轻一代，让年
轻人成为精神和文化上的无根浮萍，更煽动两
岸敌意、破坏两岸和平，为台海形势紧张动荡
种下祸根。

坚决抵制“去中国化”逆流

赖清德上台后，公然鼓噪建立所谓“台湾
主体性的国家认同”，再三扬言要“改造台湾社
会”“洗涤台湾人心”。对此，南京大学台湾研究
所所长刘相平表示，可以预见，赖清德当局必将
利用“台独史观”进一步毒害台湾民众尤其是年
轻一代，以形塑所谓“台独民意”，绑架和挟持台
湾民众，为实现“台独”目标铤而走险。两岸同胞
必须对此高度警惕，予以坚决反制。

“不能让‘台独史观’持续‘独’化岛内民
众”“应该让台湾年轻人了解未经篡改的历史，
承继未经扭曲的正确史观”……研讨会上，两
岸专家学者达成共识，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坚决抵制“去中国
化”逆流。

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
津认为，民进党当局从历史、文化、教育等方
面加速“去中国化”、推进“台独史观”，导致
台湾民众历史观的错位与混乱，台湾社会政治
生态加速“绿化”，压缩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
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空间，危害重重。他呼吁
两岸同胞要大力揭批“台独史观”的谬误，坚
决反对“台独”。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刘性仁表
示，“台独史观”试图将台湾文化从中华文化中
切割出去，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加剧台海形势
紧张动荡，对两岸关系造成了严重危害。同
时，一些台湾同胞受到“去中国化”和“台独
史观”毒害，在两岸关系性质和国家认同问题
上出现认识偏差，这加剧了台湾社会的分化和
族群之间的裂解，也给台湾社会带来巨大伤害。

巩固两岸同胞共同历史记忆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
只有破除“台独史观”，才能看清历史和未来。

刘相平表示，对于“台独史观”的批判是
政治议题，也是学术议题，纠正“台独史观”
迫在眉睫。他建议，应以“中华民族史观”为
主轴开展台湾史研究，从是否符合维护中华民
族整体利益的角度，界定台湾史研究对象的性
质。“要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求真
求实精神，开展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反
制、遏止‘台独史观’提出针对性的概念。”
刘相平说。

台湾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蓝博洲建
议，除了开展批判“台独史观”的理论研究和
会议讨论，还要在岛内开展一系列实际行动，
例如举办旨在对抗“台独史观”的历史展览，
唤起公众对日据时期苦难历史的记忆，纠正台
湾青年一代对于历史的错误认知。此外，两岸
应形成反“独”统一战线，汇集各方面的力
量，与“台独史观”的逆流作长期斗争，为实
现国家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

“万事莫如交流急。”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
倪永杰认为，两岸各界应合力冲破“绿色”阻
挠，加强交流交往，特别是开展以历史文化为
主 题 的 “ 软 交 流 ” 和 沉 浸 式 体 验 的 “ 慢 交
流”，不断巩固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共
同守护两岸文化根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
合。“邪不压正，不管‘台独’分裂势力如何
建构虚伪的‘台独史观’、搞‘去中国化’，都
只是逆流、浊流，不得人心，只会失败。”倪
永杰说。

铸牢民族认同 共促民族复兴
——2024年两岸关系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汪灵犀

以“铸牢民族认同 共促民族复兴”为主题的2024年两岸关系研讨会近日在山东青岛举行，约
140位两岸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士参加。与会人士围绕“‘台独史观’的谬误与危害”和“摒除‘台独史
观’，守牢共同精神家园”两个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他们大声疾呼：“台独史观”贻害无穷，必须正本
清源。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两岸同胞走近
走亲、携手推动祖国统一的脚步从未停歇。”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仇开明在研讨会上
表示，希望两岸同胞秉持大义、把握大势，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
分裂和外部干涉，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携手共创民族
复兴美好未来。

生菜、苦菊、羽衣甘蓝……在青
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一处农
田，20 余种高原冷凉蔬菜陆续成
熟。李生莲抱起一捆新鲜采摘的蔬
菜顺着田埂走去，不远处，“供港澳
蔬菜生产基地”的立牌格外醒目。

45 岁的李生莲是互助县台子
乡塘巴村村民，刚过立秋，她迎来
一年中最忙的时候，这两年村里开
始大规模种植冷凉蔬菜，李生莲忙
活完自家的地，还能来村里的“供
港澳蔬菜生产基地”打工，一年少
说也能多挣个一万多元。

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
地 带 的 互 助 县 ， 平 均 海 拔 约 为

2700 米，年平均气温只有 3.4摄氏
度。“5 至 11 月，很多地方气温
高，处于蔬菜生产‘空窗期’。而
我们这里气候凉爽、水质好、污染
小，种出来的蔬菜绿色有机。我们
瞅准这个时期，因地制宜发展高原
冷凉蔬菜。”互助县蔬菜技术服务
中心主任朱安香说。

在过去，互助县主要种植小麦、
油菜等传统农作物，全年只能生长
一茬，每亩收入不足 2000 元。紧盯
内地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市场需
求，当地探索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开
始引入高原冷凉蔬菜，这些品种大
多一年能生长三茬，一亩地的收成

近万元，种植户收入大幅增长。
在互助县红崖子沟乡老幼村，

60 多名村民正在地里采摘蔬菜。
今年，老幼村种植苦菊、生菜等供
港蔬菜 160 亩。为盘活村里的土
地，老幼村探索土地托管模式，村
集体将村里的土地全部承包，用于
种植冷凉蔬菜等农作物。村民除了
能拿到土地托管费，还可以到地里
打工，又能多一份收入。

老幼村党支部书记杨润预计，
今年仅靠蔬菜种植一项，村集体经
济增收将超过30万元。

西宁曹家堡机场海关监管科科
长仁青措介绍，针对蔬菜种植企业

的需求，海关开展一对一帮扶，仅
互助县，就有 17 家企业完成供港
澳蔬菜生产基地备案。

“同时，在冷凉蔬菜的上市过程
中，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全天候接
受企业报关。我们还与深圳海关建
立联系配合机制，全流程跟进解决
在口岸环节可能出现的申报、查验
等通关问题，保障蔬菜直通粤港澳
大湾区‘零延时’。”仁青措说，现在，
青海蔬菜进入粤港澳大湾区，从采
摘到送达，仅需不到24小时。

“目前，互助县共建成16个‘供
港澳蔬菜生产基地’，种植面积达2
万亩，累计带动近20万人次增收。”
朱安香介绍，我们今年还接到了来
自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订单。目前，
海外订单面积已经超过3500亩。

（据新华社西宁电 记者周盛
盛、王艳）

青藏高原冷凉蔬菜何以走热粤港澳大湾区？青藏高原冷凉蔬菜何以走热粤港澳大湾区？

连日来，香港
葵青货柜码头集
装箱装卸紧张有
序，一派繁忙作业
景象。葵青货柜码
头是香港最主要
的货柜物流处理
中心，主要有现代
货柜码头、国际码
头、中远码头等 9
个货柜码头，共有
24个泊位。图为码
头作业现场。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8月22日电（记者任成琦） 由金门县
议会议长洪允典、民意代表陈玉珍率领的金门县民
意代表参访团 20日抵达北京，就恢复福建居民赴金
门旅游、加强金门与大陆交流合作等向有关部门表
达意见建议。

22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
会见该团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两岸同胞
谋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
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
部署，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
障，也将为台胞台企扎根大陆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开辟更广空间。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致
力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
合发展，让台湾同胞率先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
遇，共享大陆发展进步成果。

宋涛表示，我们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积极
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两岸交流合作常态
化，努力维护两岸同胞根本利益，大力支持厦门
与金门融合发展，支持两地人民走近走亲。希望
金门各界代表性人士既为金门民众“代言”，也为
两 岸 关 系 发 声 ， 坚 持 “ 九 二 共 识 ”、 反 对 “ 台
独”，破除岛内对两岸交流合作设置的种种障碍，
为促进闽台和两岸融合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作出积极贡献。

洪允典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让两岸同胞
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促进心灵契合。我
们对此深表认同。金门与厦门同根同源、血脉相
连。来自福建的源头活水解决了金门长期缺水的困
境，开创了两岸合作共建基础设施的模式。期盼两
岸同胞共同规划和建设“金厦同城生活圈”，为两
地民众创造更多福祉。陈玉珍等表示，两岸同胞同
属中华民族。金门民众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反
对“台独”，期盼与厦门等福建沿海地区融合发
展。大陆已经宣布恢复福建居民赴马祖旅游，我们
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赴金门旅游，为金门经济发展增
加活力。

来自金门与台湾的旅游业代表、食品企业负责
人等表示，两岸本是一家人，“金厦一日生活圈”已
然成形。但近年来受两岸关系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大陆居民不能赴金门旅游，金门旅游业受到
严重冲击，经济受到巨大伤害。金门旅游及相关行
业热切期盼恢复大陆居民赴金门旅游，促进产业复
苏、经济发展，让金门乡亲享受更多融合发展红利。

参访团将于24日离京。在京期间，参访团参观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展
览馆、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蓝谷园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探秘
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展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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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8月22日电（记者张
盼） 2024年“台商台青走晋来”活
动开幕大会 21 日在山西太原举办。
台商台青、台湾媒体记者等 400 余
人参会。

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金湘军
表示，山西将不断完善惠台举措，
扎实做好服务保障，让台湾同胞在
晋放心投资、安心发展。他就加强
晋台交流合作提出三点倡议：深化
产业合作，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加
强文化交流，共同拉紧情感纽带；
强化青年交往，共同追梦筑梦圆
梦，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
力量。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
主任潘贤掌说，大陆经济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不会改
变。欢迎更多台商台胞来大陆参
访交流、投资兴业，支持广大台
湾青年来大陆学习生活、实习就
业创业。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决
与“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干涉

势力划清界限，积极投身两岸交
流合作，共护台海和平稳定，共
促 同 胞心灵契合，共享民族复兴
荣耀。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蒋孝严、
台湾商业总会主席赖正镒、全国台
企联会长李政宏等嘉宾纷纷表示，
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发展态
势强劲，期待进一步密切与山西的
交流交往，帮助广大台商台青抢抓
山西发展机遇，携手开展更广泛交
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续写
晋台融合发展新篇章。

本次活动以“深化晋台交流合
作 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为主题，由
国务院台办经济局、全国台企联、
山西省台办等共同主办，在太原、
大同、晋中、临汾等多地展开，包
含产业合作专题推介暨台湾青年
实习就业宣介会，晋台农业、医
药、文旅、青年、妇女等特色专场
交流，参访考察及项目对接等系列
活动。

本报三明电 （邓靖） 第六届
两岸融合发展论坛近日在福建三
明举行，主题为“新形势下深化
两 岸 融 合 发 展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
两岸近百位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士
参加。

开幕式上，中华全国台湾同胞
联谊会会长郑建闽致辞指出，深化
两岸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目的是增进台湾同胞的亲情和
福祉，让两岸同胞过上更加幸福美
好的生活。通过融合发展，两岸同
胞能够更紧密地协同合作，共同投
身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推进祖

国统一进程，共创中华民族复兴美
好未来。

新党主席吴成典通过视频表
示，两岸同胞同文同种，推动两岸
融合发展，可发挥各自优势，彼此
相得益彰。福建和台湾地理接近，
新党目前也在推动更多台湾年轻人
来到福建，参与大陆发展建设，实
现自身理想。

本次论坛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
联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
所、闽南师范大学、福建社会科学
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厦门大学台湾
研究院共同主办。

本报北京电（谢婧繁）“我和祖
国有个约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5 周年暨穗港澳台·华侨华
人书画巡回展”近日在京开幕，来
自中国香港、澳门和海外多国的侨
界代表齐聚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共同见证新展揭幕。

本次展览展出海内外侨界艺术
家书画作品约 120 幅。中国华侨历
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介绍，此次展
出的大部分作品都属岭南画派。岭
南画派诞生、发展离不开中外文化
的碰撞和交流，它不仅继承了中国
传统绘画的精髓，更在吸收西方艺
术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艺术风

格。希望通过这些艺术作品，激发
更多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香港广州社团总会创会会长、
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震寰表示，
此次展出的艺术作品是海外侨胞和
港澳台侨界心系祖国的动人见证，
这份艺术热诚有助于进一步对外传
播中华文化。

开幕式上，香港广州书画会还
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了15位
画家共同创作的作品 《大业鸿图颂
盛世》，表达对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
美好祝愿。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5日，此
后将赴香港、广州、澳门等地展出。

2024年“台商台青走晋来”活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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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祖国有个约会”书画巡回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