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月 "! 日，"! 吨

台湾优质水果以零关税

的实惠价格亮相上海，

吸引众多市民尝鲜购

买。台湾水果在上海销

量 逐 年 提 高 ， 预 计

#$"% 年销售总额将达

"$$$万元人民币。

潘索菲摄
（中新社发）

本报福建龙岩电 （黄水林、陈
析兴） 第三届海峡客家风情节 ! 月
"!日在客家祖地连城县举行。本届
风情节是第五届海峡论坛的子项目，
由龙岩市政府，福建省文化厅、省
旅游局和世界客属总会、台湾苗栗
联合大学等联合主办，连城县政府
及台湾高雄市仁武区等承办。

活动为期 % 天，两岸近 &$$ 名

嘉宾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
护研讨会、文化创意产品展、光电
产业投资贸易说明会、海峡两岸导
游员风采大赛、书画摄影展等活动，
进行经贸、旅游、文化等方面的交
流与合作。

当天，来自两岸民间艺术团体
的 '$$ 多名民间艺术家汇集在连城
县客家文化公园，进行原生态山

歌、舞蹈、武术、木偶等客家
文艺精品展示。台湾高雄市振
宗艺术团、民轩文化艺术团表
演了精彩的节目。连城艺术家展示
的连城拳、木偶书法、唢呐特技、
悬空书法等客家绝活绝技与客家歌
舞 《客家米酿迎嘉宾》、原生态山
歌 《丰收谣》，尽展独特的客家风
情，台湾嘉宾赞不绝口。

台港澳 2013年6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任成琦 邮箱：gtbhwb@peopledaily.com.cn

让两岸百姓坐下来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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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猫红了

聚焦惠台政策

“好呷（好吃）！”!月 "!日，在厦门举
行的一个台湾特色庙会上，国台办主任张志
军吃过虱目鱼丸后说起了闽南话。“吃虱目
鱼最好还得来台南，主任一定要来哦！”受到
鼓励的台湾摊主马上发出了热情邀约。

上任刚刚 %个月的张志军没有去过台
湾，上一任国台办主任王毅在他 &年的任
期内都没有机会访台。台湾与大陆之间，
官方直接互动仍属禁忌。不过，全面开花
的民间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
憾。在厦门举行的台湾庙会，属于第五届
海峡论坛的 ()项子活动之一。

寻根问祖草根相会

海峡论坛可能是全中国规模最大的论
坛，每届都吸引数千到近万人参加，其中
多数来自台湾。论坛主会场设在美丽的海
滨城市厦门，其他子活动则分散在福建各
个城市。与国共论坛和“两会商谈”不
同，海峡论坛的特色在于“草根性”，约
九成与会者是基层老百姓。

平头百姓各有各的关心。来自台湾南
投县的吴钦纬，参加了在漳州举行的“海
峡百姓论坛”，并且找到了对接的大陆吴
氏族谱。“父辈们曾十几次来大陆寻根问
祖，可惜都无缘而返”， 吴钦纬说：“这
次族谱对接后，我们还要参拜祖祠，合适
的时候还要把先人的骸骨归葬大陆。”

和寻根问祖一样，在厦门举行的“闽
台同名村镇续缘之旅”，也是为了重寻被
海峡隔断的亲情回忆。台湾有 *+$多个村
落城镇与福建村镇同名。数百年来，从大
陆移居台湾的民众，常常以保留同样的村
名镇名，来寄托那份思乡之情。

来自新北市树林区的许建强在活动现
场表示，当初先民将自己家乡土地的名称带
到台湾，虽数百年饱经风雨，但村名至今依然
坚持着故乡的地名，在历史的洪流里依然坚
持着爱祖、爱乡、爱家的真诚，相当不易。

百闻不如一见

即便是国民党执政后的这几年，绿营
人士唱衰、反对两岸交流的新闻也所在多
有。但两岸民众面对面坐在一起时，融洽

气氛往往和那些报道大相径庭。台湾青年
企业家交流协会会长陈文益说，他多次来
厦门出席海峡青年论坛，每逢活动结束，
目睹两岸学子在离别之际相拥哭上一鼻子
的场景，就会感觉欣慰与值得。

逾半数台湾人迄今没有到过大陆，从
电视或地下电台得来的资讯，已与真正的
大陆大大脱节了。陈文益说，大陆之行使
台湾学生亲身感受到大陆的飞速发展。

海峡论坛为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人提
供了一个亲眼验证的机会。国台办透露，此
次活动邀请了不少台湾中南部的县市长和
议长，并且所邀的七成民众来自中南部。
“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两岸民俗信仰交
流”、“两岸社会公益交流”、“海峡客家风情
节”、“台湾县市推介会”、“两岸金融论坛”、
“海峡物流论坛”……一个个对口的活动，
给两岸民众打开了彼此了解的窗口。

敞开怀抱才使误会冰消

“就是在(,年前，",)*年，就在这块土地
上，在厦门岛的中心，每天早晨!点，我们可
以听到广播，就像院子中的广播一样，那是
来自金门的，广播说，‘共军弟兄们，受苦受
难的大陆同胞们’。也就在大嶝岛，大陆的广
播也说着，‘蒋军弟兄们，受苦受难的台湾
同胞们’。可是，近%$年的时间过去了，这
里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地
区。”!月"!日的海峡论坛大会上，主
持会议的国台办副主任郑立中讲
了这段生动的历史。

!月"!日，全国政协主
席俞正声在海峡论坛开
幕式上表示，我们热情
欢迎台湾同胞前来
旅游观光、交流参
访，“即使是那些
曾经支持过、
追随过、从
事过‘台
独’的
人，

只要他们有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意
愿，我们也欢迎他们来大陆走走看看。”

真诚的呼唤，激起很大的回响。
两岸近 &$ 年来的历史讲述了一个
浅显但做起来却不容易的道理：
只有敞开怀抱相互接触，才能消
除误会与隔阂。现在许多台湾
泛绿民众因被长期的政治宣
导所误，仍对大陆有误解
甚至仇恨情绪。不过，包
括头面政治人物在内
的不少绿营人士近年
访问了大陆，且给
台湾带回了有别
于传统绿营思
维的声音。相
信，接下来
这股潮流
还 会 继
续 汇
集。

台湾的司机要加倍小心
了。一瓶啤酒下肚去开机动车，
小心被警察扣车，还可能要交数
万元新台币的罚款；两瓶酒下肚上
路被抓，可能就要准备去吃牢饭。而
且对酒后开车上路，执法者可直接按现
行犯将其上手铐送警局。

酒驾一直是台湾社会关注度极高的问题，相
关法令的惩罚也因此越来越严。前一阵子，一位台
大医师遭酒驾者撞死，经媒体反复播放聚焦，再度震
撼台湾社会。& 月 %" 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

“刑法”修正草案，马英九 !月 ""日公布修正后的法规，
随后号称世界上最严厉的酒驾禁令在台湾执行。
台北司机林福荣表示，对新的酒驾禁令非常支持，“你

可能觉得喝得很高兴，但别人的命可能就栽倒在你的酒杯里”。
尽管也有立法方面的争议，台当局仍然高调宣示，“台湾酒驾已
进入零容忍时代”。

严到什么程度？基层交通警员指出，几乎只要喝酒开车就一定达到开罚的标准，
台湾“交通部”明确表示，“即便民众吃的是烧酒鸡，只要酒测超标，将一律开罚”。
法律界人士指出，酒驾的标准值下修的最大意义，就是将酒驾民众定义成罪犯。

据统计，全台今年 "至 &月取缔酒驾违规 &$%(!

件，移送法办 ","-* 件，酒驾肇事死亡人数 "(& 人，
比去年同期减少 &"人。

时下正值全台湾反酒驾并加重刑责之际，竟有地
方官员知法犯法！台东一对大学生兄妹，!月 "&日凌晨共乘摩托车返家途中，惨遭酒驾欲逃避警方
拦检的林务局台东工作站主任王专吉追撞，哥哥当场头颅破裂死亡，妹妹随后也伤重不治。
台北市新湖小学校长连德盛 ! 月 "& 日晚酒后驾车擦撞他车，次日被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士

林地检署，成为酒驾新制上路后，首位遭移送的校长。消息传出后台北市长郝龙斌震怒，下令这个
校长立即停职。

酒驾为何屡禁不绝？台湾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研究所所长郑瑞
隆表示，现在刑责已很重，仍无法避免酒驾肇事，问题就是“那
些人心存侥幸”。也有岛内网友质疑，极为严格的“地狱罚则”

能否真正吓阻酒驾？会不会以后监狱爆满，结果牢房不够关？
遭酒驾者撞死的那位台大医师的老师、台大医院创伤医学部主任柯文哲表示，当局应反思有效的反酒驾政

策，例如要求夜店、酒吧须提供代理驾驶，若放任客人酒驾肇事，业者将有连坐处罚等。他正串联医界、法
界人士筹组反酒驾基金会，用以弥补酒驾肇事受害家属的创伤。

也有民众投书媒体表示，台当局制定法规严惩酒驾者，如果只是为了消弭民怨，却不能遏阻民间悠久
的酒驾文化，那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除了严格的法规威吓之外，更须要完整的配套，加入更多人性教育
与后续辅导的措施，劝导酒驾者深刻反省与确实改进，才不失为防治酒驾的根本之道。如何兼具公理正义
与人性人权，如何从根源上杜绝酒驾文化，当局应该更加用心。

惩罚酒驾入刑法 违者就是现行犯

最严禁令能否治住台湾酒驾？
本报特约记者 王大可

进入“零容忍时代”

本报成都 !月 "#日电（记者李炜娜）“黄
埔论坛”!月 "-日至 ("日在四川成都举办，来
自海峡两岸的 "($ 余人与会。"- 日上午，两岸
黄埔校友及亲属来到位于成都市大邑县的建川
博物馆，在中国抗日壮士群雕广场举行了祭奠
仪式，并向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与前辈们敬献花
篮。

广场上塑造了 ($$多名 ",%"年至 ",*&年中
国抗日战争期间的全民族抗日将士英雄群体形
象。在这里，不少黄埔后人找到了自己父辈的雕
塑。徐小岩在父亲徐向前元帅的雕塑前合影留
念，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个民族不能忘
记自己的历史，缅怀历史、缅怀抗战英雄，两岸
同胞要共同从中汲取精神和动力。当然，我们黄

埔二代来到这里有更特殊的
感情。”

一起到来的还有 %" 名来
自台湾的黄埔校友和退役将领。
王文燮，黄埔 (&期，台湾退役上
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两岸可以共同研究、慢慢还原那段
历史，是非常可喜的事情。”

本届论坛由黄埔军校同学会、四川
海外联谊会和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联
合举办，主题是“黄埔精神与历史责任”。
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说：“黄埔精神
源于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爱国主义是它的
核心。时光虽逝，精神不朽。”

仍有顶风作案者

如何治标又治本

本报广州

! 月 "# 日 电

（刘辉）首届“华
夏之声校园主播大
赛”! 月 "& 日、"! 日
在暨南大学进行了复
赛、决赛的角逐后圆满落
幕。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刘
天琪获得大赛金奖，暨南大学
的袁馨获得银奖。

本次大赛由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对港澳节目中心主办，主题为
“展现青春，放飞梦想”，自今年 % 月
末启动以来，内地和港澳 !$多所高校近
*$$ 名学生积极参与，通过比赛展示了当
代大学生的风采和青春活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澳广播始于 ",,(

年，($""年 ""月又在香港开播了香港之声。华
夏之声节目在珠三角地区的收听率稳步上升，听
众总体满意度达 --.!/。

犹记海峡论坛初办之时，台湾的舆论还在讨论
“统战”问题，眼睛、耳朵全方位捕捉“统战信息”，谁出席
了论坛、论坛的某项安排、开闭幕式的某个节目都会被严
格检查是否有“统战”色彩。!月 '&日第 &届海峡论坛开
幕，这一次台湾的舆论关心的是“利多”、“%只小熊猫”。论坛
开幕前夕，就接连有教师、社团工作人员、大陆配偶等告诉记
者：“我要去厦门了，参加海峡论坛。”

“小熊猫是猫熊宝宝吗？是因为团团、圆圆生不出来所以送我
们吗？” 福建省在论坛上宣布向台北市立动物园赠送 % 只小熊猫，
让台湾民众更多了解大陆的野生动物保护情况，台湾同行马上向记
者提出问题。“中央社”!月 '!日为此特别发出消息介绍：小熊猫俗
称“九节狼”，外形类似浣熊，但毛色不同……大陆列为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分布在中国大陆南方到喜马拉雅山麓。台北动物园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园内现有 % 只小熊猫，生活在温带园区，一直未能繁
衍成功，福州来的新伙伴将为台北动物园带来“生”机。小熊猫在台湾未
到先红，报纸上，《福建送小猫熊 台北欢迎》等大字标题引人关注。
《旺报》 记者在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见论坛代表的现场观察到“俞正

声力挺水援金门”。报道写到，当金门县长李沃士发言谈到金门缺水缺电的
议题，希望金门向大陆买水能尽快推动时，俞正声坚定回复“大陆肯定支
持，不要让民生问题政治化！”

《大陆再释 %'项惠台政策》、《两岸交流 利多大爆发》、《游金门
多一天 观光业叫好》等文章标题，聚焦海峡论坛上宣布的各项惠台
政策，电视台滚动新闻播报论坛，记者在台北几乎第一时间就能
了解海峡论坛宣布的各项新政策。

台湾媒体在第一时间采访刊发这些新政策的影响。针对国台
办宣布支持在大陆高校毕业的台生自主创业、台生在毕业学年内参加创业培训享受相应培训补贴
的政策，“中央社”马上发了采访台湾留学大陆青年学生发展协会的报道，台生会指出，乐见大陆放
宽给台生的就业管道，相信新措施有助于在大陆念书的台生留在当地就业。

针对新增 '%个试点个人游城市，《联合报》采访台观光局和旅行业者后刊发《陆客自
由行 今年将创 &*万人次》的报道。《旺报》还报道了台湾云林、彰化、南投县为打破“闷”
经济，!月 '&日在第 &届海峡论坛的“台湾县市推介会”上，率团向大陆民众推荐台湾
农产品及知性旅游的观光之美，全场爆满，反应相当热烈。

台湾《联合晚报》记者在海峡论坛上发出了《俞正声：欢迎台独人士到大陆
走走看看》的观察报道。文章写到：俞正声说“曾经支持过、追随过、从事过台独
的人，只要他们有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意愿，大陆都欢迎他们来大陆走走
看看……”文章分析，北京此刻试图展现一种有容乃大的姿态，没有设
限。 这里头固然是北京已不太担心“台独”对台湾走向的影响力，更深
的意涵却是，北京已看出台湾内部正在发生一种微妙的变化，亦即民
进党阵营论述也在转变，过去与中华文化全然割裂的“台独”主
张已是末流。文章认为，无论谢长廷、蔡英文或苏贞昌，都在
俞正声这次表述的对象范围内，是北京对民进党的一次心理
喊话。

对此，民进党发言人对外声称民进党正面看待
两岸的沟通交流，但反对有预设前提限制的互动。
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洪财隆表示不接受
“一家人”、“中华民族”等概念，因为这些
暗藏“大一统”的预设结果。

（本报台北 !月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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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历史 共担责任

黄埔校友相聚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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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将要赠

送给台北市

立动物园的

小熊猫。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海峡客家风情节在连城举行

关注对待“台独”的态度

! 月 '! 日下午，

闽台民俗展演亮相闽

台 （福州） 特色庙

会。当日，第五届海

峡论坛·闽台 （福州）

特色庙会在福州马尾

区“夜马尾”海洋文

化广场登场。

刘可耕摄
中新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