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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今年遇到60多年来最严重干旱，从北到南都开
始限水，不少地区已实施隔 5 天停水 2 天。现在，节水
成为台湾的主流话题，台当局近日修正《自来水法》和

《水利法》，规定管理部门可向企业征收耗水费，和老百
姓相关的是，包括洗衣机、马桶在内的11类商品，若未
达到节水设计标准，不能获得节水标章，没标章的商品
禁止出售。

水情冲击经济

台经济部门表示，如果限水持续 2个月，仅北部的
石门水库供水区，工业产值就将损失 900 亿元 （新台
币，下同），台湾62个工业区已有46个受限水影响，生
产用水不得不靠水车供水。

根据新修正的法规，即使停止限水，每月用水量超
过规定额度的企业，也将开征水费 10%至 30%的耗水
费，企业成本因水而提高。因为每家企业对水的需求量
不同，管理部门表示，此举对企业的影响尚无法评估。

马桶、洗衣机等必须申请节水标章的商品厂家也面
临投入成本更新换代，商店如出售无标产品，将被罚款
4万至20万元。

有人忧也有人喜，现在，台湾的桶装水和储水桶热

销，不少超市的货架被扫购一空。

全民琢磨省水

节水是台湾当下的热门话题，知名艺人也引领节水
话题，瘐澄庆在微信上有图有文地教大家刷马桶如何节
水；寇乃馨称改掉“洁癖”，少洗衣服。

台湾勤益科技大学研发“小便斗节水装置”，以雾
化水柱进行冲洗，据说能节水五成至七成，此项成果在
今年的日内瓦发明展上获奖，看来节水已是世界关注的
议题。研发者称，这个装置可直接加装在传统小便斗
上，约1200元，1年内会在台湾上市。

台湾主管部门决定打“再生水”的算盘，将来在桃
园、新竹、台中、台南与高雄等缺水高风险区，强制新
投资案要使用一定比率的再生水。工业废水回收率由
75%提高到80%，到2031年再生水每日供应量，要从120
万吨提高到132万吨。

盖新楼惹众怒

就在水成为焦点的当口儿，台湾有“立委”爆出台

湾自来水公司预算 24.5 亿元盖大楼，大楼包括主题餐
厅、商场、展览空间等，引起全民声讨。因为自来水公
司用于改换跑漏管道的预算才 7亿元。台中市有议员称
要号召市民拒交水费，因为自来水公司“治漏水花 1
块，盖大楼花3块半”！

自来水公司解释更换管道的钱和盖楼的钱是两笔，
彼此没有关联。但得不到老百姓的谅解，还有“立委”
不断爆出细节引发更深的民怨，比如自来水公司共有
740 人，新大楼 5530.3 坪 （一坪约为 3.3 平方米），每人
办公面积高达 7.47坪。而董事长办公室是 80坪，“都可
以当舞台了”。老百姓要求自来水公司别把水费花在

“豪华”上，要正视干旱缺水困境，把钱用在刀刃上。

水电都是政治

治水、供电在台湾也和选举挂钩，成了政治问题，

马英九上任后涨电价招来不少民怨，民进党喊“废
核”、“无核家园”赢得了不少支持。但当家才知柴米
贵，反核可以，水电问题如何解决总要拿出替代方案,至
今民进党没有答案。

《联合报》 社论指出，水电的“两缺”问题若不从
长计议，限水之后，台湾很快就会出现限电危机。最近
几年，台湾电力陷于一个“只管限、不问供”、“只要
电、不要电厂”的吊诡情境。民进党近期提出的两项能
源政策，更是一味要求限制核能及火力发电的开发，却
完全不提这些电力缺口要如何弥补。更矛盾的是，民进
党一方面主张提高火力发电效率，以补充废核后电力的
不足，但另一方面，其执政县市又大张旗鼓反对火力发
电。从选战策略看，这是既要吸纳反核选票，同时也要
争取反火力污染的选票，如果这样，大家要用的电从哪
里来？当限水后限电的危机又降临时，民进党能变出电
来吗？

台湾节水大作战
邰文欣

货不省水不准卖

企业要交耗水费

新北市挂出标语，呼吁民众节约用水。 陈小愿摄

台湾选举气氛日浓，不少选举语言和招术开
始浮现，其中，“统独”话题又被炒热，当作党争
和拉拢选票的工具，煽动蛊惑之词不时见于报章
和政治人物之口，不少老百姓不知不觉中陷入流
言与口水之中，在“仇中”与“恐中”的气氛里
打转。近日，淡江大学副教授林金源投书 《中国
时报》，发表 《停止自虐与仇中 台湾才有真幸
福》一文，文章 （部分） 如下——

联合国最近公布“2015年世界幸福报告”，在
158 个国家和地区里，台湾排名第 38，与 2013 年
相比上升4位，名列亚洲第三。 这份成绩并未引
起共鸣，多数台湾人的反应是：无感、半信半疑。

此项评比包括人均所得、健康状态、贪污程
度等 6 方面，这些是社会是否幸福的主要元素，
但却搔不着台湾的独特痒处，因为它完全忽略左
右台湾幸福的极重要、且属台湾独有的特殊问
题，那就是：台湾应如何与大陆相处？对岸究竟
是家人还是敌人？

放眼全球，与台湾具有最紧密文化、血缘、
历史连结，最频繁经贸、旅游往来，地理上又仅
一水之隔的就是中国大陆。但长期以来，台湾有
人却把大陆视为主要且唯一的敌人，甚至不惜寻
求践踏我们尊严的外国与大陆对抗。如此巨大的
矛盾与撕裂，深深影响台湾人的生活与发展。 这
是联合国“幸福报告”衡量不出的人性扭曲。

以课纲微调为例，独派基于政治目的，长期
散播“同心圆史观”，阻绝学子对于两岸历史的正
常理解。马英九屈服于“台独”势力，直到任期
之末，才勉强在枝节上修改教科书偏误，却引来

绿营激烈反击。 独派史观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把台湾和大陆对立起来，借以
强化“台独”理念。

稍具理性者，都可感受独派史观是在制造仇恨、撕裂人伦…… 独派史观
另一特点，就是自怨自艾，自创悲情……绿营常说：“统派不爱台，滚回中国
去”，但统派将台湾视为中国一部分，正是爱台的表现。 反之，“台独”既无“建国”自信，又钦
慕殖民母国，反映出自卑心理，如此沉重，如此悲情，台湾焉有幸福？

有些音乐会刻意把萧泰然的 《1947 序曲》 和西贝柳斯的 《芬兰颂》 摆一起。俄国入侵芬兰，
《芬兰颂》鼓舞芬兰民族意识。 《1947序曲》除了慰藉2·28亡灵，更呼吁“独立出头天”，绿营借
音乐把2·28事件影射成中国“外族”入侵台湾……这不仅是自虐、自残，也是在制造新仇恨。

台湾流行民宿，大陆喜欢农家乐，民宿和农家乐名称不同，
内涵大抵一致，都是私人经营的有个性和家庭气氛的旅游项目。
近日，在厦门第十一届海峡旅游博览会上，两岸农家乐对接，分
享创意与管理经验。

对接分几个环节进行，一是创新发布，浙江芦茨土屋主人、
富春江慢生活发起人黄伟舜和台湾“屎沟墘客厅”民宿发起人蔡
宗升分享和推介两岸乡村旅游 （民宿） 品牌资源。还有专家讲解

“当民宿成为生活与设计的追寻”、“民宿空间规划设计与顾客体
验”。二是资源对接，两岸乡村旅游专家、协会、业内人士共话乡
村旅游的创新发展，进行创新合作模式及基金运作探讨与答疑。
三是成果展示，11个台湾民宿品牌代表、投资方代表、运营方与
大陆11个民宿品牌签约合作。四是实地考察，台湾民宿业考察福
建乡村民宿资源，选择合作项目。

两岸农家乐对接
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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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两岸交流如火如荼地展开，人员往来频繁，密切得
如同一家人。但38年前的1977年，还很少有大陆人直接接触台
湾同胞。

1977 年 2 月中国与西非利比里亚建交。我作为首批建馆人
员被派往那里工作。一天，我馆经参处一位年轻的同事外出办事
回来说，他见到了海峡那边的人。大家都仿佛听到了天外来讯，
十分惊讶和新奇。虽然当时两岸关系处在严重的对立和敌视状
态，双方没有任何往来和接触，相互之间成见和偏见很深，但是
同胞之情还是藏在内心深处。大家急切地发问，他是啥模样的？

是否留长头发？穿什么衣服？讲什么话？我的同事说，当时，他正
在银行办事，看到一个中国人的背影，后来他回过头来，他们的
眼睛对视了一下，很快就把目光避开了，谁也没有理睬谁。他穿
着一身淡色西装，个儿不高，人不胖不瘦，看上去30多岁，手里拎
着一个公文包，肤色与广东、福建一带人差不多，神情显得有点
局促和不安。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几位同事说，他们在百货商场、布
店、食品店等地方多次邂逅几位台胞。能在偏僻的非洲国家见
到讲汉语的黄皮肤中国人，心底难免升起他乡遇故知的特殊情
愫。后来大家先是试探性地寒暄问候，聊聊当地风土人情，进
而介绍各自的一些基本情况，见面的次数多了，就逐渐熟悉和
亲近起来。几位台胞曾经是台农耕队队员，后来自愿留下来在
当地经商和耕作，大多生活在远郊区。

大约又过了半年时间，双方越来越熟悉，台胞热情邀请我
们去做客。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下午，一位年轻的台胞开着车
来接我们，我馆办公室主任带领我和其他几位同事应邀前往。
驱车大约45分钟时间到了他们的住地，他们的住所掩映在热带
树木之中。我们十分高兴，当双脚跨入他们的院子，仿佛跨越

了台湾海峡，登上了心仪已久的宝岛。我们每个人兴奋不已。
院子收拾得十分干净、整齐，花木扶疏，一派盎然生机。看出
主人对绿色热带作物的喜爱。七八位台胞已伫立屋前，满面春
风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大家一一握手后入厅坐下。客厅的布置
陈设，弥漫着闽南家居气息，大多是竹制和木制家具，令人倍
感亲切。家里的女主人让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喊我们“叔叔、
伯伯”！那稚童带着几分羞怯的亲切呼声，如同美妙的音乐入
耳，顿时消融了彼此间的陌生和隔阂。我们不约而同地说：

“小妹妹真可爱！”主人给我们沏了台湾特产的高山茶，又从冰
箱中取出可口可乐、芬达等当时在大陆见不到的饮料，还端出
台湾风味糕点。我们都是平生第一次尝到具有台湾特色的食
品，感觉美味，更感到一种难得的亲切。台胞们也高兴地品尝
我们带去的北京果脯、芝麻糖、花生、瓜子等。小女孩高兴地
边吃边说：“真好吃！”我们还带去了龙井茶和长城葡萄酒。他
们仔细地欣赏着杭州西湖和长城的标识，连连夸奖。

双方边吃边聊，在笑声中度过了2个多小时。告辞时，他
们一直送我们到院外路边，小女孩更是挥动小手不住地喊着：

“叔叔、伯伯，再见！”这是我第一次与台湾同胞聚会，他们的
彬彬有礼、热情好客和勤劳朴实，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气

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们和台胞经常往来，亲如一家。他们向我们每人赠

送了尼龙T恤衫，大家都十分喜欢。当时尼龙服装在大陆还不多
见，很受欢迎。由于当地蔬菜品种较少，台胞有时还送来自己种
植的新鲜蔬菜和水果，每次都洗得干干净净，并精心地包装好。
我们每一次接到他们的礼物，总是感到同胞间才有的真情实意。

1980年4月，当地风云骤变，一夜间发生了军事政变。枪
声四起，社会治安恶化。我们与台胞互致问候和相互关照。他
们来电话反映，抢劫、骚扰时有发生，担心遭到不测，惶惶不
安，请求帮助，希望我们替他们保管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和
贵重物品。患难时的嘱托，是对我们最真诚的信赖。局势进一步
恶化后，他们决定离开，我们冒着危险驾车将他们送至机场。那
位我们去她家做客的小女孩说：“谢谢叔叔、伯伯！”一位40多岁
的先生临别时告诉我们他的故事，他1949年随叔叔去台湾，此后
日夜想念在大陆的老父亲，期盼有一天父子重逢，说着说着泣不
成声。我们安慰他说，骨肉同胞一定能团圆。

飞机起飞了，我们替他们悬着的心放下了，祝福他们一路
平安到家。也盼望我们还有见面的那一天。

与台胞的第一次接触
苗 耕

第 26 届澳门艺术节 5 月 1 日
起举办超过一个月，整个5月澳门
好戏连台。本届艺术节以“此时·
彼语”为主题，寓意打破既有艺术
界限，鼓励彼此对话，呈现艺术多
样性。在为期一个月的艺术节期
间，来自内地、台湾，以及法国、德
国、瑞士、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的
艺术家将同场献艺，交流展示，奉
献包括戏剧、舞蹈、音乐等不同形
式的逾百场演出。

作为当地一年一度的文化盛
事，澳门艺术节以“引领审美，
推动本土艺术发展”为理念，致
力于为世界各地艺术家构建广阔
的艺术交流和展示平台，同时不
断孕育和推动澳门艺术创作发
展。澳门特区政府期望通过艺术
节这一平台推动澳门本土艺术发
展，使观众和艺术家能通过文化
互动，从精彩斑斓的艺术语汇中
寻找真谛，引发触动心灵的交流。

澳门好戏连台
小 夏

澳门好戏连台澳门好戏连台
小小 夏夏

上图：法国歌舞剧 《舞咏》 成为艺术节开幕作品，该
歌舞剧从后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作品中摄取元素，配以古
典芭蕾和当代舞蹈动作语言，给舞蹈创作带来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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