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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24日电（记者汪灵犀）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强
调，大陆将实施台湾居民来往大陆免签注以
及年内实施卡式台胞证，目的是便利两岸同
胞往来，非使“台湾居民大陆公民化”。他
还就台湾居民来大陆参加抗战胜利纪念活
动、第七届海峡论坛所取得的成果等问题回
答了记者提问。

“台独”政客们怕的是什么

有记者提问，关于将实施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免签注以及年内实施卡式台胞证这
项政策，岛内有言论称这项政策的目的是
使 “ 台 湾 香 港 化 ， 台 湾 居 民 大 陆 公 民
化”，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说，卡式台胞证是对目前 5 年
有效纸质台胞证的电子化改版，证件名
称、功能和有效期都没有改变。两岸同胞
是一家人，我们实施这项重大政策，为的
是进一步便利两岸同胞往来，推动两岸同
胞之间的交流，是为两岸民众谋福祉，因
而也得到两岸民众，特别是广大台湾民众
的普遍欢迎，得到台湾主流媒体舆论的高
度肯定。

他说，对于任何有助于两岸同胞交流
往来的措施，“台独”政客们都怕得要
死，恨得要命，然而他们那些歪曲基本事
实的误导性言论也太低估了台湾民众的判
断力，因此是不值一驳，甚至是不值一哂
的。

马晓光应询介绍说，卡式台胞证的设
计是参照现在流行的国际标准，符合当今
旅行证件的发展趋势，届时台湾居民凭此
可实现自助出入境，来去更加便捷。他
说，多年来，为给两岸同胞往来提供便
利，大陆出台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同时也
希望双方相向而行，让两岸同胞往来更加
顺畅，更加便捷。

欢迎台胞参加抗战纪念活动

有记者问，大陆邀请部分国民党老兵
参加 9 月 3 日的阅兵，我知道台湾有一些
退役的将领可能会来参加。但是台湾军方
现在开始柔性劝阻，希望他们不要来。请
问国台办怎么看？

马晓光回答，有关部门负责人昨天已

经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大陆
方面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有关活动的安排做了介
绍。国台办多次指出并强调，抗日战争的
胜利是全民族的伟大胜利，无论是“敌后
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岸同胞来共
同纪念抗战胜利，希望大家能够缅怀先
烈、牢记历史，继承抗战精神，维护抗战
成果，团结一致，携手同心，共同致力于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

他表示，我们欢迎广大台湾民众、各
界人士以及参与过抗战的老兵和他们的亲
属后代来大陆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

第七届海峡论坛成果丰硕

有记者问，第七届海峡论坛已于 6 月
19日结束，本次论坛取得了哪些成果？

马晓光介绍，本届海峡论坛在出台两
岸民众交流往来新举措、搭建两岸青年就
业创业新平台、加深两岸基层民众深入交
流、拓宽两岸经济合作新渠道四方面都取
得了丰硕成果。两岸青年社团、企业家、
学生代表超过1000人参加了本次论坛举办
的各项青年活动。福建省出台了 《关于鼓
励 和 支 持 台 湾 青 年 来 闽 创 业 就 业 的 意
见》，从9个方面对台湾青年来闽创业就业
给予支持。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创客基地在
厦门海沧揭牌成立，已有15家企业完成注
册，27家企业正在办理注册手续。两岸残
疾人首次在论坛中举行交流活动，两岸特
色庙会参与人数达到70万人次。

有记者问，截至本月底，两岸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 ECFA 签署生效已满 5 年。请
问发言人5年来协议取得的成果如何？

马晓光说，ECFA签署5年来，在货物
贸易早期收获、服务贸易早期收获、投资
保护与促进、产业合作、海关合作、中小
企业合作、经贸社团互设办事机构及后续
协议商签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为两岸同
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为两岸的经济
合作也带来了互利双赢的效果。

他说，希望双方共同努力，相向而
行，尽快完成已签署协议的生效程序和各
项后续协议的商谈，为两岸同胞创造更多
的互利合作的发展机会。

“为何新课纲要删除‘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我
们最高峰不是玉山而是圣母峰 （珠穆朗玛峰） 吗？”在公
布台湾历史课“课纲微调”后，有台湾学生在网上不解地问。
争议最近的导火线，是去年初台教育部门提出“微调”旧课
纲，有传言说，岛内“二二八事件”等内容，都被删掉不提了。

“微调”修改范围不大，多是用语上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台湾
历史部分。但依旧有人呛声不满。参选 2016 的候选人如蔡
英文和洪秀柱，也都前后亮明了态度。那些支持者和反对者
们，捉对厮杀了很长时间，他们为何而吵呢？

李白到底是哪儿的诗人？
——“分离史观”带来的常识悖论

相比于民进党当局当年大规模修改课纲“去中国
化”，台教育部门这次微调高中历史课纲，不但幅度小多
了，也不那么尖锐，比如把“清代”改为“清廷”。但批
评者依旧咬定，清廷一说是刻意强调“大清朝廷的对台统
治”。前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指称，一切明显是为“去台湾
化”而修改。民进党籍台南市长赖清德表示，台南所辖的
4所市立中学将继续使用旧教材。

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亚中针锋相对地表示，课纲微调是
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拒绝“分离史观”的去中国化教
育。台湾历史教科书问题不只是用词争议，根本问题在于
对教科书的认知。台湾行政机构前负责人郝柏村也投书岛
内媒体，质疑教科书部分内容暗藏“大陆台湾，一边一国”理
念，导致学生认同错乱，他呼吁台当局拿出排“独”勇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湾教科书之乱，早在李登
辉主政时就已经开始，1997 年抛出的教科书 《认识台
湾》，“我国”变成了“中国”，“李白是我国诗人”则变成
了“李白是中国诗人”。陈水扁在台上时承续了李的衣
钵，授意当时的“教育部长”杜正胜大肆篡改割裂历史。
就拿高中历史教科书来说，“台湾史”被从“中国史”中
抽离出来，“中国史”俨然成了“外国史”。

岛内争夺论述话语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2008年马英
九上台后，顺应社会呼吁重新修订了课纲，据此编写的新
教材在2012年8月启用，如今的微调可以看作这一思路的
继续和延伸。张亚中在 《中国评论》 月刊上发文肯定说，
这次微调“使得‘分离史观’遭到了极大的挫败，从此不
再专享岛内政治上的‘正确性’。经历16年后，台湾地区
的教科书史观发生逆转，一场史观的‘拨乱反正’，重新
站上了发起线并开始往前推进”。

日本据台是不是殖民统治？
——“皇民化”与“大中国思维”之争

之前因为“日据”、“日治”用词问题，台湾发生激烈
争论。这次课纲微调，也意在肃清遗毒，包括把日本“统
治政策与台民反应”改为“殖民统治政策与台民反应”；
二战时期的“慰安妇”依据历史事实和常识增加了“被
迫”两字；把“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改成

“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构想”等。
台教育部门官员指出，现行的历史课纲太美化日本殖

民统治，因此，微调增加了一些关于日本压榨台湾的叙
述，并加入“侵略”的概念。添加“殖民”两字是为了还

原历史事实，强调当时台湾人民的抗日事迹。
对此表态反对的民进党赖清德表示，“教育部”对高

中历史课纲的修改是回到“大中国思维”云云。事实上陈
水扁时期的“台湾史”中，更竭尽吹捧“日本统治”之能
事，抹杀抗日先贤英勇事迹。

《联合报》 发表社论质疑，日本在台湾的 50 年统治，
难道不是“殖民”？台湾有人从“本土化”跃向“拥殖
民”。放眼整个东亚，到处都有遭受过日本铁蹄践踏的地
区，“民进党的媚日史观真可谓绝无仅有了”。

台前“教育部长”蒋伟宁倒是讲了大实话。他说，现
行“台湾史”和“中国史”切割太清楚，且对日本殖民统
治太过美化，这次调整“完全没有去台湾化，去日本化倒
是有一点”。张亚中则认为，岛内“分离史观”一派为建
立其论述基础，不得不与“皇民化史观”结合，以颂扬日
本殖民来去中国化，这种作法是悲哀的，也更显示“分离
史观”脆弱而不堪一击的一面。

祖先也可以变来变去吗？
——“台独”对“正统史观”的阉割与抹黑

按照课纲微调，二战后的台湾历史，“国民政府的接
收”一章，把“接收”两字改为“光复”。同时，把对岸
的称呼由“中国”改回“中国大陆”。其他的，台湾被荷
兰和西班牙所占领的定义，由“荷西治台”改为“荷西入
台”，郑成功统治时期由“郑氏统治”改为“明郑统治”。
在两岸大多数中国人眼里，这些调整并无不妥。而反对者
的理由又是什么？

岛内批评者认为，把“接收”改成“光复”，是在历
史课本里“镶嵌其拥护的意识形态及认同感”，而非“单
纯客观地陈述历史”。事实上李、扁时期是如何“客观叙
述历史”的呢？那时的课纲，1949 年前的“中华民国
史”，被放在“中国史”里面，1949年后则被放在“台湾
史”里，与荷兰、清朝、郑成功、日本一样被视为“外来
政权”。阉割之意，“台独”之心，呼之欲出。

在文化大学教授王仲孚看来，两蒋时期强调做堂堂正
正中国人，历史教科书是以正统王朝立场叙述历史，从黄
帝、尧舜讲起，一直到清朝、民国。那个时候的论述中，

“中国”当然就是“我国”，“本国史”就是“中国史”。但
李登辉主政后，对岛内“正统史观”的阉割就开始了。如
今反对课纲微调，甚至谣言都接踵而至。

台“教育部长”吴思华回应表示，微调后的课纲不但
没有删除“二二八事件”，反而强化到“重点字段”。所谓
玉山与珠穆朗玛峰之争，教育当局也专门在网上澄清，台
湾最高峰还是玉山，有学者认为喜马拉雅山是我们的最高
峰，也尊重其个人史观。流言渐散后，有人又放风说，课纲微
调负责机构的委员们，多数具有两岸统一学术机构的身份
云云。从阉割、抹黑到描红，反对者的伎俩不一而足。

王仲孚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更要秉持中国传统历史的
立场反对“文化台独”。因为教育上的改变是很模糊的，一开
始没感觉，但就像癌症病毒进入身体里一样，等到发现时已
经来不及了。王教授揭批说，杜正胜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
未做官时曾撰文说：“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在黄河
流域。”王教授反诘：“我倒要问他，现在的祖先还是不是
黄河流域的那个祖先，难道祖先也可以变来变去吗？”

中国历史成了“外国史” 拨乱反正却遇“拦路虎”

三问台湾历史课纲争议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吴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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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6月24日电（记
者谢希语） 根据香港廉政公署 2014
年年报，廉署去年共接获2362宗贪
污举报，比前一年下跌了 11％。其
中，涉及私营机构的举报最多，占
整体投诉的 63％，而涉及政府部门
及公共机构的举报，则分别占 30％

及7％。
香港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委员

兼立法会议员梁君彦24日表示，廉
署成立 40 年来雷厉风行大力打贪，
社会出现巨大变化，使香港由昔日
饱受贪污肆虐之地，变成今日全球
最廉洁的地方之一。

新华社南京6月24日电（记者刘巍巍） 记者24日
从江苏省昆山市政府获悉，经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同意，昆山市两岸人才合作试验区台籍专业技
术人员职称申报绿色通道正式建成。

根据江苏省人社厅意见，在昆山市两岸人才合作
试验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台籍专业技术人才，可申
报评审江苏省专业技术资格；有突出业绩的台籍专技
人员可参照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条件，不受职称、任职
年限限制，直接申报相应的中级或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上述人员申报国家规定实行执业准入类的专业技
术，应当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申报国家规定实行考
评结合的专业技术，应当通过考试；申报评审专业技
术资格，对职称外语、职称计算机则不作要求。

江苏省人社厅还明确，台籍专技人员职称申报材料
按规定程序审核后，直接报送相应的评审委员会评审。

本报电 据 《大公报》 报道，
香港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拉布”拖
死不少民生建设项目。香港建造业总
工会理事长周联侨近日接受媒体访
问时批评，反对派惯常的“拉布”，令
工程拨款进度不断拖慢，全港的工程
总额也在逐年下降，市民则要付上

“拉布”的代价。
他指出，目前香港有34.4万注册

工人，实际在地盘工作的工友25万，
加上 7 万专业人员和 4 万文职人员，
业界合共 36 万从业人员，但立法会
财委会批出的工程款项远远未能弥
补他们的工资。

香港建造商会秘书长谢子华指
出，2011/12年度香港政府批出的新
工程拨款是 1600 亿港元，12/13 年
度跌至 909 亿港元，至去年仅有 36
亿港元。政府新工程批款已低过非
典时的水平，未来 3 年新工程量将
呈“悬崖式”下跌，有承建商已开
始缩减投标部门的人手，他担心失
业率再次回升，导致业界 7 万名从

业人员生计受损。
身兼工联会副会长的周联侨举

例，莲塘／香园围口岸工程追加拨
款申请，在立法会工务小组与财委
会一度受“拉布”影响，“如莲塘/香园
围口岸工程项目流标，建造成本不
仅每年增幅 10%以上，近万名工人
会因此受影响或面临失业。”为免新
口岸工程延误，并衍生连接粉岭公
路的一段路完工后闲置等问题，他
希望工程尽快落实。

香港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在议会
搞“拉布”搞否决，把立法会变成
表演舞台，又在社会上搞“占领”、
煽动激进暴力活动，瘫痪立法机
构，破坏法治制度。“拉布”耗费的
社会资源，数额是难以想象的，以
立法会“拉布”一日浪费 100 万港
元公帑计，香港每年因“拉布”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万港元。
据统计，三年“拉布”共浪费近 26
亿港元的公帑。

香港业界呼吁反对派停止“拉布”香港业界呼吁反对派停止“拉布”

6 月 24
日，香港特区
政府地政总署
执法人员清理
非法“占中”
之后遗留在立
法会和政府总
部外的帐篷和
其他物件。

谭达明摄
（中新社发）

6 月 23 日，一名骗徒在香港进行电话骗案时，打
错电话到慈云山警署，接听电话的探员将计就计，引
出骗徒将其拘捕。骗子当时在电话中声称，你的亲人
被禁锢，要求赎金23万港元，探员假装“中招”，引骗
子到旺角一地点交收款项，随即布下天罗地网。图为
骗徒被黑布蒙头，押返警署调查。

香港骗子骗到警局，栽了香港骗子骗到警局，栽了

昆山台籍人才可申报职称

据新华社长沙6月24日电（记者李丹） 24日，来
自海峡两岸 27 家媒体的 40 余名记者以岳麓山为起点，
开始为期一周的湖南抗战名城寻访活动。

主题为“湖南抗战名城巡礼”的第十二届海峡两
岸媒体来湘联合采访活动 6 月 23 日至 28 日在湖南举
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记者将重回当年重要抗战遗
址，重点寻访长沙、益阳、常德、衡阳、怀化等湖南
抗战名城，用笔和镜头记录那段血火淬炼的民族精魂。

麓山忠烈祠建于 1939年，为纪念国民政府第四路
军抗日阵亡将士而修。忠烈祠内，93岁的黄埔老兵吴
淞回忆了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籍贯长沙的吴淞曾进
入黄埔军校七分校学习，参加过常德会战、长沙第四
次会战和衡阳保卫战。

“当时长沙满大街的抗日标语，我最受感动的是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吴淞说，“我没
有钱，只有出力。”每当回忆起战争的惨烈，这位满头
银发的老人都不禁潸然泪下。

“湖南战场是相持阶段的正面主战场，具有全局性
重大意义，”湖南省文史馆馆员郑佳明在启动仪式上
说，“从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到 1945 年 8 月芷江受
降，湖南军民浴血奋战了7年。据统计，整个相持阶段
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较大的战役有12次，发生在湖南
境内的就有6次。”

两岸媒体联访湖南抗战名城

香港廉署接获贪污举报减少

香港清障香港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