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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上午8时30分许，金门
开来的“新金龙”号班轮抵达厦
门。台胞吕怡艳免签通关后高兴地
说：“太方便了，真的超赞！”她手
里那本台胞证先前盖了许多签注印
章，而剩余的页面今后就将“永久
留白”。

当日起，大陆公安机关开始实
施取消台胞签注政策，台胞持有效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简称台
胞证） 即可经开放口岸来往大陆并
在大陆停居留，无需办理签注。

对于大陆方面出台这项便利新
政，台胞王祖瑶感到一种“意外的
惊喜”。1日上午，她一家九口从台
北松山飞抵福州。为了此行，王祖
瑶早在 4 月就委托香港旅行社代办
签注事宜。“等了 10 个工作日，没
想到今天免签注了。”她说，“我们
家在福州有很多亲戚，以后真的可

以常来大陆走亲访友了。”
在24小时通关的横琴口岸，来

自台湾新北市的李一信1日0时7分
入境，成为珠海首位免签注“登
陆”的台胞。他告诉记者，自己在
广东肇庆经商，经常需要出入境，
台胞证免签注当然“太方便了”。从
珠海湾仔口岸入境的张文明前一天
签注离境，次日便返回大陆。他兴
奋地问：“我是湾仔口岸第一个免签
注入境的台胞吗？”

说起台胞证免签注究竟有多方
便，2008年起因在厦门大学读书而
频繁来往两岸的吕怡艳深有感触。

“我们一般持有5年有效台胞证，再
办理 2 年多次往返的签注，申请一
次大约要 7 到 10 个工作日，费用是
170 元人民币。免签后，手续简化
了，通关更快了，还节省了开支。”
她还告诉记者，台胞证签注页盖满

印章后要换领新证，自己已换过 4
本，以后只需在有效期满时再更换
了。

对于成为免签注首日“登陆”
的台胞，27岁的刘刚玮形容自己的
心情是“喜出望外。”他刚刚在福建
莆田一家台资企业找到工作。“今后
需要多次往返两岸，可以实实在在
享受到免签注的便利性。”听说6日
起，福建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
门将开始受理电子台胞证的申请，
刘刚玮表示自己一定要去办。

这个年轻人还打开自己的台胞
证，介绍起过去的几个签注：“这是
我到厦门大学做学术交流，这是我
来旅游……”刘刚玮说，台湾青年
来大陆交流、求学、就业会越来越
多，免签注政策的受惠面会越来越
大。

家乡在台湾嘉义的林岱萱常住

上海已经 7 年，每年两次回台湾探
望父母。“过去办签注要准备很多材
料，比如工作证、合约等，很麻
烦。现在省掉了许多手续，节省了
费用，效率更高了，带家人往来两
岸就更方便了。”她说。

在深圳罗湖口岸边检入境大
厅，来自高雄的庄于萱只花费了不
到 1 分钟就通过了验证。这是她第
二次来大陆，两次的旅行目的地都
是深圳。爱好旅游的她告诉记者，
得知大陆推行免签政策以后，觉得
来大陆旅游更方便了。“我会更多地
选择大陆作为旅游目的地，上海
啊，北京啊，都想去玩一玩。”

记者还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部门了解到，由于免签注政策
出台，前来办理业务的台胞人数明
显减少。

（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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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10多年了，台湾每逢光复节、七七
事变、日本宣布投降等抗战纪念日，都是民
间举办活动，台湾当局鲜有动作。今年，在
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背
景下，台当局也有系列纪念庆祝活动，但却
被一些杂音干扰，引起台湾媒体和有识之士
的警惕与批评。

涂掉“飞虎队”战功标志

此前，作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一项
活动，台空军在新竹空军基地展示了彩绘战
机，战机上彩绘了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美籍
志愿大队 （飞虎队） ”的鲨鱼头标志，并绘
有 16面日本国旗，象征被击落的日机数量。
台空军方面当时表示，展示彩绘战机是为了
纪念先贤先烈伟大的爱国情操，同时也为了
还原历史真相，以彰显中国空军参与抗战的
历史意义。

但 6 月 30 日，台军方发言人证实，“在
外界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台空军已下令

“处理掉”彩绘战机上的日本国旗。据台湾
媒体报道，这个“外界”来自“日本的关
切”。有台湾媒体痛骂“软骨头的军人”，署
名“高山1227”的台湾网友留言：台湾人真
可怜，平时无论做什么，都得看美国人眼神
行事。居然连办个活动，都要看日本人的眼
神，真是一种悲哀。

更悲哀的是，台湾知名主持人郑弘仪近
日在主持节目时，称自己的父亲在二战时就
是台籍日本兵，他居然说：“现在纪念抗战
胜利70周年，想过我爸爸的感受吗？当时的
中国军队打的是包括台湾在内的日本，美国
军机轰炸台湾，这都是与我爸爸为敌。现在
这些人庆祝他们赢了，那你觉得我爸爸的心
情怎么样？何必纪念呢？”

郑弘仪把自己的爸爸说成了日本人，事
实是，经过 50 年的殖民统治，台湾只有 2%
的家庭是“皇民”，日本从来没有把台湾人
当日本人，而是“清国奴”，郑弘仪的父亲
虽然是日本兵，但不能比照日本军人享受抚
恤金，因为他是台籍。郑弘仪的父辈被视为
奴才、炮灰，自己却认日本殖民统治者为
父，台湾《旺报》发表评论指出，郑弘仪搞

错一点，不是所有台湾人都想当日本兵，否
则就不会出现像简大狮、罗福星等伟大的抗
日烈士，难道罗福星的后人不能纪念他们伟
大的抗日爸爸吗？

对残酷的殖民统治“无感”

台湾一位资深媒体人接受本报记者电话
采访时表示，郑弘仪的“杂音”在台湾代表
一些人的看法，在台湾当局越来越淡化和模
糊那段殖民历史的情况下，时下不少人看到
的只是日本的时尚、温泉、现代文明，而
对日本在台湾曾经残酷的殖民统治完全

“无感”。“你看台湾那么多的日本老房子被
修好了，甚至耗巨资，请日本专家来修，
但抗战的历史遗迹却无人问津，全台湾没
有一处抗战纪念馆，这就是台湾的现实。”
台湾历史学者戚嘉林今年 6月在北京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在对历史缺乏了解的情况
下，台湾有一个怪现象，只怨恨祖国抛弃台
湾，却不痛恨日本千里迢迢侵略台湾的不公
不义。当时台湾只有 300万人，日本从北部
上岸后，在4个月内，杀了1.2万人，伤了二
三万人……”

对于台湾有关抗战历史的“杂音”，接
受记者采访的资深媒体人分析，一是因为自
李登辉始，“台独”势力刻意切割两岸的历
史，将台湾引向“媚日”的方向，他们靠教
科书、影视、舆论，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塑
造扭曲的历史观；二是台湾当局心存联合
美、日为筹码向中国大陆喊价的盘算，不敢
理直气壮地正视历史，放任“杂音”渐强，
视听混淆。

两岸都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台
湾的一些政治人物还把目光锁定在“主战
场”和“谁主导”这些恩怨上，这种偏狭的
视角只会延续争端，而不利于两岸正视共同
的历史与命运，携手创造和平发展的明天。
况且，台湾 《旺报》 近日提出一个大问题：
在美国默许下，日本正在中国周边构筑隐形
之墙，若民进党明年执政，日本应会提升与
台湾的合作，将台湾这块“最后的围堵拼
图”补齐。面对东亚地缘政治的改变，台湾
何去何从，必须慎思。

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各界庆典委员
会与各大团体携手在港岛、九龙、新界举行包括文艺演出、嘉年华、古典
车辆巡游、武术表演、龙舟比赛等丰富多彩活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18
周年。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太方便了，真的超赞！”
——台胞免签注“登陆”首日纪实

据新华社福州 7 月 1 日电 （记者郑
良） 公安部 1 日在福州召开新闻通气会，
通报电子台胞证试点启用工作，公安部出
入境管理局负责人就启用电子台胞证相关
工作回答了记者提问。

1、和现行证件相比，电子台胞证有
哪些明显的变化？

答：电子台胞证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
方面：一是采用了卡式证件的形式，携带
使用更为方便；二是取消了签注区，进一
步落实了取消台胞签注政策规定。电子台
胞证最核心的变化是嵌入了安全智能芯
片，具备自动读取识别的技术基础。持用
电子台胞证出入境时，信息系统可以自动
读取证件信息进行核验，持证人如果已向
边检机关申请自助通关信息备案，还可自
助通关。

2、台湾同胞应该如何申领台胞证？

答：取消签注和启用电子台胞证后，
台胞申请办理台胞证的渠道不变。从台湾
地区、港澳地区申请来大陆的，可向由公
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委托的有关单位申请；
未持有效出入境证件直抵设有办证机构的
口岸的，可以直接申请一次出入境有效台
胞证；在大陆的台胞可就近向居住地县级
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申领具体流程也与现行做法一样。

3、电子台胞证试点签发的具体安排
是什么？

答：自 7 月 6 日起，福建省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部门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
委托的港澳地区办证服务单位开始受理
电子台胞证的申请，同时停止受理现行
本式台胞证申请。试点单位受理的范围
与现行安排一致。其中，港澳地区办证
服务单位受理台胞在台湾地区、港澳地
区提交的申请，由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
管理局审批；金门、马祖、澎湖居民也
可以向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部门提交申请；福建省县级
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受理已在
福建省内的台湾同胞补发、换发电子台
胞证的申请。

4、台胞证的号码是如何编制和管理
的？

答：5 年有效台胞证自 1992 年启用起
就将证件号码前 8 位作为持证人个人号
码，这次电子台胞证在证件背面为曾经办
理过旧版通行证的持证人提供曾持证加
注，5 年有效台胞证仍然“一人一号，终
身不变”，有关社会服务机构可以充分利
用台胞证号码的特点开展相应的管理和服
务工作。一次有效台胞证有效期短 （仅 3
个月），使用的是流水号。

公安部就启用电子台胞证答记者问

上图： 7
月 1 日，从台
北飞来福州的
台胞抵达福州
长乐机场。

下图：福
州长乐机场边
检站工作人员
为从台湾飞抵
福州的台胞提
供过境验证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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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名 小 朋 友 在 旺 角 举 行 的
“活力爱·庆回归”嘉年华活动上展
示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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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赤
龙鼓号乐团在
文化中心广场
表演庆祝。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升旗仪式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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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举办多项活动

庆祝香港“回家”18周年
各界举办多项活动

庆祝香港“回家”18周年

7 月 1 日，香港各界举办多项活
动，庆祝回归祖国18周年。

清晨，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上
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大批手持国
旗、区旗的香港市民和游客一大早就
陆续赶来。8时整，五星红旗和紫荆花
区旗升至旗杆顶点；两架分别悬挂着
国旗和特区区旗的直升机从空中掠
过，引来在场观众一片欢呼。

“从1997年回归到现在，香港特区
已经 18 岁了，今天能带孩子一起来看
升旗仪式，感觉很庄严。希望香港越
来越好！”从江苏南京来港旅游的吴先
生说。

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
展览中心举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
国 18 周年。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致辞
时说，香港有“一国”和“两制”的
双重优势，可以在国家“一带一路”
发展策略和亚投行建设中发挥“超级
联系人”角色，积极把握发展机遇。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8年来，大
家一起克服了不少困难和挑战，一齐
把握了不少机遇。我深信，只要大家
能够以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重，
求同存异，务实进取，一定可以建设
更繁荣、稳定、和谐的香港。”梁振英
说。

九龙尖沙咀的文化中心广场上，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与香港义工联盟
携手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18 周年

系列活动暨义工服务日启动礼”。少林
武术、舞狮等连串表演吸引得广场台
阶上座无虚席，观众们不时挥舞着国
旗和区旗，为表演者欢呼。

“祝大家生日快乐！”香港各界庆
典委员会执行主席郑耀棠在致辞时表
示，特区政府过去一年在经济发展和
改善民生上努力不懈，他呼吁香港市
民以狮子山下精神互相勉励，为香港
加油。

由 香 港 各 界 庆 典 委 员 会 主 办 的
“活力爱·庆回归”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18 周年系列活动当天分别在香港岛、
九龙及新界拉开帷幕，社区嘉年华、
花车巡游及文艺汇演等活动精彩纷呈。

市民朱女士对记者表示，很开心
参与庆回归活动，她和家人今天一早
还特意去饮茶庆祝。“18年来内地与香
港的关系已越来越紧密，希望国家继
续支持我们，相信香港会越来越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
军营和石岗军营1日对外开放，吸引约
3万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香港回归以
来，驻港部队每年都举行军营开放活
动，持续增进与香港市民的沟通和了
解，累计迎来58.7万人次入营参观。

香港市民林先生是第一次来到驻
港部队军营参观。他说，今天激动地
流下了泪水，自己从小在香港长大，
看到祖国有今天的成就，真的很感
动。 （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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