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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三只小猪”当选的蔡英
文，一上台就想要开放进口美国
的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 猪肉及
内脏。日本人工打造的冲之鸟
礁，连鸟都不拉屎的不毛之地，
蔡当局却表示其法律地位未定。
凡此种种，实在匪夷所思。

2012 年为了反美牛、坚持瘦
肉精零检出，民进党籍县市长串
连抗议，批评当时的马英九当局
比诈骗集团还不如，为了经济利
益出卖台湾人的健康利益。如
今，台湾的“农委会主委”曹启
鸿却放话“美猪哪有能耐不开
放”。冲之鸟是礁还是岛，台湾的

“内政部长”说不流行了，“行政
院”发言人则强调这不是重点。
台湾“武则天”碰到美日“凯
撒”就变成“埃及艳后”，只敢唯
命是从，只能唯利是图。

屁股决定脑袋，翻脸比翻书
还快，本来就是政客的嘴脸，人
们也早已见怪不怪，但拿猪农、
渔民的事业生计与台湾百姓的身
体健康开玩笑，这难道就是蔡英
文所谓的“谦卑”，所谓的“普遍
民意与公平正义”？在5月31日台
湾反美猪游行抗议后，“农委会副
主委”只好表示，在没有完整评
估、科学论证之前，我们不会去
讨论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是否
开放的问题，以确保消费者的权
益。

但 这 究 竟 是 蔡 当 局 体 恤 民
意、悬崖勒马，还是缓兵之计？
事过境迁后，会不会又以为了国
际贸易、非入 TPP 不可为由，仍

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横柴入灶”强制开放含有莱克多
巴胺的美国猪肉及内脏进口，一切还是未定之数。

现有医学报告检验证明，莱克多巴胺对生殖系统的毒性
可能导致不孕不育，并增加癌症转移力22倍。2004年一份权
威的报告中提到，莱克多巴胺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有些微刺
激性 （兴奋性），但长期使用的情形下，影响如何，未知。
2012年7月6日，欧盟保持强烈反对通过莱克多巴胺最高残留
限量的立场，就基于莱克多巴胺在猪与牛等之使用仍然有未
解决之安全顾虑。欧盟的风险评估机构欧洲食品安全局已经
断定，目前没有充分数据可供拟订莱克多巴胺的最高残留限
量，且其对人体健康之风险无法排除。在其有待解决的安全
顾虑前提下，欧盟将维持目前的法律禁令不变。

这可都是当初民进党“在野”时，用来反对含瘦肉精美
牛进口所引用资料，怎么现在执政了，却说要等有科学根据
了，再讨论是否开放，又是前后不一。台湾平均每人每年吃
下1/3头猪，约是35公斤猪肉，试
想这会累积多少毒素，会对身体健
康造成多大伤害。为了政治利益和

“外交”目的，置民众利益于不
顾，民进党当局安的什么心？

（作者为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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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编制的2016年版 《服
务业统计摘要》 日前出版。摘要显示，2005年
—2014年的近10年间，香港服务业的地位日渐
重要，对香港生产总值的贡献由 2005 年的
91.3%上升至 2014 年的 92.7%。其中金融服务、
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及工商支持服务，是
香港经济的四个主要行业。它们带动其他行业
的发展，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是香港经济动力
的泉源。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叶泽恩称，国家商
务部与香港特区政府签订的 《内地与香港CE-
PA服务贸易协议》 今年6月起正式实施。该协
议进一步加大内地对香港服务业开放措施的宽
度和深度，让内地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
由化。协议的落实正好为致力于开拓内地市场
的香港服务业者提供难得的机遇。

香港角色

叶泽恩称，张德江委员长前不久视察香港，
出席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清楚点出香港的

“四大优势”，使香港的角色变得越来越清晰。
叶泽恩说，“一带一路”地区占全球人口的

63％、全球贸易额的 35％、全球生产总值的
30％，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香港作为国际
枢纽，可于 5 小时飞行距离内接触“一带一
路”沿线 48％的人口，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
势。香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可扮演多方面
角色，包括调解仲裁中心、基建服务整合中
心、物流及航运服务中心、环球投资中心、区
域贸易中心及国际金融中心，在服务内地及海
外企业的同时，为香港经济创造新的机会。

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主席区啸翔认
为，“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更多中国企业“走
出去”，这将创造可观的融资、审计、法律服
务、知识产权保护等需求。而香港在资金流动
自由度、扩股融资权限、公司注册效率等方

面，一直以便利的服务为内地企业称道。在法
律服务、评级、会计、审计等方面，香港与国
际接轨也较早。如果香港服务业能把握住“一
带一路”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将会与内地企
业实现互利双赢的结果。

香港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杜珠联说，在
法律事务方面，香港可起到监管投资规范、保
障投资者利益以及解决纠纷这三大作用。

携手开拓

作为选择从香港“走出去”的内地企业代
表、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孟树森
认为，香港是国际交往中心、网络通讯中心，
又具有背靠祖国内地的优势，这是公司选择香
港作为海外运营总部的重要原因。健全的司法
制度、自由的经济体系、简单的税制和低税
率、灵活的融资方式以及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
岸市场等优势，一直是香港吸引内地企业的重
要因素。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
长张威说，两地企业可进行优势互补：内地发
挥制造领域优势，而香港发挥服务领域优势，
共谋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基础普遍
较为薄弱，基本产业体系不够健全，因此“一
带一路”市场前景非常大，香港与内地企业能
够携手开拓，共同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香港贸易发展局推广事务总监苏咏雪说，
去年底，贸发局推出了“一带一路”信息网
站，包括“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经贸概
况与投资项目信息、香港服务业供货商数据与
各种投资咨询服务等。内地企业可根据需要，
按市场地域、所需服务等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

叶泽恩介绍说，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初期，香港企业家开始不太理解如何参与，多
数人以为大企业才有机会，贸发局的“一带一
路”网站令更多企业理解了“一带一路”。“一

带一路”带动的投资，将会辐射到贸易层面，
为贸易领域的香港中小企业提供了机遇。

服贸优势

在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叶泽
恩强调，“一带一路”要优先建立基建的联通，

“这方面香港可以发挥优势。”香港基建领域的
人才水平全球领先，根据国际标准培训出一批
建筑师、工程师、城镇化规划师等。张德江视
察香港时提到，在尼泊尔地震中，当地大量建
筑物倒坍，但由香港工程专业人士监理的项目
基本完好无损，充分体现了香港专业服务的优
良品质，也证明香港专业服务参与“一带一
路”大有可为。

基建不能缺少投资，叶泽恩指出，香港作
为全球最重要金融中心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投
资中心。“进入内地的资金差不多有一半要经过
香港，内地资金也有 58%以上是通过香港走出
去的。”投资之后是融资，香港优势也很明显，
去年 IPO （首次公开募股） 融资额达 318 亿美
元，居全球第一。风险投资金额也居世界前
列，占全亚洲数额的20%。

在促进互联互通、贸易发展方面，香港的
物流服务优势也具备很大发挥空间。叶泽恩介
绍说，香港的机场连续十来年都是全球最繁忙
的空运货物中心，去年处理了 438 万吨空运货
物；香港也是海运中心，海运网络广泛，集装
箱码头全球领先。香港还有自由港优势，在海
关手续、配套服务方面效率高。

叶泽恩认为，服务业占香港生产总值超过
90%，几乎是全球最高。而 2015 年内地服务业
占 GDP 的 50.5%，这个差距对香港就是机会。

《服务贸易协议》实施后，两地服贸基本实现全
面自由发展，“我们绝对有信心，在基建、金
融、投资、物流、航运等方面，香港能提供国
家所需的现代服务业。”

借势发力 共同提升

港服务业不可错过“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张 盼

回忆起父亲临终时的场景，马祖渔民张良卫
就眼眶湿润，难过地说不出话来。

父亲的愿望是能够再看一眼自己的弟弟。不
过，有生之年，这个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

上世纪 40 年代末，国民党军队退据台澎金
马，马祖成为了海峡两岸隔海对峙最前线。从连
江黄岐到马祖北竿，尽管张良卫的父亲和叔叔之
间的距离仅有4.8海里，但却咫尺成天涯，难以相
见。

渔汛来时，马祖海面千帆穿梭，麻缆靠泊，
渔民算好潮汐风向，转往大陆贩卖渔货——这是
张良卫父亲早年的记忆。然而，两岸对峙后，原
本渔寮满布、渔获丰茂的马祖，却成为军事战
地，实施战地政务。从元明开始便在大陆与海岛

间自由来去的马祖渔民，从此被限制在极为有限
的区域内打渔和生活。

出生于1963年的张良卫，童年时常帮父辈出
海打渔，他最深的记忆之一便是自家的船一次次
地被禁止出海。

“有的时候渔船一不小心越线进入了大陆的
海域，或者与大陆的渔船离得太近，渔民回到马祖
后都要被当局带走受审，渔船被罚一个月不能出
海是常有的事，甚至有人会因此坐牢。”张良卫说。

与禁绝随之而来的，是渔业的萧条。历史
上，马祖地区渔业捕获的水产品，除少数自给自
足外，大多销往大陆，两岸对峙后，这一销路被
完全切断。

“马祖到台湾岛最快的商船也要 20个小时才
能抵达，慢的话要两天，生鲜水产根本不可能存
放这么久。”张良卫回忆说，父辈们只能将数量

极为有限的捕捞物晒干或者腌制，制作成虾皮、
梅香鱼干等，低价出售。

有时，张良卫的父亲和渔民们会把打捞上来
的鱼倒掉一半。“这些鱼自己吃不完，也卖不出
去，不如把它们放回海里。”张良卫说。

马祖渔业的萧条恰逢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工
业的兴起，为了寻求更高的收入，不少马祖渔民
抛弃祖祖辈辈沿袭的职业，前往台北，成为城市
中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其中就包括他的两个兄弟。

“我舍不得离开马祖，打渔也是我的兴趣所
在，因此，就留了下来。” 张良卫说。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告台湾
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
针，两岸关系开始走向缓和。但当时台湾仍处于

“戒严”状态，对于马祖地区渔民的管控毫未放
松。

不过，张良卫和乡亲们却感受到两岸关系在
静悄悄地变化，在打渔的时候，他们发现，大陆
的渔民会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向他们介绍大陆
政策的变化。一些马祖的渔民开始尝试打听联系
自己在大陆的亲人，其中的大胆者，甚至不惜违
背台湾当局的命令，前往大陆海域与亲人相见。

1987 年年初，带着多年夙愿尚未达成的遗
憾，张良卫的父亲离开人世。同年11月，台湾当
局宣布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不少马祖渔民
渡海前往福建探望被分隔多年的宗亲。

一水对望，阻隔了骨肉亲情，时间的车轮已
经走过近40年，对于张良卫而言，这一天来得有
点迟。“父亲差一点，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弟弟。”
张良卫说。不过，他也成为了最早一批返回大陆探

亲的台胞，见到叔叔，替父亲完成了未了的心愿。
自此之后，张良卫便成为了往返于两岸之间

的常客，20多年来，两岸间的往返愈趋便利。
以前马祖的台胞前往大陆，必须提前从马祖

飞到台湾岛内，前往香港办理手续并转机，再飞
往目的地。那时从马祖到黄岐，4.8海里的距离却
必须耗费几天几夜的周折。而如今，这一旅程乘
坐25分钟的客运航线即可到达。此外，曾经必须
提前申请并取道香港办理的一次性台胞证，也为
可免签入境的卡式台胞证所取代。

“马祖与大陆的一日生活圈已经形成，这是马
祖许多老一辈人的心愿。”张良卫说。

除了探望亲人之外，曾经禁绝的两岸渔业也
得以交流。雇佣大陆渔工帮忙生产经营，对海上

遇险的大陆渔民进行紧急援助，帮助漂流到马祖
的大陆船只进行修补并护送出境，借助大陆的广
阔市场推介马祖水产品……与曾经的对峙隔绝相
比，如今已是一番新的天地。

6月3日，身为马祖区渔会理事的张良卫随团
来到福州市，参加2016海峡渔业周。

在此次海峡渔业周上，马祖专馆首次亮相。
全球最高的妈祖石雕像、依山傍海的石厝、梦幻
而唯美的蓝眼泪、乘风飞翔的中华凤头燕鸥、具有
马祖特色的舞狮表演……张良卫兴奋地向大陆的
朋友介绍着自己的家乡。马祖代表团此行还带来了
鱼丸和高粱酒等特产，和大陆的同胞进行分享。

“海峡两岸的交流与合作是来之不易的，希望
能够更多互相往来、互相了解。”张良卫说。他期
盼着，两岸的交流能够继续扩大，常来常往，越
走越亲。 （新华社福州电）

一个马祖渔民眼中的两岸变迁
尚 昊 林 凯

一个马祖渔民眼中的两岸变迁
尚 昊 林 凯

端午节将至，名粽集散地台北市南门市
场粽子飘香，店家推出豆沙、莲蓉、虾米、
蛋黄等不同馅料的粽子30多种。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厦门电（记者付敏） 第三届两岸大学生华语影像联展暨凤凰花
季毕业影展日前在厦门大学举办。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18所高校的34部影
像作品参展，探讨高校学生原创电影的传播与交流。

据介绍，今年影展共收到39所高校的201部作品，其中34部作品将在
影展上集中展映。影片类型各异，风格多样，既有放眼人生、探讨深刻哲
理的主题，也有记录同窗趣事、诙谐幽默的故事。

本届影展共有10场作品展映。开幕首映的电影《珍味人生》来自台湾
政治大学。电影剪辑师为该校大二学生颜子为。颜子为介绍说，电影由他
和两位校友共同完成，从筹备、拍摄到后期制作用了一年的时间。电影反
映的是一位大学生自己的梦想和家人的愿望所产生的矛盾。

“这是我第一次来大陆。”颜子为说，“作为同龄人，我也想看看大陆学
生的作品和故事，看看他们在想什么。希望能和他们交朋友。”

台湾铭传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倪炎元表示，影像联展是两岸学子展
现自我的平台，也为他们的思维碰撞、创意融合创造了契机。

“经过3年的发展，影像联展的规模变很大。越来越多的两岸高校和学
子加入其中。”倪炎元说，希望通过这个活动促进两岸大学生原创电影创作
水平提升。

首届两岸大学生华语影像联展暨凤凰花毕业影展于2014年在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举办。本届影展由厦门大学主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承办，厦门凤凰花大学生创业投资基
金协办。

据新华社香港6月6日电（记者张雅诗） 香港青联学生交流网络“共创
系列”暑期实习计划6日在港启动，逾200名香港大学生将到内地不同机构
实习。主办方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逾九成受访的香港青年愿意到内
地工作和发展。

这个实习计划由香港青联学生交流网络承办，并由香港青年联会携手
10多家机构合办。自2007年推出至今，已为2100多名大学生提供赴内地实
习的机会。本届将有200多人分别前往北京、上海、哈尔滨和广东，进行为
期4至6个星期的实习。实习机构包括中央企业、文博机构、新闻机构和商
业机构等。在当天的实习计划启动礼上，香港青联学生交流网络公布了

“香港大学生内地就业意向”的调查结果。调查于今年 2 月至 4 月期间进
行，访问了495名大学生，近八成受访者表示看好国家未来经济发展；逾九
成愿意到内地工作和发展。

调查还发现，超过 50％受访者认为，未来 5 年内地就业前景比香港
好。而吸引他们到内地发展的主要原因包括，内地工作机会较多、自己想
投身的行业在内地发展前景较好，以及对香港经济前景感到暗淡。

另外，近 70％受访者认为，增加实习经验有助装备自己，提升竞争
力，超过七成受访者期望通过实习团了解内地职场文化和工作环境。

香港青联学生交流网络建议特区政府，通过不同渠道增加香港年轻人对
内地，特别是二线城市的了解，包括举办体验营和座谈会等。有关方面也可通
过网上平台与年轻人交流意见，共同讨论如何提升香港年轻人的竞争力。

两岸大学生华语影像联展举办

逾九成受访香港大学生
愿意在内地工作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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