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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漫笔

台湾“红十字会法”自 7 月 29 日起失效。
这一法令已在岛内实行62年，两周前被民进党
在“立法院”一举废除。台湾红会是个慈善组
织，但因与国民党渊源颇深，且在两岸交流中
大有贡献，早被绿营视为眼中钉。民进党上
台短短两个多月来，灭红会、废课纲、追杀国
民党党产，“三把火”矛头齐齐指向剿灭国民党
和“去中国化”。

刨除历史之根

7 月 12 日，台“立法院”以 45 票对 9 票，
通过“时代力量”徐永明等人提案，确定废止

“红十字会法”。29 日，“红十字会法”正式失
效。绿营宣称，“这就是台湾‘转型正义’的开
始”，台红十字组织则表示无限沉痛与遗憾。

台湾红会负责人王清峰表示，扼杀为人道
奉献的红十字组织，是台湾的不幸，也是台湾
的悲哀。曾担任台湾红会秘书长、负责人长达
25年的陈长文感慨，台湾红会有其特殊性，若
是废除“红十字会法”，红会成为一般人民团体
组织，台当局不再参与，救灾救难恐不再如过
去更有效。

绿营当然不是和慈善过不去，而是剑指
“去中国化”。前马英九办公室秘书长罗智强认
为，台湾红会经历的风雨，几乎就是“中华民
国”的历史侧影。民进党断掉红会的双翼，说
穿了与提出“废孙中山遗像”的心态出发点是
完全一致的，即刨去所有和“中华民国”有关
的历史之根。

对于民进党动作频频，蓝营痛批这是假
“转型正义”之名进行清算。国民党“立法院”
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红十字会法”有存在
必要及历史意义，以前两岸断绝往来时甚至要
靠红十字组织沟通联络，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红十字组织也多设有专法或特别命令。对于民

进党的主张，蓝营会反对到底。
据台湾 《联合报》 报道，目前蓝营 38 名

“立委”已展开联署，向大法官申请“释宪”，
以救回“红十字会法”。

乱扣各种罪名

由于历史原因，台湾一些公益性团体、社
会救助机构较为亲国民党，台湾红十字组织就
是其中的典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904 年 3
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来又改名为大
清帝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1949年，该
组织跟随国民党来台，并逐渐恢复运作，台当
局于 1954 年公布“红十字会法”，以规范组织
运作。

过去数十年，台湾红会负责人几乎均由国
民党员或亲蓝人士出任。对绿营而言，台湾红
会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眼中钉。
2012 年 4 月，民进党“立委”段宜康就以台湾
红会不被国际所承认、不受日内瓦公约监督为
名，提案废止“红十字会法”，让其回归“人民
团体法”规范。此次岛内政党轮替，民进党成
了“立法院”多数党，“红十字会法”随即被斩
于马下。

绿营一直给台湾红会扣各种罪名，除了
“贪污腐败”之外，还有一条竟是“给对岸捐款
太多”。当大陆发生重大灾害如汶川大地震等，
台湾红会积极援手，竟被岛内某些人说成“对
大陆大手笔，对台湾却常是小儿科”。

台湾红会的“原罪”，在于其国民党背景，
更在于其沟通两岸的功能和历史。1990 年 12
月，两岸签署金门协议，就是两岸红十字组织
在各自得到官方授权后所签署。这是两岸自
1949年以来，首次以“白手套”的接触方式所
签署的协议。两岸红会人员就金门协议进行商
谈时，海基会和海协会都还没成立。

纵火终将烧身

民进党上台后的两个多月，把岛内经济增
长今年难以“保一”、电力供应出现危机等大事
抛在一旁，却连烧三把政治恶斗之火，除了灭
红会，还废除“课纲微调”以恢复“媚日”“反
中”的中学课纲，通过“不当党产条例”以图

“肉体消灭”国民党。
7 月 28 日，台“教育部”再次举行遴选

会，选出了 4 名课纲审查大会的学生代表，其
中两人曾是“反课纲运动”的核心成员。至
此，民进党不惜贻笑天下也要让学生审课纲的
意图已昭然若揭：对政治学生论功行赏，为教
育“去中国化”招募童子军。

针对民进党强推通过的“政党及其附随组
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北京联合大学台研
院两岸关系所所长朱松岭近日受访时表示，“不
当党产条例”规定了溯及既往、有罪推定原
则，为未来的政治斗争包括选举提供了无穷无
尽的劫材，用司法审判和灵魂审判方式收编蓝
营，让国民党永无翻身之日。

朱松岭说，“不当党产条例”打着“转型正
义”大旗，预设了国民党的不正当性，“转型正
义这 4 个字才是影响国民党、影响两岸关系的
核心与关键”。此条例实施过程，其实也是一个
政治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进党当局会
不断利用民主、人权的旗号巩固‘台独’、抗拒
统一”。

岛内政权轮替前夕，蓝营曾有人奉劝民进
党执政后不要光顾着报仇，“钟摆摆过去越快，
摆回来也就越快。”如今看来，踌躇满志的民进
党对这话全没入耳，“三把火”务求赶尽杀绝，
不留丝毫余地。这样的火，一定会烧出蓝绿激
斗、族群撕裂、两岸不安，烧出台湾经济困顿
和民生疾苦，也一定会烧到放火者自身。

灭红会 废课纲 追党产

民进党“三把火”会烧出什么
本报记者 王 平

暑假期间，数以千计的高校学生走出象牙塔，
在两岸及港澳往来交流。无论个人游还是社会实
践，交流体验还是考察实习，时间虽有限，记忆恒久
远。

笔者也曾在学生时代，分别通过个人游和学校
实践团去过港台。此去经年，港台友人社交网络上
的“起居注”，微信朋友圈中的分享，成为心底的牵
挂，更为真切认知提供可能。

在宏大的家国叙事之外，普通人的点滴生活也
自有动人之处。从《我们台湾这些年》到《台北女孩
看大陆》，有关两岸的讲述早已由“墙内开花墙外
香”走向“影响力遍及两岸”。近来，《我们香港这些
年》等香港故事也引发众人关注。

在这些畅销书背后，是两岸及港澳民众沟通的
愿望与努力。沟通，是为收获真知，是为彼此理
解。即便立场和观点不同，也有求同存异的空间，
而客观表达应是这一切的基础。

正因如此，每当看到台湾谈话节目中出现“大
陆人民吃不起茶叶蛋”“在大陆吃泡面引围观”，乃
至“古今台外”“大陆媒体封锁‘习马会’”等“段子”
时，虽深觉不值一辩，但想到以上观点有其土壤，类
似谎言和妄论不息亦有拥趸，还是笑不出来。

某几家以“三俗”内容占有较大市场的香港媒
体，对内地带有较强偏见，并以造谣抹黑为能事。
连如实报道都做不到，更与香港社会引以为傲的

“多元”与“包容”的主张不符。
港台素来标榜“新闻自由”，但若被“为反对而

反对”的逻辑绑架，不惜歪曲事实蛊惑民众，鼓动对
内地鲜有亲身体验与可靠认知的民众随之起舞，被
长久蒙蔽者一旦从狭小天地走向广阔空间，露怯献
丑怕是难免，部分媒体苦心经营的假象也将迎来

“见光死”那一刻。
无知轻狂固然悲哀，恣意造谣更为可鄙，大陆

网友不愿再沉默。网络论坛上，“原来台湾人是这
么看我们的”等台湾节目奇葩言论总结帖一出，总能引来热议。年初，
以恶搞表情包刷屏的“出征”兴起，从“帝吧远征”到“两岸道歉大赛”，
率先吹响集结号的阵营在变，不变的是段子手的狂欢。

排山倒海的刷屏与信息量有限的图文彰显了“战斗”姿态，在网络
事件之外，理性而持续的讨论尤为重要。近来，名为“Taiwanblue”的台
湾“80后”在天涯论坛发帖：“我是台湾人，欢迎大家一起交流”，其下汇
聚两岸网友回帖近3000条，俨然微型问答版的“我们台湾这些年”。

《我们香港这些年》封底上称此书故事未完，结局如何要看作者和
香港的未来。沟通已势不可挡，无论线上或线下，两岸及港澳青年
都拥有丰富的交流渠道。超越无谓纷
扰，愿以慧眼识真。如同港台金曲所
唱，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
追，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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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专业教育
学院和香港厂商会中学学生在内的36名青年及
工作人员组成的香港青年代表团与安徽大学学
生举行座谈会，皖港两地青年学生代表就各自
的创业经历进行了分享。

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电子及资讯工程学院的
大三学生伍润森说，作为新一代的青年，自己
不喜欢“朝九晚五”式的工作。他在大一时就
利用学校各类平台尝试创业，“由于各种原因，
创业计划没有成功，但我并不会放弃创业的梦
想。”

“创业成功的前提是必须有好的团队、充足
的资金、新颖的创意，再加上机遇。”伍润森总
结自己首次创业经历时认为，创业有风险，但

只要有颗永不放弃的创业心，就一定会成功。
伍润森告诉记者，他虽然第一次来安徽，

但合肥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如果有机会，毕业后会考虑来内地创业发展。

已被保送至北京大学读博的安徽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2012级学生朱胜在分享自己的创业经
历时说，兴趣是创业成功的重要动力。创业初
期，除了吃饭、睡觉和上课，朱胜将剩下的时
间基本留给了实验室。“我们从事的是超级电容
器的技术研发，在参加各类比赛中得到业界专
家们的认可，于是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在创业过程中，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
平台，虽然目前我们团队只有10多个人，但我
坚信我的选择是对的。”朱胜表示，他的研发项

目是目前很热的门类，前景可期，计划 5 年内
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做成产品推向市场。

今年 2 月，安徽省官方出台 《关于全面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鼓励大学生
创新创业，对高校毕业生初始创办科技型、现
代服务型小型微型企业的，给予一次性5000元
至1万元人民币补助。每年支持新建4至5个青
年创业园，培育1万名以上大学生自主创业。

安徽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郭志远认为，
皖港两地青年要抓住国家鼓励青年创新创业机
遇，利用两地间产业互补优势，加强创新创业
方面的交流合作；两地高校也应积极搭建各类
互动平台，为青年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服务。

（据中新社合肥电）

皖港两地青年学生分享“创业经”
赵 强

皖港两地青年学生分享“创业经”
赵 强

本报台北7月31日电（记者任成琦、王尧）
一年一度两岸建筑与规划学术交流最具指标性的
活动“TEAM20两岸建筑与规划新人奖”近日在台
北博物馆登场。来自大陆、香港、台湾29所高校建
筑与规划专业的逾百件作品同场竞赛，角逐奖
项。根据主办方公布的最新结果，建筑组首奖由
台湾逢甲大学获得，优选奖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东海大学和同济大学；规划组首奖为成功大学，优
选奖为重庆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天津大学。

该奖项活动由台湾都市计画学会、两岸城
乡统筹规划暨产业联合会共同主办，迄今已举
办3届，成为两岸建筑、规划专业高校间一年一
度规模盛大的交流活动。今年，大陆方面有同
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等 14所高校带来
视角各异的设计作品进行展示交流。香港大学
也特别带队参加。台湾方面则有台北科技大
学、中原大学、淡江大学等 14 所高校的建筑、
规划学院同台竞技。

“两岸建筑与规划新人奖”结果出炉 本报花莲7月30日电（记者任成琦、王尧） 台湾花莲县新城
乡联合丰年祭 7月 30日晚在当地开幕，马山会鼓与宾阳彩架作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应邀联袂登场。伴着“壮
乡鼓韵庆丰年”的整齐节奏，宾阳彩架的花车绕场一周。台下民
众啧啧称奇，互动气氛热烈。

宾阳彩架曾在2014年参加了花莲县联合丰年祭，而马山壮族会
鼓则是首次参加花莲当地的丰年祭活动，南宁专门定制了10面崭新
的壮族会鼓。表演结束后，南宁嘉宾将10面大鼓赠送给当地，鼓队
成员还将向当地民众传授打鼓技法。花莲县对南宁此举表示欢
迎。新城乡乡长钱自立说，这些留下来的会鼓将推动两地文化进一
步融合、交流，使两地民众更有“一家亲、一家人”的感觉。

“丰年祭”是台湾少数民族最隆重的传统祭典，主题是庆祝丰
收、祈祷来年五谷丰登。马山会鼓同样是壮族民众新年祈求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的表演形式。广西宾阳彩架是以其巧妙的力学平
衡展演形式，将民间戏剧、魔术、杂技、舞蹈等文化元素融于一
体的古老民间艺术，往往以欢庆丰年为主题。当天表演的领鼓者
袁振福说，希望两岸民间艺术能多进行类似的交流，分享各自特
有的文化。南宁市台办主任何见霜说，希望这次活动通过两地少
数民族相似的文化、相互的传承，凝聚两岸同胞，推动两地文化
发展。

图为在30日举行的赠鼓仪式上，领鼓者袁振福 （中） 为当地
民众进行表演交流。 任成琦摄

广西绝活亮相花莲丰年祭广西绝活亮相花莲丰年祭广西绝活亮相花莲丰年祭

据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特区政府 7 月 29 日
接纳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建议，从赈灾基金批
出两宗共600万港元的拨款，分别给予两个机构
赈济内地南方水灾受灾民众。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两宗拨款分别为500
万港元予香港世界宣明会及 100 万港元予乐施

会，用以援助内地南方多个省份包括贵州、湖
南、湖北及安徽的水灾受灾民众。

委员会希望拨款能为受灾民众提供适切援
助，令他们生活早日恢复正常。截至目前，赈
灾基金就援助此次内地南方水灾受灾民众的累
计拨款额达644.5万港元。

香港赈灾基金拨600万港元
援助内地南方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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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7月31日电（记者陈然） 今天上
午，为期两周的第十二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
令营”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结业典
礼。自 2005 年开始，驻港部队已连续 12 年主办
军事夏令营，本届夏令营共有近500名香港青少
年参加，人数比上届翻倍，创历年之最。

结业典礼上，学生身着整齐的迷彩服列队、

行进，学生代表在军乐队的国歌伴奏下徐徐升起
五星红旗。随后，百余名学生为到场嘉宾及亲
友表演军体拳，包括弓步冲拳、马步横打、挡
击拌腿等，动作连贯划一，姿势潇洒。

本届军事夏令营下设 5 个男生排、4 个女生
排，充分体现“军事特色”。夏令营主要活动包括
体能训练、专题讲座、参观见习及文体活动等。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结业

暑假期间，台湾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吸引不少学生和市民前来阅读、避
暑。图为7月30日，一名女士和孩子一起在图书馆亲子共读区读书。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暑假期间，台湾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吸引不少学生和市民前来阅读、避
暑。图为7月30日，一名女士和孩子一起在图书馆亲子共读区读书。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图书馆里乐一夏图书馆里乐一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