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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清新福建·梦想起航——福建台资企
业协会中区征才博览会”在台湾台中举行，共有121
家台资企业参加，提供1482个工作机会。

本次博览会由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
田、平潭、福清7个市县的台协会联合主办。这是福
建台资企业继7月1日联合赴台北征才后，再次联合
入岛举办招聘活动，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台湾青
年反应热烈。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招募企业类别以中小企业
为主，行业分布广泛，其中制造业最多，达 58 家；
另外还有服务业、科技业、食品行业等。其中也有
台湾塑胶、冠捷科技、正新橡胶、天仁茗茶等 10多
家在闽发展的台湾“千大企业”。

据了解，在薪资待遇方面，福建台企所提供岗位
的月薪水平集中在6000元至1.2万元人民币之间。其
中，福建椿祥工业、厦门升由塑胶制品、福州华萱机械

等企业，给薪最高达1.5万元人民币，极具吸引力。
到现场参加招聘会的以台湾高校应届生居多，

其次是在岛内有一定工作经验的青年，也有一些在
校学生来到现场，咨询工作讯息。招聘会从当日上
午10时持续至下午4时。

“大陆的薪资水平、市场潜力、发展空间都在台
湾前面，而且两岸同文同种，特别是福建与台湾语
言习俗相通、生活习惯相近，现在两岸交通也很便
捷。”前来应聘的张茹歆接受采访时说。

泉州台协会会长杨荣辉表示，福建台企联合返
台征才，可以帮助台资企业提升竞争力，有效满足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最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岛内青年
实习就业。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市场大、机会
多，而且对台商有很多的政策扶助，台企在福建的
快速发展可以给台湾青年提供优厚的个人待遇以及
广阔的发展空间，欢迎台湾青年来闽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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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相关部门近日公布 12 年
“国民教育”社会领域课纲草案，其
中最受关注的是高中历史课纲有重
大改变：必修8学分减为6学分，中
国史部分由一册半简化为一册，且
由朝代编年史改为放在东亚史的脉
络，以“中国与东亚的交会”的主
题方式呈现。

尽管这份课纲草案还在听取意
见阶段，也足够让外界了解这一任
台湾当局推动历史教育的方向。相
信对此没人意外。去年 5 月 20 日民
进党当局上任第一天，下午便宣布
停用“微调课纲”。所谓“微调课
纲”，不过是在慰安妇前加上“被强
迫”字样，将“日本统治时期”改
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而前一段
时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明朝珍品
展介绍为东亚艺术瑰宝。民进党当
局“去中国化”之企图，已经是司
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从李登辉执政时期开始，台湾
当局就断断续续在历史、文化教育
上做文章，试图割裂台湾与大陆乃
至与中国的联系。“去中国化”教育
在台湾行之有年。表面看，“去中国
化”剑指两岸关系；实质上，影响
的是台湾的下一代、台湾的未来。
近年有人提出台湾年轻一代存在所
谓“天然独”。可以这么说，如果真
有“天然独”，多半是教育“去中国
化”的产物。只知道“乙未割台”
不知道“甲午战败”，只知道“台湾
光复”不知道“中国抗日战争胜
利”，现在甚至连“光复”也不能提
了。显然，这样教育背景下成长起
来的年轻一代，所谓的“台独”意
识是建立在对两岸历史渊源缺乏了
解，甚至对中华文化所知不足的基
础上的。

十几年前，针对台当局积极推动文化“台独”，已
故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吴大猷就曾表示，“这是
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立，是一极可悲的事。”吴大猷还
撰文指出，“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生活风俗，连妈祖都
来自大陆，但因政治而坚持否定其本身的文化渊源，
是可悲的事。”因为民族文化本来就是融入血液的，打
断骨头连着筋，强行割裂或去除，只会陷入失去自我
认知、失去文化依托、失去心灵归属的迷惘中。所以
龚自珍才会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不仅如此，台湾当局为了淡化与大陆的关系，努
力粉饰日本殖民台湾的贡献，以所谓中性呈现历史教
育，结果是扭曲了年轻一代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
观。试想，如果强调“慰安妇”不可被描述成“被强
迫”的，历史教育不能鲜明阐述什么是正义、什么是
邪恶，台湾光复中学学生怎么会懂模仿“纳粹”有
错？孩子是无辜的，错在历史教育，错在那些别有用
心的丑陋政客。

更重要的是，“去中国化”教育改变不了两岸关系
发展的方向和结果，只会令台湾下一代产生错误认
知，更加难以面对真相。正如新加
坡前总理李光耀评价李登辉的所谓
本土化进程时所说，“不会改变最终
统一的结果，这样做只能使台湾人
在重新统一实际发生时更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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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台企赴台中征才
刘深魁 文/图

“清新福建·梦想起航——福建台资企业协会中区征才博览会”7月29日在台中举行。图为博览会现场。“清新福建·梦想起航——福建台资企业协会中区征才博览会”7月29日在台中举行。图为博览会现场。

近日，香港 120所中学的 120名高中学生来
到陕西西安交通大学，开展高新科技创新和发
展体验之旅。该活动由香港科技协进会与善德
基金会合办，旨在通过体验高新科技，提升香

港中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图为来自香港的中学生在西安交通大学工

程坊参观机器人。
张树忠摄 （人民视觉）

港生内地行体验高新科技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周雪婷） 为推动两岸及港澳
地区青年交流，两岸汇智基金会与龙愿两岸交流中心 7月
29 日于香港共同举办“2017 两岸及港澳青年发展论坛”。
论坛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主题，与会嘉宾分析了大
湾区的发展潜力，让青年们更透彻地了解大湾区的各项
政策及情况，从而在此机遇中寻觅发展方向。200多位来
自两岸及港澳地区的青年学生参加了此次论坛。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论坛上表示，未来 30年，粤
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将为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提供新一轮
事业腾飞机会。他期盼各位青年人把握好这一发展机遇，

踏上更大更好的人生舞台。
梁振英说，现在香港与内地

的交流已十分方便，可以通过海
陆空三种方式来往。港珠澳大桥
和广深港高铁全面贯通后，内地

与香港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现在大湾区内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点。我们未来

要进一步推动大湾区内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
畅通，为年轻人未来发展创造机会。”梁振英鼓励香港年
轻人要勇于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到大湾区这个更大的平
台寻找机会，为自己、为家庭，也为国家实现梦想。

中国银行 （香港） 高级经济研究员王春新在论坛上
分析了大湾区的发展前景。王春新认为，大湾区未来会
成为世界级的科技产业创新平台、金融平台、商贸平台
以及旅游休闲平台。

“两岸及港澳青年发展论坛”在港举办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
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当 100名两岸青年在中原大
地唱起这首关于友谊的老歌时，为期一周的“情系青
春——两岸青年中原行”活动缓缓落幕，学生们依依
话别，在团服上留下彼此的签名，争相合影相约再
会，不少人湿了眼眶。

作为二度参与情系青春活动的团员，台湾戏曲学
院民俗技艺系学生吴易庭告诉记者，自己是在台湾生
活的河南三代，外公随国民党渡海来台，父亲的祖籍
也在江西，从小受家庭影响，对中华文化很感兴趣。
此行除了领略到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是对长辈渴
望归乡的心境加深了理解。

培养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使者培养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使者

台湾“中国青年大陆文教基金会”秘书长薛全麟介
绍道，自 2014年起，“情系青春——两岸青年中华行”活
动已成功举办了“岭南行”“吴越行”“八闽行”。这些活
动推动了台湾青年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各地丰富的文
化历史、两岸之间血脉相连的渊源，同时为两岸青年的
交流搭建平台，助其成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本次“情系青春——两岸青年中原行”活动中，两
岸青年首先共同前往黄帝故里新郑市举行祭祖大典，之
后分为武术体育组、美术创作组、文艺表演组，分别沿嵩
山少林寺、信阳鸡公山、三门峡等线路开展活动。台湾
德明财经科技大学国贸系学生林资佑对记者说，去年参
加“两岸青年八闽行”的活动，曾随团到福建泉州、漳州
等地参观。今年分专业地进行交流，感觉更加深入，“大
家术业有专攻，都很厉害。”

林资佑所在的文艺表演组中，歌仔戏、豫剧、舞
蹈等专业的学生各展所长，既在三门峡市文化惠民演
出中冒着酷暑卖力演出，更在一周的相处中互相学习
切磋。“台湾同学教大陆同学歌仔戏，大陆同学教台湾
同学豫剧。还有一支舞蹈，是台湾同学教大陆同学
的，大家一起跳，气氛很棒。”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音乐剧、歌剧专业学生
潘汉秋与记者分享教戏体会。“我们选了具有河南特色
的豫剧戏歌 《听着豫剧吃烩面》 教台湾同学，因为豫
剧是河南第一大剧种，烩面是河南传统美食，结合起
来就特别有意思，可以代表一部分中原文化。学唱过
程中，台湾学生都听得非常认真，一遍遍地模仿我的
口型和发音练习，有同学为了学戏嗓子都哑了，还是
一直坚持。”

让台湾青年感受到根在大陆让台湾青年感受到根在大陆

“唯我始祖，子孙共仰。五洲四海，彰显华邦。”
在新郑黄帝故里祭祖仪式中代表台生恭读拜祖文的林

姿佑说，祭拜轩辕黄帝，让她感受到自己的根在大
陆。“类似的活动在台湾不多见，到对岸才有机会看到
这样的场景。”拜祖文中描述两岸祖先同宗同源的词句
让她印象深刻，也让她们这辈人感受到自己是从何处
而来。

林姿佑说，从黄帝故里拜祖、参观河南博物院等
活动中学到的知识，都是台湾课本里接触不到的内
容，“感觉回去可以给朋友上一节历史课了”。而参观
三门峡水利枢纽、拥抱母亲河等活动，让她在震撼之
余，深感两岸同根同源。“来大陆这边会发觉我们的文
化这么深远，可以亲眼看到。”

“双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清晨 5 时
半，武术体育组的团员们便在少林寺山门前集合操
练，直至晚间8时半坐禅功课结束，一天的苦修才告一
段落。“曾经在戏校听来自少林的老师说，千佛殿地面
有僧人练功留下的脚坑，我们第一天就亲眼看到了。”
台湾戏曲学院民俗技艺系学生夏临威说。

“我接触过很多的学生，这些孩子很不一样，是我
带过里最好的一批。”少林寺延亚师父第一次带台湾学
生，对他们评价却相当高。原因在于，首先，这群学
员有些来自体校、戏校，具备一定基本功、接受能力
强；其次，他们积极性高、时间观念强。“说最好，并
不是功夫水平多高，而是他们的态度最端正。”

以水墨画为媒介增进两岸情感以水墨画为媒介增进两岸情感

台湾艺术文创中心会长、书画专长组领队刘蓉莺

近年来多次往来两岸，单是郑州便已来了5次，也在北
京、上海、天津等地办过个展。身为台湾水墨花鸟画
家，刘蓉莺以“回家”为主题的 60幅作品曾在青岛美
术馆展出。题为“回家”，是因为青岛是刘蓉莺已故父
亲的家乡，老人家自 1949年到台湾，便再没能回过老
家，刘蓉莺是在帮父亲圆一个多年的梦。

刘蓉莺对记者说，大陆是水墨画的诞生地，到这
边可以利用开画展做两岸交流，同时让大陆人了解，
台湾也有人传承水墨画的精神。通过这种交流，可以
促进两岸和平。“尤其现在两岸的局势变成这种状况，
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也有一种使命。我现在是代表
台湾的画家来大陆开画展，希望有朝一日跟大陆的画
家一起，共同努力到海外去宣扬中华文化。”

“台湾的年轻人对大陆并不是非常了解。我自己是
因为来了这么多趟，对大陆看得比较清楚。创造机会
让两岸年轻人互相接触，至少可以让两边的观念做很
好的沟通。”刘蓉莺说，台湾年轻人可以由此看到大陆
的人文、景观、建设，乃至于跟当地人接触，让年轻
人收获更深一层的了解。“我觉得两岸现在缺乏的就是
了解，如果能够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让年轻人互动、
互相了解，会是很好的方式”。

“通过这几天跟大陆的学生交流，发现他们会主动
来问我一些问题，包括到画廊看画时来问我关于色
彩、构图、画面效果等方面问题的都是大陆学生，他
们很主动、很肯学。我的台湾学生就不大会这样。大
陆学生的热忱和学习欲，真的让我觉得大不一样。”刘
蓉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