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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
香港赛马会在
沙田举办 2018

“好运1月1”赛
马日活动，预
祝大家2018年
能有好运。图
为比赛现场。

中新社记者
徐冬冬摄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近日与媒体餐叙时说，
劳工最低薪资3万元 （新台币，下同） 是她的梦想。
此话一出便遭打脸：岛内舆论批评，蔡英文这是在向
圣诞老人许愿吗？如果只能在圣诞节前夕讲讲梦想，
那干脆找圣诞老人来代理剩下的任期，也许能给岛内
民众更大的信心。

岛内年轻人起薪长期在 22k （2.2 万元） 徘徊，
蔡英文一下子拔高到3万，饼画得很诱人。只可惜，
话听起来很美，却没见民进党当局拿出任何可行性
方案。蔡英文上任以来，恰逢世界经济大环境回
暖，但台湾的经济状况却未见好转，薪资水平反而
在下降。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台湾行政事务部门
“主计总处”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台湾2017年1至
10月的实质经常性薪资 （已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为
37772元，不如2000年的37842元，相当于薪资水平
倒退至 18 年前。另外，从工作时长看，2017 年 1 至
10月台湾民众的平均工时为168.4小时，较上年同期
增加0.3小时。

也就是说，台湾民众的薪资一直在倒退，而工
作量却在增加。这跟民进党选前的承诺差很大。民
进党选前说，“一例一休”将让劳工多休息，多拿
钱。可是选后推“一例一休”，先砍了劳工“法定 7
天价”，又增加了“弹性加班制”，让劳工加班时间
变相延长。

按照台媒的预期，台当局未来会强行三读通过
“劳基法”草案，导致雇主不仅可要求员工连续上班
12 天，还可要求员工换班时间仅 8 小时，以及要求
员工每3个月内加班138小时，或单月加班54小时。

所以民进党嘴里的“加薪”“劳工权益”，说穿
了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白支票而已。“大选”前先
开张大支票，名叫“一例一休”；眼看明年县市长选
举形势不妙，赶紧又开出一张来，叫做“起薪3万”。

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一天，蔡英文说：“我们
年轻人处于低薪的处境。虽然我没有办法立刻帮所
有的年轻人加薪，但是我愿意承诺，新‘政府’会
立刻展开行动。”19个月后，台湾的外资投资率不断
降低，甚至不到全球平均水平；台湾本土企业也不
断出走，对于在岛内的投资疑虑重重。

此外，空气污染问题、缺电问题、年金改革、
两岸关系倒退……多种多样的问题困扰着台湾社会
和民众，而这些问题，大部分正是由蔡英文团队亲
手制造。

经济建设无方，但是对于打击对手与逢迎“民粹”，民进党当局却打起
十二分精神来处理。处理中国国民党党产、通过“促转条例”、改革“农田
水利会”、搜查新党青年党员……凡此种种，民进党当局都把它们作为重点
议题来对待。可是对于最关键的经济和民生话题，却好像没了抓手和方向。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最新公布的民调，蔡英文信任度降至“执政”
19个月以来的历史新低，只剩32％，过去最欢迎她的年轻人、高学历族群
变成最不满意她的一群人，对民进党感到“反感”的比例已超越国民党。
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因为台湾民众需要的是身边
的改变，是看得见的获得有感。倘若总是口惠而实
不至，甚至只会制造麻烦，民众不可能满意。

不过，这位选前说着“谦卑谦卑再谦卑”的蔡
女士，如今已用层层拒马将自己和民众区隔，为怕
有人如影随形抗议，连行程都不提前公布了，不知
道她还听不听得见民众的心声。只是一直如此自欺
欺人，遭唾弃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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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王晨曦、郭鑫） 梁
伯60出头，个子不高，利索精干。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从老家广东新会来到澳门，已经在这
里度过了将近 40 年。虽然还没到澳门的法定退
休年龄65岁，但梁伯对退休生活一点都不担心。

“退休后，特区政府发的各种津贴补助，算
下来每月有 5000 多元 （澳门元，下同）。我房
子买得早，孩子们也自食其力，不用辛苦‘揾
食’啦。”梁伯说。

梁伯一家四口，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已经
工作，一家人在澳门过着安宁富足的日子。

在澳葡当局治下辛苦讨过生活，亲历过回归
时刻的激动，如今梁伯和家人在特区的幸福生
活，既是澳门普通百姓的缩影，也折射着小城的
发展变迁。

随着澳门与内地的经贸联系和人员往来逐
渐密切，特区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社会民生
也逐年改善，福利水平水涨船高。特区政府每
年对学生、长者和残障人士都有多种补贴措
施，养老政策也比较完备，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根据最新的标准，凡满 65 岁的澳门长者居
民每月可领取养老金 3450 元，敬老金每年 9000

元，永久居民现金分享每年 9000 元。特区政府
2018财年预计实施所有经济补贴将支出128.9亿元。

对于现在澳门年轻人的生活，梁伯也有他
的感叹。作为一位经历丰富的“过来人”，他对
小城生活有不一样的感受。

梁伯说，现在就是房价比较高，年轻人在澳
门买房压力比较大。不过，现在澳门居民可以去
珠海买房，不少年轻人在珠海居住，回澳门上班。

“后生仔每天要走 40 多分钟过拱北关口来
澳门上班，不过听说北京上海的年轻人上班（路
上用的时间）也差不多。”他说。

在澳门和珠海过双城生活的澳门人早已习
以为常。除了每天准时上下班通勤，去珠海的
购物中心吃饭、唱歌、看电影是不少澳门年轻
人过周末和假期的“标配”。梁伯自己平时也常
常约上朋友去珠海和中山骑游、钓鱼、爬山。

“现在我很喜欢坐高铁旅游，内地的高铁太
方便了。不过高铁买票用‘回乡证’（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的俗称），只能人工买票，要排
长队。要是在自动售票机上买，和内地身份证
一样方便就好了。”梁伯说。

困扰梁伯的买票问题，很多澳门居民也在

期盼解决。2017年初的广东省两会上，28位港
澳地区省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 《关于让港澳居
民便利搭乘高铁的提案》，希望省去人工窗口排
队的麻烦。

好消息是，经过铁路部门的升级改造，港澳居
民持“回乡证”近期有望在广东省各高铁站点的自
助终端上实现自助取票。

同广大澳门居民一样，梁伯不仅喜欢在内
地旅游，也喜欢去周边国家看看。“2016年圣诞
节时日本北海道下大雪，好多澳门游客都困在
日本机场。结果我们国家在日本的领事馆过去
帮忙，澳门游客都坐飞机回来了，这让我出国
玩也很有底气。”梁伯说。

随着澳门与内地各方面的交流联系不断加
深，多项惠及澳门居民的新政策也陆续出台，
包括本月刚出台的在内地就业的港澳同胞享有
住房公积金待遇、为港澳学生在内地就读设立
奖学金等，都为澳门居民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
更广阔的天地。

“澳门很小，必须要走出去求发展。我真是
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内地有这么多优惠政策，
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梁伯感慨道。

澳门梁伯的小城幸福生活

“两岸一家亲”，这是台湾与大
陆开放交流 30 年来，两岸民众的
一致认同。可自民进党当局上台以
来，从历史文化上“去中国化”，
妄图切断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

为解构、驳斥蔡英文当局“去
中国化”“文化台独”图谋，中国
华艺广播公司、台湾 《旺报》、中
国评论通讯社、两岸协同创新中
心、厦门大学等多方日前携手，在
福建福州举办“中华文化发展论
坛”，以“两岸族韵·中华一家”为
主题，探讨两岸少数民族文化渊源
与传承。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两岸
各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文
化台独”是个根本不可能得逞的假
议题。

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分支

“探讨两岸少数民族文化，是
为了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往
哪里去的根本问题。”中国华艺广
播公司董事长邱雨这样表示。他
说，民族与国家从它们诞生伊始就
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
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

“两岸同胞一家亲，植根于共
同的血脉和精神，扎根于共同的历
史文化。早在远古时期，源自大陆
的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就已经
传播到了台湾。”通过细数两岸的
历史文化脉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协同创新中心社会平台主任、厦门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指
出，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
华文化的传统，台湾的民间信仰、
饮食习惯、节日习俗、婚丧嫁娶、
祭祀祖先的礼仪都与闽粤相同。如
果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棵大树，台湾
文化就是这棵大树的分支。

“台湾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重要成员，两岸各民族同胞
就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
亲’，谁也离不开谁。在两岸同胞
交流交往 30 年的历程中，少数民
族交流是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和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
叶克冬如是说。

“文化台独”是个假议题

现在，岛内“台独”势力妄图
利用台湾少数民族文化，推行“去
中国化”，建构“台独史观”，这不
仅违背历史事实，而且与台湾同胞
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

岛内有识之士认为，“文化台
独”是个根本不可能得逞的“假议
题”“伪议题”。台湾铭传大学教授
杨开煌曾说过，在台湾搞“文化台
独”“历史台独”，完全是枉然的，
而且会产生强烈的中国化的反弹。
因为台湾文化来自大陆的事实是无
法改变的。试想，如果去掉了中国
的语言、文字、人名、地名、书
籍、媒体、文学、历史、风俗、习
惯，台湾还剩下什么呢？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华文化中，包括了各个民族独具
的特色文化。这种统一性与多样性
的完美结合，正是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绚丽多彩的魅力所在。”叶克东
认为，那些否认中华文化与台湾少
数民族文化之间渊源关系的人，与
其说是无知，不如说是别有用心。

“深植于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
旗帜，并非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够
去除。”张铭清表示，“文化台独”
企图削弱甚至切断中华文化在两岸
的血脉相融，是刨根抽魂的无知狂
妄行为，只会造成台湾社会精神缺

失和错乱，严重损害台湾社会心灵
和机体健康。

两岸共同实现民族复兴

正因两岸关系处于这样一个严
峻的时期，此时此刻，讲清楚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
络，对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实，两岸少数民族的交流已
经颇为深入，台盟北京市委主委、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代表
陈军就是台湾少数民族。“很多台
湾布农部落的年轻人来到大陆开拓
了自己的视野，回到部落整个提升
了部落管理和创新的水平，更好地
适应了现在旅游业的需要，因此发
展得更好。” 中华文化复兴在理党
主席梁筱娟在论坛上引用了陈军的
这段话，她说，两岸少数民族交流

活动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养分，更将
新知识新技术带回台湾，并影响着
他们所在的生活地域，影响着更多
的青年。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岸交
流活动其实也是为台湾少数民族的
年轻一辈，种下了一颗“发展的种
子”。

在论坛现场，畲族民谣、阿美
古调等文化艺术展演让两岸少数民
族增进了了解，中华两岸少数民族
经贸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阿美
族小伙杨品骅感慨，团结要从认识
开始，“中华文化论坛”给了两岸
少数民族同胞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年
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深化交流、
准确交流加深认识与往来。著名国
家一级美术师、国礼画家陈宏还给
论坛赠送画作 《不忘初心 砥砺前
行》，呼吁两岸少数民族同胞发扬
龙马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传承中华文化根脉，助力中华民族
复兴。

打断骨头连着筋 中华同胞一家亲

两岸各民族拥有共同文化基因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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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商投资控
股的上海雍大实业
有限公司，于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六
师五家渠市建设的
年产 3000 万株兰花
的 种 植 基 地 里 ，
130 余种各色蝴蝶
兰在新年第一天争
先绽放，吸引客商
前来订购。

图为工作人员
在兰花培育基地内
打理兰花出售。

魏新江摄
（人民视觉）

畲族民谣《再唱山哈传家宝》。 孟 斌摄

台湾兰花台湾兰花
走俏新疆市场走俏新疆市场

新华社澳门1月 1日电 （记者
郭鑫） 澳门新修订的 《预防及控制
吸烟制度》1月1日起正式生效。新
版控烟法大幅扩大了公共场所的禁
烟范围，除机场及娱乐场所可设吸
烟室外，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
烟，并禁止部分销售点公开展示烟
草制品。

新版控烟法还大幅提高了违法
吸烟罚款的最高金额，由此前的
600澳门元提高到1500澳门元。

室内公共场所禁烟范围扩大是
控烟法修订前后的主要变化之一。
新版控烟法规定，除机场及娱乐场
所可设置吸烟室外，所有室内公共
场所全面禁烟，公交车站和的士站
10米范围内也禁止吸烟。

同时，新版控烟法禁止在娱乐
场所销售香烟，禁止部分销售点公

开陈列烟草制品。便利店、超市、
报摊等销售点以后只能展示烟草价
格，不能使消费者从销售点外通过
陈列窗看到烟草制品。

新版控烟法还将电子烟纳入禁
售范围。新版控烟法规定，不准售卖
电子烟，也不得进行广告促销，在禁
止吸烟地点吸电子烟同样违法。

澳门的控烟法于 2012 年实施。
配合特区政府的各项控烟措施，澳
门各年龄人群吸烟率近年来明显下
降。根据特区政府卫生局公布的

“澳门健康调查2016”，澳门18岁及
以 上 人 口 吸 烟 率 已 由 2006 年 的
18.4％下降到2016年的16.6％。

2017 年 7 月，澳门特区立法会
通过新修订的 《预防及控制吸烟制
度》，在原有控烟措施的基础上继
续加大控烟力度。

澳门新版控烟法开始实施
大幅扩大公共场所禁烟范围

本报香港1月2日电（记者张庆
波） 香港中联办 1月 1日在官网发布
消 息 称 ， 其 官 网 自 2018 年 起 开 设

“员工专栏”，定期刊登中联办员工的
署名文章，讲述他们在港的工作经历
和生活感悟，记录服务国家、奉献香
港的故事，让香港市民了解国家、了
解中联办。内地民众也可通过专栏文
章更多地了解香港历史、学习香港经
验、发现香港之美。

香港中联办前身是新华社香港分
社，1947 年在香港成立，1999 年更
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联络办公室。据了解，考虑过去有些
香港市民反映对中联办了解不多、认
识不足，甚至觉得这个机构有点神秘
的情况，中联办决定在官网推出此栏
目，希冀通过员工的体会文章，让香
港市民增进对中联办和中联办员工的
了解。

香港中联办网站开设员工实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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