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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媒报道，台教育
部门近日发函，要求台公
立大学限期呈报 2019 年度
因公派员赴大陆计划。消
息一出，引发学界担忧：
台当局是否要借此清查公
立大学两岸交流工作，限
制两岸学术交流？

尽管台教育部门随即
声称此举属例行公事，但
在 台 湾 当 前 的 社 会 环 境
下 ， 学 界 的 担 忧 不 无 道
理 。 民 进 党 当 局 上 台 以
来 ， 嘴 上 说 着 “ 维 持 现
状”“支持两岸交流”，却
在具体操作层面为两岸人
员 往 来 采 取 种 种 限 制 措
施。去年 6月，两岸 3所名
校连办 6 届的“山海论坛”
因台湾方面限制大陆人士
赴台不得不停办。今年多
项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中，
又有不少大陆人士被拒入
台。

民进党当局针对两岸
交流的限制措施正在形成
所谓的“寒蝉效应”。台湾
学者受困于整体氛围，不
得不对赴大陆交流采取更
加谨慎的态度。

两岸学术交流持续多年，高校之间签订的
交流协议很多，两岸各领域的合作互动早已十
分密切。特别是对台湾学界而言，两岸同文同
种，大陆科研资源丰富，近些年不少学科科研
水平更是突飞猛进，到大陆开展学术交流再正
常不过了。两岸学者通过学术交流不仅开拓了
自身学术视野、增进了业务，也加深了对彼此
的了解和认知，拉近了两岸民众之间的距离。在
当前两岸交流机制不畅、两岸关系陷入僵局的情
况下，台湾各界对两岸学术交流更加珍视，寄予
厚望。

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拿两岸学术交流搞
小动作，不仅违背台湾社会各界的普遍意愿，
也是在打自己的脸。据透露，最近当局精挑细
选任命的内政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
也都曾在大陆高校或科研机构兼职。任当局如
何辩解，大势所趋，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今年以来，大陆有关部门和各地推出了一
系列惠及台胞的具体措施，其中就包括开放台
籍学者申报国家科研项目、科学基金、“千人计
划”等便利两岸学术交流、惠及台湾科研人员
的政策。这些政策得到了台湾文化教育界的热
烈欢迎，目前，光是在上海就已有约 70名台籍
博士生组团前来应聘教职。

正如岛内媒体评论，如若两岸学术交流遇
冷，台湾学术界恐陷入“闭门造车”的窘境。
民进党当局限制的不只是两岸学术交流，更是
台湾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赴大陆开展科研合作
乃至求取教职的机会。是非
利弊已然非常清楚，望当
局认清形势，正视两岸各
方要求，密切两岸学术交流
的呼声，莫再说一套做一
套，给两岸学术交流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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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田园梦境，遛猫逗狗观星，孩子们的作
品中充满了无拘无束的奇思妙想。4月28日下午，
以“自由自在”为主题的第九届海峡两岸少儿美
术大展在台北开幕。展览共展出自两岸和港澳的
少儿作品250余幅，它们是从近3万幅征集作品中
精选出来的。

这次大展为台湾双城联展，除了台北，台南
展也将于5月4日开幕。主办方介绍，自2016年首
次走进台南后，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去年5月起
再次受邀在台南增设巡展，受到当地各界的热烈
欢迎。届时，台湾南北地区的孩子们可就近观赏
到来自两岸四地小朋友们的精彩作品。

主办方介绍，2018 年是汶川大地震十周年，
大展特设“十年花开”纪念版块，通过当年的影
像数据和这些年来灾区孩子们的参展作品，作为
大展与汶川十年之缘的回顾，感受艺术陪伴孩子
们一路成长。此外，大展还特别展出“艺术无障
碍”公益项目，让观众了解天生全盲的孩子，通
过学习“触觉绘画”的方式也能创作出动人的作
品。

项目策展人周樱表示，从创作中可以看出，
孩子们不仅关心自己的自由，更关注万物；不仅有
温馨的生活日常，更有天马行空的畅想。带有浓郁
地方特色的作品，更是不同地域社会环境和教育文

化的缩影，有望构建起立体的文化交流之桥。
周樱说，“自由自在”不仅是对孩子们的祝

福，也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哲学命题。大人们观
赏这些身无拘、心无限的画作，既是对久违了的
天真、幸福时光的回味，也是对当下的反思。

台湾中华文创发展协会理事长黄肇松也认
为，美术大展近年来影响力不断扩大，可见小朋
友们需要更多类似的平台用画笔来表达，而以画
会友就是通过自然创作、最纯真的方式交到朋友。

周樱表示，以海峡两岸所命名的儿童美展，
对我们而言，既是地域的两岸，更是光阴的两
岸，是隔在光阴两岸的我们和孩子，以此进行的
一种跨时空的特殊对话。

两岸少儿美术大展自 2009 年发起，联合两岸
多家机构共同举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8届，云集
了两岸和港澳地区儿童的成千上万幅优秀作品，
成为两岸知名的少儿美术交流活动。

本届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台湾中华文
创发展协会、厦门市文化交流协会、云扬天际文
化艺术机构联合主办，台湾艺术教育馆、厦门市
思明区文化交流协会、厦门市海沧区书画协会、
顶新公益基金会协办，后续还将在北京、福州、
厦门等地巡展，并在成都和香港举办特展。

（本报台北4月29日电）

新华社澳门4月29日电（邢朝、王
晨曦）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29日
在氹仔营区举行第十五次军营开放活
动。来自澳门社会各界的3000多人零距
离感受官兵工作、训练和生活，增强国防
观念，进一步凝聚爱国爱澳精神。

上午10时整，军营开放活动拉开帷
幕。由 113 名官兵组成的仪仗队，执军
旗踢正步，意气风发通过阅兵台。澳门
氹仔中葡学校 6 名小学生手持国旗，整
齐走入操场中央，交由驻军国旗手举行
升国旗仪式。全场观众肃立，高唱国
歌，注目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随后，精彩的军事课目演示轮番登

场。军乐仪仗队现场演奏了 《歌唱祖
国》《驻澳门部队之歌》《七子之歌》 等
曲目。仪仗队员则展示 360 度挂枪转
枪、十字队形旋转变换、对向抛枪、单
手抛枪、背向抛枪等高难度动作。

特种兵带来精彩的散打团体操和“一
招制敌”24式对抗，快准稳狠、虎虎生威。
女兵们驾驶摩托车，带来队形变换、隐蔽
驾驶、三角旋转、载人翘边斗、穿越火障等
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刺杀演练、汽车驾驶、
特战训练、反恐行动等项目都令观众目不
暇接，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军事课目结束后，观众参观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历史陈列馆、驻澳门部队军

史馆、战士画苑，观看由战士业余文工
队带来的文艺演出 《爱在澳门》 和驻军
创作的纪实专题片 《强国梦与强军梦》。
之后，观众先后来到操场，观看武器装
备、野战炊事展示；走进宿舍课室、装
甲兵模拟训练中心、综合训练馆等，感
受军营日常生活训练，并与官兵们交流。

据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新闻发言人彭
伟介绍，此次活动旨在不断增进澳门同
胞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人民军队的
认识和了解，凝聚共同维护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的意志和力量。氹仔营区在5月1
日还将面向广大市民开放，2 日面向澳
门大中小学师生开放。

“来，一起啊！”在开幕仪式上讲完
话，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便做出邀请姿
势，笑着把市民迎进了门。

这是香港中联办首次举办“公众开放
日”活动。早在今年的2月6日，王志民就在
一次新春酒会上宣布了这项计划。其后，
记者追着问时间安排，不少市民打电话过
来咨询，社会各界都表达了关注和期待。
4月28日、29日两天，活动如期举办，千余
市民终于可以走进来，好好看看这个“一直
在你身边从未走远”的中央驻港机构了。

“门常开”：一个温暖的家园

坐落西环，扎根香港，70 余年工作
史，香港中联办的名字早已为市民熟知，
平日这里也是人来人往，这两天更是熙熙
攘攘、格外热闹。

为了让市民对这里有更多的了解，香
港中联办这次直接把市民朋友们“请进来”
了。开放大楼平台、会议室，推出办史、书画
摄影展，制作精美点心供参观者品尝，不少
中联办员工还与市民切磋台球、乒乓球技
艺。门打开，人进来，欢声笑语一片。

中联办由于承担促进香港与内地之间
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等职能，无论是在香港联系
各界人士，还是陪香港同胞到内地考察，
都已与香港不少人有过接触和交流。这次
通过开放日，大家“行埋一齐、坐埋一
齐、倾埋一齐 （走在一起、坐在一起、聊
在一起） ”，都觉得更亲切、更欣喜。

“来自内心的交流可以拉近距离、打
破神秘感”。王志民在“公众开放日”启
动仪式上致辞时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
是未来，中联办始终在为香港发展、香港
同胞的福祉与大家同心同行，一直在通过
各种形式与市民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

“我们一定继续做特区的‘好市民’、特区
政府的‘好伙伴’、同胞们的‘好朋友’。”

参观内容丰富有趣，参观者兴致颇
浓。此次开放的一个区域，曾是接待过李
克强、汪洋、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两间
会客厅，中式的古朴雅致，西式的高贵典
雅，引来不少人拍照留念。

“ （会客厅） 让我体验到香港中西合
璧、文化汇聚的精神，也表现出中联办在
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即协调‘两制’的文
化差异，同时互相尊重、为‘一国’服
务。”香港青贤智汇副主席黎达成说。

第一次走进中联办的语文老师严江

聪，这次带着一家三口过来，脸上难掩喜
悦之情。几大展区逐一看完，跟记者聊起
来也很“带劲”。“开放、开明，告别神秘
和陌生，有收获，有意义。”

“有看有学，有吃有乐，我看大家都很
高兴，蛮温暖祥和的。”市民丁小姐还没等
聊完，就跑去一层合影平台照相去了。

“希望还可以跟他们继续交流。”香港青
年李祺喜（音）参观完了，仍觉得意犹未尽。

“人常在”：一群亲切的朋友

“没想到中联办的员工这么多才多
艺。”在三楼书画摄影展和员工专栏交流
园地前，不少市民仔细驻足观看。中联办
员工用一幅幅字画、一张张照片、一篇篇
文章透露出对“一国两制”事业和香港的
深情，让参观者心生感触。

2018年初，中联办员工实名专栏正式
在中联办网站及《香港文汇报》启动，截
至4月28日已刊发署名文章33篇。为庆祝
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及香港中联办成立
70 周年，中联办员工挥毫泼墨、赋诗摄
影，也创作出177件精彩的作品。

“这些摄影作品反映了香港新与旧的
对比，其实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就在城市的
每个角落。”从九龙赶来参观的李小姐本
身从事艺术创作，她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每
幅作品，还不时与身旁的中联办员工聊上
几句，“他们很亲民、也很了解香港，许
多地标、景观比我这个香港人还熟呢”！

“你喜欢什么运动？方便的话可以留
下联络方式，我们再进一步切磋交流。”“这
就是我们一天的作息安排。你对斯诺克感
兴趣？我来教你打如何？这是母球……”
九楼文体活动室，十几名中联办员工招呼
着前来参观的市民，互动场面轻松活泼。
有的市民则直接拿起球拍，和他们“比划”
了起来。

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也没闲着。他刚在一
楼合影平台与小朋友拍完照，过了一会又跑
到人群中，和参观者在九楼文体室打乒乓
球，与青年朋友在八楼餐厅座谈，与媒体
记者不时互动……“王主任和中联办的员工
都非常平易近人。”市民吴先生说。

匡志斌是一名负责开放日接待的中联
办员工，他说他的同事对此次活动也充满
了期待。“很兴奋，总怕做得不够好，我
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与市民朋友们面对
面沟通交流。看着大家开心我们也开心。”

“今天看到那么多市民走进来跟我们

交流、互动，内心真的很激动、也很自
豪。”在大楼入口处指引市民的中联办文
员张瑜说。

“事常办”：一贯赤诚的服务

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 （香港中联办前
身） 牌匾、各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文件、
不同版本的中英联合声明……在中联办办
史展馆内，28 块展板、20 多件展品述说
着中联办成立至今的发展历程。

从1962年“三趟快车”、到1965年东
江水供港，从 1998 年帮助香港特区成功
抵御金融风暴、再到近年推出CEPA及开
放“个人游”，中联办“服务国家建设、
促进平稳过渡、实践‘一国两制’、维护
繁荣稳定”的初心与热忱也透过这一件件
展品和照片，让市民有了更深切的感知。

看完办史后，苏浙中学的聂海旭三兄
弟感言，国家历任领导人的涉港论述让他
们印象深刻，对中联办在港这么多年的工
作终于有了全面的认识。“觉得国家的很多
事情都与香港相连，中联办跟香港也很近，
这些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九龙妇女联会的黄玉兰说，在展馆内
看到几十年前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深
深感受到国家一直以来对香港的关心和牵
挂”。跟随父亲一起到来的 12岁小学生严
志渝说自己知道中联办负责为香港市民提
供办证服务，“感觉是非常庞大的工作

量，谢谢他们的付出和努力。”
“没想到中联办也有直接面向香港市

民的信访部门。”市民王小姐站在“锦旗
展区”前听工作人员介绍说，“反映香港
居民对内地的意见和建议”是中联办的重
要职责，自 2005 年成立信访处以来，年
均受理香港市民来信 6000 多件次，协助
数千市民反映并妥善解决了各类诉求和困
难。她笑着回应：“赞啊。”

临走时，市民们拿到了中联办精心准
备的“礼包”，不少人还在留言薄上写下
了自己的感悟及祝福。香港教育大学学生
王倩雯写道，图片历史展让她“感受到中
央对香港的‘情缘’，更让年轻人了解到
自己的‘根源’”。4岁的陈赞中、陈赞心
姐弟在父母的帮助下一笔一画地签下自己
的名字，又用稚嫩的笑语向每位工作人员
道别。还有不少市民留下“眼界大开”

“心情激动”“收获甚丰”等字句，向中联
办员工致谢。

此前，为配合这次开放日活动，王志
民在员工专栏刊发了自己的一篇旧文，他
在文章说：“一幕幕珍贵的历史镜头已经
珍藏，一扇扇香港新起点的大门正在开
启，这一切都启示着、感动着和鞭策着我
们，香港情未尽，香港缘未了。”

他还在发出参观邀请时说，中联办始
终与香港在一起，与香港同胞在一起，

“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就像大家的
老朋友好朋友。

打开大门迎市民

香港中联办和你“行埋一齐”
本报记者 张庆波 陈 然

打开大门迎市民

香港中联办和你“行埋一齐”
本报记者 张庆波 陈 然

山水田园梦 遛猫斗狗趣
——海峡两岸小朋友的画笔对话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文/图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举行第十五次军营开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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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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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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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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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放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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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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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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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五一小长假期间，许多内地游客前往香港购物和品尝美食。据香港旅游业者预估，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中国内
地访港游客将比去年同期增长8%至10%。

图为4月29日，香港铜锣湾一带人潮涌动，客流量比平时大幅增加。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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