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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去阿里山，那里一共就两
队游客。一队是新加坡游客，一队就是
我们这批大陆游客，冷清得很。”谈及
一周前的赴台游，来自北京的小申这样
说道。对比起记者两三年前去阿里山时
人群熙熙攘攘的场景，现在的情形只能
用“惨兮兮”来形容。

自2016年5月20日以来，民进党当
局始终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
二共识”，伤害两岸同胞的感情。受此
影响，近两年来，大陆赴台游客人数

“直直落”，岛内观光业者叫苦连天，街
头抗议不断，有业者喊话台当局：承认

“九二共识”有这么难吗？

四大“惨业”观光业占其三

说起台湾观光业近两年来的惨况，
台当局总是拿出一组数据做反驳：据台
观光部门统计，2015年赴台观光人数为
1044 万人次，2016 年为 1069 万，2017
年为 1074 万。看，年年维持在千万量
级，每年都小幅成长 10 多万，是不是

“好棒棒”？
乍看之下很漂亮，但数字里充满水

分：旅行公会全台联会理事长萧博仁直
言不讳地说，堆出来的数字没有意义，
当局在统计过程中存在重复计算、牵强
附会的问题，连过境旅客和外劳移工都
算在了里面。

不信请看看岛内的各地景区：日月
潭在 2016 年之前时常被大陆游客“挤
爆”，一天往来超过300辆游览车，水面
上常可见到30多艘船在穿梭，湖区酒店
也是一房难求；如今，日月潭湖面只剩
下零星的几艘船，来往游览车也少得可
怜，酒店甚至出现“全馆空房”的场
景。在台湾南部的垦丁，细腻的沙滩、
湛蓝的大海甚为迷人，只是这般美景也

只吸引了少数游客，沙滩上、停车场、
垦丁大街都空空如也。在阿里山、在花
莲、在高雄……因陆客减少造成的冷清
场面不胜枚举。

前不久，台湾威斯汀六福皇宫大饭
店因不堪租金重负“熄灯”，而岛内旅
行社、游览车、民宿、小吃店、伴手礼
店、夜市业者的倒闭，更早之前已在接
连上演。当前舆论谑称，岛内有四大

“新兴惨业”，即旅行 （社）、旅馆、游
览车及不动产，观光业占其三。

陆客缺口“新南向”难弥补

2015 年，陆客赴台人数为 418 万，
2016 年为 351 万，到 2017 年只剩 273 万；
对于今年的数字，岛内业者同样不乐观。
有人问：岛内观光发展为何离不开陆客，
让其他地区的游客来弥补不行吗？

全台旅行公会联合会召集人、台北
城市科技大学观光系助理教授李奇岳表
示，从消费能力分析，陆客消费力与日
本客在伯仲之间，东南亚客的消费力只
有陆客七成；再考虑游览天数，陆客赴
台游览一般为 7.5 天，其他地区的游客
平均为 4.5 天。总的来说，减少一名陆
客损失的消费量要靠两名东南亚游客才
能弥补。

许多小吃店或名品馆的业者都抱
怨，陆客光顾的时候总会买不少伴手
礼，或者点一桌各种小吃，但其他地方
的游客就经常只逛不买，最多买个茶叶
蛋或饮料就走，简直“没得赚”。

另外，其他地区的游客赴台游大多
停留在台北周边，对中南部并不“感
冒”。而陆客则喜欢环岛游，并对中南
部一些景区有特殊的感情。中国国民党
文传会副主委洪孟楷举例说，陆客都听
过“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

年壮如山”的歌谣，所以会想到阿里山
一探究竟。但东南亚游客从没听过这首
民谣，对他们来说，“这山与那山有何
不同”，所以也就不会想去了。

“政治挂帅”民进党是祸首

“都是台当局政策害的！”因赴台陆
客人数锐减，生意惨淡，台湾嘉义县陈
姓男子近日前往自己投资的餐厅砸毁设
备“出气”，痛骂蔡英文空口说什么

“两岸维持现状”，却害得台湾观光业遭
受重创。

早在2016年9月12日，岛内旅游业
者就首次走上街头，并组织多次街头抗
议活动，要求台当局直面问题，解决观
光产业困境。许多业者都打出“救救观
光业”“认同‘九二共识’”的标语，
要求台当局不要“政治挂帅”，多顾百

姓生计。
针对观光业的惨况，岛内业者除了

呼吁台当局认同“九二共识”，同时也
努力自救，改善自身的经营。比如岛内
一些旅行社专门针对大陆市场推出定制
化、高品质的“深度漫游”产品；在台
北宁夏夜市、花莲东大门夜市，大陆的
支付宝已覆盖不少摊位，大陆游客只要
用支付宝在这些夜市消费可享优惠。

此外，部分原来夜市的摊贩干脆组
团进军大陆市场，西进创业。今年 3 月
底，汇集50多家台湾夜市美食、小吃名
店的士林夜市嘉年华在上海锦江乐园开
张，吸引不少顾客。

不过，国台办就此问题曾多次表态
指出，造成台湾旅游相关业界利益受损
的症结所在大家是很清楚的，解铃还需
系铃人。真正要提振全台湾的观光产
业，“九二共识”才是通关密钥。

两年前陆客人挤人 两年后景点好清冷

民进党一意孤行害惨台湾观光业
本报记者 柴逸扉

“要陆客来台湾”岛内观光业万人大游行。 图片来自网络“要陆客来台湾”岛内观光业万人大游行。 图片来自网络

香港与江西

加强虚拟现实产业合作
本报香港5月17日电（记者陈然） 由江西省南昌

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8南昌 （香港） 虚拟现实 （VR）
产业招商引资专题推介会17日在香港湾仔会展中心隆
重举行，标志着“赣鄱明珠”南昌城市级VR产业集群
已颇具规模，赣港两地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经
贸合作交流及发展。

本次推介会主题为“虚拟现实协同发展，赣港融
合引领未来”，聚焦产业发展前景、业界生态、领域内
最新产品和项目成果等，是南昌VR产业首次在港进行
集中推介。来自国内外的相关企业负责人、领域专
家、金融投资机构及媒体代表等100余人参会。

南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文斌在推介会上致辞
表示，南昌举全市之力积极打造城市级 VR 产业集
群，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发展决心，快速抢
占产业制高点，打响了全球城市级虚拟现实产业布
局“第一枪”。

他说，现在南昌正开启VR产业发展新征程，围绕
企业机构高度聚集、生态链条高度完整、技术创新高
度活跃、产业人才高度自给等目标，重点建设“四大
中心”及“四大平台”，分别为 VR 创新中心、云中
心、体验中心、展示中心及VR标准平台、教育平台、
交易平台、资本平台。

杨文斌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8 年世界
VR 产业大会将于 10 月在南昌召开，筹备工作正在积
极有序地进行，精彩看点包括会务及会展的有机结
合、产业链及创新链的全方位呈现以及推广应用的有
效落地等。

杨文斌向记者介绍南昌VR产业的目标时表示，推
动 VR 技术市场化及规模化，须以打造应用示范为突
破，借此构建产业生态，为各行业应用提供技术集成
和资源配置，打造赋能型的VR产业平台。

据介绍，此次推介会为 2018年赣港经贸合作亮点
活动，南昌市将依托香港国际领先科创水平及科研成
果转化经验等优势，积极引导香港优质VR企业、研发
机构和高等院校进驻，为赣港两地VR产业搭建高端合
作平台。

眼下正是毛结瓜、丝瓜的采摘
季节，广西贺州市八步区铺门镇福
塔村康之源种植合作社副社长陈贻
水从清晨 6 时就开始一天的工作。

“上午 11 时打包装箱完毕准时发
车，20时就可抵达香港，今天总共
发600件3万斤蔬菜。”陈贻水说。

陈贻水从事蔬菜种植25年，其
合作社吸纳了当地12户种植户，推
行标准化生产。目前，基地种植面
积有 1100 多亩，包括毛结瓜、丝
瓜、苦瓜、豆杯、茄子、台湾青
瓜、菜心、芥兰等近十个品种，产
品全部供应香港市场。

中新社记者近日来到距离贺州
市区85公里的铺门镇供港澳蔬菜基
地。放眼望去，连片的农作物郁郁

葱葱、长势喜人。铺门镇是个小平
原，与广东省封开县毗邻，土地肥
沃，气候宜人，交通便利，是远近
闻名的“甜蜜之乡”“蔬菜之乡”。

走进陈贻水的毛结瓜种植基
地，工人们正在精心挑选长度6至8
厘米的毛结瓜进行采摘。陈贻水
称，基地执行出口蔬菜标准化生产
管理，施用农家肥，应用太阳能杀
虫灯等绿色防控技术，实施全程质
量监控，确保出口蔬菜产品质量安
全。

贺州市贺街业旺蔬菜专业合作
社目前年产蔬菜5360多吨，合作社
推出蔬菜二维码“身份证”，消费者
只需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便可获知
当批蔬菜的等级、产地、生产日

期、肥料使用等种植详细情况。
作为贺州市重点打造的农业龙

头企业，广西贺州市正丰现代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编制了广西
首个供港蔬菜的企业标准。走进企
业生产车间，工人们在对蔬菜进行
分拣、包装、入库，检测员严格把
关，数十个监控视频实时监测各蔬
菜基地情况。

“我们的产品从田间到市场全程
可控、可溯源，全程冷链物流配
送。”正丰公司基地事业部经理李林
介绍，企业正按田园综合体打造一
个 3000 亩的供港蔬菜核心示范区，
此外打造 5000 亩的“种养小镇”，
建设精品水果基地和能在猪圈喝咖
啡的现代化养猪场，丰富港澳“果

篮子”和“肉篮子”。
“百年菜乡”贺州市有“粤港澳

后花园”之称，是中国唯一的“中
国长寿之乡”县域全覆盖城市，并
通过“世界长寿市”认证。

贺州市官方介绍，目前，贺州
拥有“无公害、绿色和有机”认证
农产品 35 个和富硒农产品品牌 13
个，建成广西首个供港澳蔬菜检验
检疫备案基地，是中国首个实现国
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县域全覆盖的地级市。

据农业部门统计，2017 年贺州
市蔬菜播种面积 116.22 万亩，总产
量 170.76 万吨，约 120 万吨运往粤
港澳地区，成为名符其实的粤港澳
绿色“菜篮子”基地。

本报宁波5月17日电（瑞安） 首
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今天在浙江
省宁波市宁海县举行。中共中央台
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海峡两岸关
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彪，中国国民
党前副主席林政则等来自两岸的各界
人士300多人参加论坛。

本届论坛以“两岸一家亲，乡村
共振兴”为主题，着力打造一个集政
策解读、学术研讨、资源推介、项目
合作、成果展示于一体的两岸交流合
作平台，不断推动两岸乡村振兴发
展。论坛 《两岸关系》 杂志社、宁波
市台办、中共宁海县委、宁海县人民
政府等共同主办。

龙明彪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当
前乡村发展振兴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
遇，两岸在农业交流合作、促进美丽
乡村建设等方面大有可为。今年 2月，
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31 个
部门发布 《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各地正在积极贯
彻落实，将给广大台资企业和台湾同
胞带来巨大机遇和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也将为两岸农业产业的交流合作
和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林政则表示，中共十九大作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以新时代

“三农”工作为目标，建设美丽乡村，“真是有远见，
也将更照顾广大的农民，富裕各地的农村。”衷心希望
两岸携手合作，共同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
兴发展，为两岸同胞谋幸福。

宁海县委书记杨勇说，宁海与台湾同根同源，联
系交往越来越密切。在宁海投资兴业的台资企业都得
到了优厚的待遇、贴心的服务，实现了良好发展。今
后项目的合作将会结出最美的果实，给两岸乡村发展
注入更多活力。

据悉，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将落户宁波，并围
绕城乡融合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治理与社会责
任、产业融合与菁英创业、乡土文化挖掘与乡风文明
建设等主题逐步展开。本届论坛上，两岸业者签约合
作项目，涉及农业、乡村旅游、青年创业、特色小镇
等方面的投资兴业，总投资额超10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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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港澳“菜园子”广西贺州
绿色防控保障“舌尖安全”

中新社记者 黄艳梅 杨志雄

江西省安福县甘
洛乡泱塘田园综合体
种植的 2000 余亩水
栀子花近日开放，这
是从台湾引进的新品
种——阿里山 1 号，
该品种是目前最高产
的水栀子品种，亩产
量高达3000斤以上。

图为游人在观赏
水栀子花。

刘丽强摄
（人民视觉）

台湾水栀子江西绽放台湾水栀子江西绽放

5月 17日，第十九届中国义乌国际纺织服装工业博览会在浙江义乌
开幕。本届展会以“智能制造，绿色创造”为主题，设针织及织袜机械
展、缝制及自动化服装机械展、纺织品印花工业展和国际针纺织品展等
四大专题展区，展品贯穿纺织、针织、制衣、印花上下游的全产业链，
展出面积13200平方米，全面展示创新的智慧化纺织机械及多元化纺织品
技术。

图为台湾参展商在演示一款台湾产四针拼缝机。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台湾拼缝机亮相义乌纺博会台湾拼缝机亮相义乌纺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