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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上台已经满两年。对于
蔡英文竞选时所提出的六大劳工政见，
台湾劳工阵线日前召开记者会强烈要求
立即兑现，以实际的政策向选民交代。
劳阵秘书长孙友联提醒蔡英文，“开了
支票，没有兑现就是跳票”。

这话可难不住当局。台湾刚开始民
主选举的时候，有一位民进党“立委”
说了一句名言：“政治是高明的骗术”。
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的政治已
沦落到“高明”两个字都可以拿掉，成
了赤裸裸的骗术。一旦骗成了，4 年我
老大，支票随我开，你能奈我何？

承诺成笑话

蔡英文曾说劳工是她心里最软那一
块，这话成了笑话。国民党发言人黄建
豪对劳工阵线的愤怒感同身受。他表
示，不但缩短年总工时、扭转低薪趋势
等六大政见基本跳票，当局还坚持一例
一休砍 7 天假，今年更强推“劳基法”
修法，导致过劳事件频传。

单纯一个劳工政策也没啥，蔡英文
就 任 以 来 的 发 夹 弯 ， 已 是 “ 罄 竹 难
书”。外界历数民进党当局跳票的十大
政策，喊出“施政‘瞒’两年，打脸发
夹弯”的神总结。

要当局兑现政治承诺，恐怕是缘木
求鱼了。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办公
室副秘书长罗志强说，选举辩论时，蔡英
文保证她将是最会沟通、最有诚信、最有
魄力的“三最”之人，其实少了第四最，她
恐怕是最会跳票的当局负责人，因为连

上面“三最”都难逃跳票命运。
4 月 1 日起岛内电价调涨约 3%，引

起民众反弹，认为蔡英文“10年内电价
不会大幅调涨”承诺跳票。“行政院
长”赖清德是如何辩解的呢？他说，民
进党当初是主张“不会因为非核家园而
调涨电费”，如今是因国际能源价格提
升才调涨，“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同
样是赖清德，面对外界指责当局长照政
策跳票，照顾服务人员薪水太低时，张
口来了句“就当作做功德”。

类似的跳票让外界错愕，其实早有
先例。一会 ECFA 会让 400 万人生计受
冲击，是糖衣毒药，一会儿对 ECFA

“概括承受”；国民党执政时开放美牛，
痛斥执政党无能，当选后到任前，类似
的美猪议题，口风就改为“哪有能力挡
得住”。有人愤怒的质问，蔡英文和民
进党当局的“诚信”在哪里？

短线太短视

跳票和发夹弯确实事关诚信。但在
政客眼里，这种道德瑕疵只是“高明骗
术”的副产品，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跳票也确实跟治理能力有关。网友
贴出蔡英文的长照、食安、年金、财政、医
疗、劳动、青年、住宅及不动产、“外交”和
两岸政策等选举支票，表示除了小部分
有兑现，大部分问题依旧不断，典型的如
2025非核家园更是笑话一则。有人说，民
进党只会拼选举不会拼经济、只会喊口
号不会去施政，诚哉斯言。

跳票背后的真正关键，是选举利益

和政治操作思维在作祟。选举为大，为此
可以大开空头支票，务实不是第一选项，
先把对手斗下去再说。到了上台该兑现
的时候，只能抓耳挠腮顾左右而言它。

但这种炒短线的思维太短视，其实
后患无穷。用前国民党“立委”林郁方
的话说，101 大楼的新年烟火虽然美
丽，可是非常短暂。比如，“最会沟
通”就是蔡英文第一个跳票的政见。两
岸关系上拒不答题，迄今不接受“九二
共识”，让两岸交流机制停摆。两岸关
系不好，台湾的“国际空间”就越来越
窄化。民进党曾批“前朝”是“外交休
克”，但蔡英文上任2年已“断交”多个
国家，其中巴拿马和多米尼加都是她曾
出访并送过大礼的。

不但两岸和对外关系上，当局脸被
打得啪啪响，连岛内网友都不留情面。有
的正话反说，“蔡英文全跳票，赞喔！”“不
是啥也没做，只是有做的部分号称倒退
100 年”有的更是一语中的，“论诈骗敛
财，民进党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骗不了几时

如今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越来越
近，相似的剧情又开始一轮轮上演。民
进党大佬苏贞昌跳出来选新北市长，就
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问题是，他在 8 年前竞选台北市长
时，就在台北保安宫当着神明的面宣
誓，不会第三次参选台北县 （即新北
市） 长，以示破釜沉舟来催票。苏贞昌
如今却违背承诺，遭质疑是“外惭清

议、内疚神明”。汹汹物议也就罢了，
冒着亵渎神明的观感也要再出山，苏贞
昌的“胆魄”确实不一般。

对政治人物而言，如此上下便利，简
直把神明当成梯子使用。问题是，八年前
在保安宫誓师参选时，保生大帝并没有
保佑苏贞昌当选。八年后结局是否改观，
就看苏贞昌能否说服人民和神明了。

苏贞昌想必并不歉疚，因为他在民
进党内绝对“吾道不孤”。有人 2008 年

“大选”失败后号称要“退出政坛”，如
今却稳稳当当地做起 “驻日代表”；有
人在 2014年承诺做满4年台南市长，现
在尚未届满，却早已是当台行政机构负
责人；有人2016年时说会做满高雄市长
任期，还要拜托大家“别再帮我找工作
了”，现在自己溜出来找了一份，当起
了蔡英文办公室的秘书长。

民进党“立委”的那句名言，已经
是民进党内人人信奉的圣经。跳票只管
跳票，高官我自为之。有岛内媒体评论
说，台湾的选举政治，如今只讲“政治
正确”，却不论政治道德，而且愈来愈
低俗，愈厚颜无耻。这种棒喝之语，民
进党能听得进去吗？

民 进 党 当 局 上 台 两 周 年 ， 日 前
TVBS 进行民调显示，民众对于蔡施政
满意度下滑到 26%，不满意度则高达
60%。黄建豪直言，当局许下的承诺和
愿景完全跳票，应向台湾人民道歉。毕
竟，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可以欺骗
所有人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一世，
但是你不能欺骗所有人一生一世。

（本报台北6月3日电）

民进党当局已成“跳票者联盟”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新华社西安6月3日电（记
者郜婕、姚友明） 由 30 余名香
港青年代表组成的访问团，3日
结束了在革命圣地陕西省延安
市的学习访问，完成了以“寻
找精神的力量”为主题的“寻
根之旅”。

访问团团长、香港华菁会
主席陈晴表示，国家发展日新
月异，对香港青年也意味着更
多发展机遇。在展望未来的同
时，青年也应回顾初心，找到
最 初 激 励 自 己 前 进 的 力 量 源
泉，这正是这次延安之行的目
的所在。

这个访问团由青年团体香
港华菁会组织，成员多为内地
成长、海外求学并在香港发展
事业的青年专业人士，来自金
融、法律、传媒等行业。短短
两天行程中，访问团先后参观
了 梁 家 河 村 、 杨 家 岭 革 命 旧
址、延安革命纪念馆、黄帝陵
等地，还与陕西青年举行共登
宝塔山等交流活动。

在梁家河村，访问团成员
参观村史馆和知青旧居，了解
当年插队知青艰苦奋斗的故事
和为改善村民生活所作贡献。
他们还与村干部座谈，了解这
座村庄近年来在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和保护环境等方面发生
的变化。

陈晴说：“我们在杨家岭革
命旧址和延安革命纪念馆了解
老一辈为革命奋斗的历程，更
深刻理解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在梁家河看到当年艰苦
奋斗、实事求是、创新和团结
的精神，这些精神也是现在香

港的年轻人所需要的。”
访问团顾问、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

室青年工作部部长陈林表示，希望这次“寻根之旅”
帮助香港青年进一步加深对国情的认知，帮助他们更
好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促进两地交流，为香港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作出贡献。

香
港
青
年
延
安
寻
根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
惊艳震撼的狮子舞、热情豪放的
大秧歌，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庙
岛近日迎来了远道而来进行妈祖
文化交流的台湾同胞。在碧海蓝
天下，两岸人民因妈祖文化的心
连心而再度手拉手。

台湾北港朝天宫董事会副董
事长蔡辅雄带队的参访团由来自
台湾 8 家宫庙的 41 人组成，在观
看民俗、舞傩表演后，他们还参
加了两岸宫庙会香暨公祭妈祖典
礼。向妈祖敬献花篮、恭诵祭
文、向妈祖行鞠躬礼、朝天殿重
光典礼等一系列活动，寄托了对
妈祖的崇敬和美好的愿望，也拉
近了两岸人民深深的情谊。

长岛妈祖文化底蕴深厚、影
响久远。长岛庙岛显应宫始建于
北宋宣和四年 （1122年），距今已
有 896 年，是我国北方最有影响
的妈祖官庙。庙内供奉世界上最
早且仅存的妈祖铜身塑像，并有
崇祯皇帝钦赐庙额“显应宫”，及
咸丰皇帝钦赐匾额“神功济运”，
与福建湄洲妈祖庙并称为“南北
祖庭”，被誉为世界四大妈祖庙之
一，享“天妃北庭”之誉。2013

年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考察论
证，命名长岛为“中华妈祖文化
之乡”。

据长岛县博物馆馆长郭贤坤
介绍，妈祖文化在传播过程中，
与在地文化发生联系，形成了妈
祖文化的地方类型。长岛以民间
妈祖信仰为载体，积极研究、整
理、挖掘妈祖文化，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长岛“北方妈祖文化节庆
体 系 ”，“ 长 岛 显 应 宫 妈 祖 祭
典”已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长 岛 多 次 组 织 妈 祖 文 化 活
动，向台湾妈祖信众展现“长岛
显应宫妈祖祭典”场景，台湾各
大宫庙反响热烈。北港朝天宫、
高雄朝后宫、台南大天后宫、南
投慈善宫等多家台湾妈祖宫庙纷
纷邀请长岛妈祖祭典编排人员前
往岛内，帮助他们编排妈祖祭典
礼仪。尤其长岛自行编排的古典
礼仪乐舞“八佾”舞成为重要对
台交流项目，曾先后 4 次应台湾
友好宫庙邀请专程赴台传授妈祖
祭祀古礼仪和“八佾”舞蹈，指
导训练台湾妈祖信众近千人次。

为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烟

台市积极开展海峡两岸妈祖文化
交流。自 2002 年起，烟台连续举
办多届海峡两岸妈祖文化节暨妈
祖文化研讨会，台湾多家妈祖宫
庙代表来烟台参加交流活动、拜
谒妈祖。烟台还多次组团到台湾
参加妈祖交流活动。通过对台交
流活动的开展，增进了两岸民众
的感情，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这边的祭祀既简单又隆重，
值得我们学习。16 年来，我每年
都来，有的时候一年来两次，共
带了大概 7000 人来参观。每年来
我们都发现不一样的变化，大陆
发展非常快。”蔡辅雄表示，“我
喜欢带没有来过大陆的台湾人来
这边了解大陆的发展。很多台湾
人愿意到北方来学习礼节和民族
文化。大家都是兄弟，血脉相
连。”

正如烟台市台办副主任孙建
刚所说：“邀请台湾同胞过来，就
像走亲戚一样，亲戚越走越亲，
这样两岸人民的感情也越来越
深。”孙建刚表示，两岸同胞的妈
祖文化信仰是一脉相承的，这种
文化对增进两岸民众情谊有着不
可低估的作用。

烟 台 台 湾 共 祭 妈 祖
曲瑞珠

5月31日，烟台市长岛县庙岛的演员在两岸宫庙会香暨公祭妈祖典礼上表演。 （烟台市台办供图）

本报新竹6月3日电（记者任成
琦） 第十届海峡百姓论坛 2 日在台
湾新竹县举行。来自大陆的姓氏宗
亲代表和台湾主办单位代表及台湾
姓氏宗亲代表约 800 人围绕“两岸
同根，闽台一家”主题，以姓氏文
化 为 基 础 ， 以 “ 传 承 优 秀 族 规 家
训，倡导良好家风建设”为主要议
题，植根两岸民间，持续推进两岸
之间地对地、民对民、姓对姓的宗
亲联谊交流，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
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共筑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落

实“两岸一家亲”理念。
论坛由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和台湾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单位主办，由福
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台湾百姓文化
交流协会承办。主办方表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历来为两岸同胞所共同认
可和敬崇。论坛通过对各姓氏优秀族
规家训的研讨交流，不仅对两岸的民
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品德塑造、家风建
设有着积极意义，也将更深层次地沟
通融合两岸同胞共同的信仰和文化感
动，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感和中华民族
自豪感。在两岸关系发展面临严峻挑

战、和平发展成果受到严重冲击的背
景下，论坛持续开展民间的交流联
谊，深耕血缘情谊，为两岸百姓宗亲
搭建交流沟通的心桥，筑牢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基石。

遵循一年在大陆，一年在台湾
举 办 的 惯 例 ， 自 2007 年 9 月 举 办

“首届海峡百姓论坛暨闽台族谱展”
至今，已分别在福建福州、台湾台
中、福建泉州、台湾高雄、福建漳
州、台湾高雄、福建武夷山、台湾
新北、福建龙岩成功举办九届海峡
百姓论坛。

第十届海峡百姓论坛在台举行第十届海峡百姓论坛在台举行

据新华社香港6月3日电（记者周雪婷） 由大公网与粤港澳大
湾区青年总会、香港房地产协会共同发起的“走进粤港澳大湾
区”大型联合考察团考察活动3日落幕。

本次考察团由来自香港企业界、青年领袖及资深媒体人共 80
人组成，在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中，走访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对
多家企业及高新区进行实地考察。3日全团登上了即将正式通车的
港珠澳大桥，亲眼见证了这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的宏伟与壮
观，感受祖国国力的强盛。

3日下午考察团举行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研讨会，就粤港
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献言献策。

研讨会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洪为民作
为主礼嘉宾在会上发表致辞。他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
色是大，6500万人口，随着港珠澳大桥正式贯通，未来人流、物
流、资金、资讯的流通至关重要。大湾区将成为放大了的“超级
大都会”。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生活的城市。而这也需要政府
出台一系列政策，解决人们在通关、住房、医疗保障等方面有可
能遇到的问题。

本报香港6月3日电 （记者
张庆波） 中国银行 5 月 31 日在境
外成功发行 30 亿港币的可持续发
展债券，该债券是中国银行第一
支境外港币债券，也是中资银行
境外首笔可持续发展债券。

本次发行的债券期限分别为2
年、3年和 5年，涵盖固息和浮息品
种，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
市。据了解，投资者对此债券需求
强劲、反响热烈，吸引了知名绿色
投资专业机构首次认购，最终有效
订单45亿港币，认购倍数1.5倍。

此外，中国银行还同时发行了
10亿美元境外绿色债券。中国银行
表示，债权募集资金将用于对接清
洁交通、清洁能源等绿色信贷项目
以及国家助学贷款、个人创业担保
贷款等普惠金融项目，以绿色金融
和普惠金融业务发展，促进环境效
益和社会效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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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人士走进粤港澳大湾区

本报上海 6 月 3 日电 （瑞安）
“旺旺太阳星双创计划”投资洽谈会
6 月 2 日在上海落下帷幕，该计划以

“互联网+文创+食品”模式，吸引两
岸 34 个城市 141 所大专院校 1200 多
个团队参与，给两岸创业青年提供实
现从“创意”到“创业”的机会。

经过初审、复审及“旺旺太阳星
创客营”暨决审阶段的激烈角逐，最
终有两岸的 10 支团队脱颖而出，正
式进入孵化阶段。当天的洽谈会现
场，展示了旺旺太阳星双创计划十强
团队作品中的亮点，例如结合城市特
色与地方口味的伴手礼、具有花草舒
压口味的饮料、强调美好关系的果味
梅酒、能环游世界的好麦粥、有潮文化
的牛奶糖、结合中国侠客文化的豆类
零食、专属女性友谊情感的闺蜜酒等。

据旺旺太阳星双创计划执行长林
淑黛介绍，集团将投入2亿元人民币

资金，专项孵化与文创食品有关的文
化创客项目。此外，旺旺集团将与创
投伙伴共同成立早期孵化基金，未来
还会引进包括创投资本、互联网、基

金及孵化器等更多社会资源，帮助这
些创业团队全力拓展文创食品领域。

下图：“旺旺太阳星双创计划”
投资洽谈会现场。 丁瑞瑞摄

旺旺旺文创 台企搭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