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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 12 月 25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
外交部领保中心常务副主任杨舒、教育部港澳
台办副主任王志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李金生、文化和旅游
部港澳台办一级巡视员满宏卫、国家体育总局
港澳台办主任吴坚，再次详细介绍《关于进一步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

“26条措施”）。

外交部： 始终高度重视维护
海外台胞安全及合法权益

有记者问：据“26条措施”第14条，台
湾同胞可在中国驻外使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
协助，请进一步介绍求助的途径。

杨舒应询表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我
们始终高度重视维护海外台胞安全以及合法
权益，积极开展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在职
责范围内向海外台湾同胞提供积极帮助。对
于涉及台胞的领事保护事项，我们一贯高度
重视，全力以赴，做成做好。

据介绍，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去年总共
处理领事保护协助案件8.5万余起，办理各类
领事证件近1200万份，部分涉及在海外长期
居住或旅行的台湾同胞。

杨舒说，海外台湾同胞如遇自然灾害，
或意外事故等紧急情况，可通过以下几种方
式向驻外使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

一、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
急热线 12308。海外方式是+86-10-12308，
或拨打+86-10-59913991的备用长号码。

二、下载“外交部 12308”手机客户端
（APP），通过“一键求助”功能，实现网络
拨打12308热线。

三、直接拨打驻当地使领馆的领事保护
与协助应急电话。电话号码公布在驻外使领
馆网站上，也可以通过外交部 12308 手机
APP查询。

四、通过“领事直通车”微信小程序的对

话框，与12308热线的接线员进行文字交流。
杨舒表示，海外的台湾同胞可关注中国领

事服务网以及“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和微
博，在第一时间获取外交部发布的海外安全提
醒以及重要的领事信息。

教育部：为台湾青年来大陆
就学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有记者问及在大陆高校就读的台湾学生
的情况，王志伟介绍说，2017年教育部出台
政策，将台湾学生申读大陆高校的“学测”
成绩由“前标级”以上，放宽到“均标级”
以上，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就学进一步敞开了
大门。2019 年 1 月，教育部调整政策，台湾
应届高中毕业生语文、数学、英文三门科目
中任意一门“学测”成绩达到“均标级”以
上，即具备申请大陆高校就读资格。这一政
策覆盖了 60%以上的台湾应届高中毕业生。
此外，为了让台商子女获得更多接受大陆优
质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教育部鼓励在大陆
获得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的台商子
女参加高职院校的分类考试招生。

王志伟说，两年来，台湾学生报考大陆
高校的热情持续高涨，目前已有超过 12000
名的台湾学生在大陆高校就读。在交流的时
候，台湾同学表示，大陆的高校就像“梦中
校园的样子”，学校和老师对他们关怀备至，
他们感受到像家人一样的温暖。下一步，教
育部将进一步扩大招收台湾学生的院校范
围，优化院校和专业布局，更好地满足台湾
学生来大陆上大学的需求。

王志伟还应询表示，近年来，教育部会
同财政部不断完善对台湾学生的资助政策。
2017年，教育部修订了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
办法。中央财政面向在大陆普通高校和科研
院所就读的台湾地区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发放奖学金，扩大了奖学
金范围，提高了奖励标准。同年，教育部还

出台政策，为在大陆高校毕业符合条件并有
就业意愿的台湾学生签发就业报到证，发放
就业协议书，给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就
业、创业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近 3 年来，
有超过7000名的台湾学生获得奖学金，有越
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希望来大陆追梦、筑梦、
圆梦。

他表示，今后，教育部将推进台湾学生
在生均经费、研究生助学金、学业奖学金、
贫困生补助等方面享受与大陆学生相同标
准，做好在大陆高校学习、工作的台湾师生
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在大陆高校工作的台湾
老师享有相应的职称和待遇政策的细化落实
工作。

人社部：持续落实好台胞在
大陆的职称评审政策

有记者问：“26 条措施”中的第 21 条提
到，在大陆高校、科研机构、公立医院、高
科技企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台湾同胞，符
合条件的可同等参加相应系列、级别职称评
审，其在台湾地区参与的项目、取得的成果
等同等视为专业工作业绩，在台湾地区从事
技术工作的年限同等视为专业技术工作年
限。请介绍具体情况。

李金生应询表示，2016年，中办、国办
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
提出在内地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可按
规定参加职称评审。这次出台的“26 条措
施”又进一步明确了措施，其中的关键词就
是“同等”，这项政策赋予台湾同胞在大陆参
加职称评审，和大陆专业技术人才同等的待
遇，更符合在大陆工作的台湾同胞的特点，
也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目前这项政策已
经落地。

李金生举例说，福建省已开展了台湾同
胞在闽参加职称评审的试点，目前已有 173
名台湾同胞通过评审取得相应职称。

他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落实好台湾同
胞在大陆的职称评审政策，为他们提供更
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共同享受大陆人才发
展的机遇。

文旅部：与台湾同胞分享大
陆文化产业发展机遇

有记者问：“26 条措施”中的第 19 条提
到，台湾文创机构、单位或个人可参与大陆
文创园区建设营运、参加大陆各类文创赛
事、文艺展演展示活动。台湾文艺工作者可
进入大陆文艺院团、研究机构工作或研学。
请介绍具体情况和参与方式。

满宏卫应询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大
陆将发展文化产业纳入到国家整体发展战
略，文化产业也迎来加快发展的黄金期，成
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我们愿意与台湾
同胞分享大陆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欢迎台
湾同胞参与大陆文创园区的建设和运营。目
前，大陆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大力推进，为
台湾同胞参与创造条件。

他举例说，福建省积极探索文创园区的
开发模式、收入分配和激励机制等，吸引台
湾文创设计人士参与福建省文创园区建设和
运营，参与省博物馆、省图书馆、闽台缘博
物馆等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开发，探索对
接台湾知名艺术家来闽打造音乐、舞蹈、绘
画等产业园区。“随着‘26 条措施’的细化
和落实，各地还会出台更多的配套措施，为
台湾同胞来大陆参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
多便利。”

满宏卫表示，秉持开放、共享的理念，
我们同样愿意为台湾优质展览、演出项目提
供展示平台。目前，台湾地区部分机构、单
位和个人已通过适当方式参与到大陆的文艺
展演和展览活动中。下一步，我们还会对台
湾同胞开放青少年民族器乐教育教学成果展
示等更多国家级展示平台。

国家体育总局：惠台体育措
施凸显务实特点

有记者问，“26 条措施”当中第 25、26
条涉及两岸体育交流，请说明惠及台湾体育
界的措施有哪些考虑和主要特点？

吴坚应询表示，体育是科学求实的事
业，体育人有崇尚实干的作风，两岸体育界
有务实合作的传统。“26 条措施”中的惠台
体育措施凸显务实特点。

一是重实际。当前我们正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全面
协调发展，尤其是体育产业逐步进入黄金发
展期，同时2022年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
等一系列重大国际赛事将在大陆举办，这为
两岸体育融合发展和共同进步提供了难得机
遇。我们充分考虑两岸体育发展实际和交流
合作现状，特别是考虑到台湾体育界实际需
求，在广泛调研基础上，研究出台惠台体育
措施，力求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二是出实招。着眼于台湾体育界备战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以及台湾运
动员更好实现个人发展，我们推出一系列有
针对性举措，切实为台湾运动员、教练员和
专业人士来大陆训练、参赛、工作、交流等
提供便利和协助。

三是求实效。这些举措力求为台湾体育
界提升整体水平和个人发展空间，从而在北
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创造良
好条件，同时必将推动两岸体育交流合作不
断走深走实。

四是谋实惠。惠台体育措施的出台，特别是
台湾运动员可以内援身份参加大陆职业联赛，
申请运动技术等级证书，报考大陆体育院校，在
备战大型赛事方面享受主场之利等，将为台湾
运动员和台湾同胞来大陆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
好处，受到台湾体育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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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货满满！国台办等再解“26条措施”
本报记者 王 平 金 晨

以“阻绝大陆渗透”为由，台当局近日下令
强推所谓“反渗透法”。该法案一旦过关，将令
岛内所有参与两岸交流的人士面临被罗织构陷的
风险。为了煽动民粹骗选票，台当局领导人蔡英
文这次拿出了最极端的招数，不但恐吓迫害台湾
百姓，更要彻底闭关自锁切断两岸交流，将台湾
绑在“台独”战车之上。

“是否要让台湾重返‘戒严时代’？” “‘人
人心中有个小警总’的时代将再度来临”“充满
戒严色彩，如同‘麦卡锡主义’”“以政治斗争
为 主 旨 ， 定 义 模 糊 的 政 治 性 法 律 ”“ 东 厂 复
辟”……从岛内各界对“反渗透法”的评语，即
可看出这一所谓法案有多么荒腔走板。

如此神憎鬼厌的法案，蔡英文为何心急火燎
下令强推，且要求必须在 12 月 31 日过关？岛内
舆论指出，这是民进党为即将到来的选举铤而走
险、孤注一掷。由于民进党在“立法院”有席位
优势，“反渗透法”极有可能强渡关山。

“反渗透法”若过关，岛内支持两岸交流的
民众都将陷于真正的“绿色恐怖”。据岛内媒体
报道，所谓“反渗透法”，全文只有 12条，内容
粗糙且模糊不清，对于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及

“渗透来源”等名词的定义空泛模糊，民进党当
局大可任意解释，指哪打哪，想办谁就办谁。

岛内媒体披露，以“反渗透法”的规定，几
乎所有大陆机构组织，媒体与学校等，都可被解
释为“渗透来源”，而任何与上述大陆机构和组
织打交道的台湾民众，都可能被台当局罗织罪
名。包括在大陆的台商、台生、台属，甚至每年
来大陆的约 500万台湾游客，都面临触法入罪的
可能。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反渗透法”未明确
指出相应的主管执行部门，而对应的罚则却相当
明确，只凭行政部门的自行裁定，便可将人移交
法办。这意味着，凡反对民进党的人，都可能被
扣“欲加之罪”，而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可以肆
无忌惮地罗织罪名，打击异己。

挑动两岸对立、煽动“恐中”“仇中”情
绪、撕裂岛内族群，向来是民进党打选战的不二
法门。但民进党两次执政，所推法案的“凶残”
程度恐怕莫此为甚。这一状如癫狂的动作，直欲
将台湾拉回戒严时代，将岛内半数人置于“白色
恐怖”“绿色恐怖”之下，大规模的政治清算和
迫害呼之欲出。这一动作透着穷凶极恶，也暴露
出心虚和焦虑。

“反渗透法”将给台湾带来灾难，是典型的
残民以逞。这一所谓法案若过关，岛内所有和两
岸交流沾边者将人人自危，岛内商界人士、律

师、医师、导游、老师、学生，都可能被牵连和
挟怨报复，滥刑检举一定一堆，到时候不知道多
少人要倒霉。

这一法案更将给两岸交流添堵，严重破坏两
岸关系。一段时间以来，蔡英文当局处罚到福建
任社区助理的台湾青年，对到大陆参访的人士给
予“特殊关切”，突击查处办理大陆团组入岛参
访的旅行社，对参与两岸教育交流的台湾高校施
压，种种动作令人不胜其烦。“反渗透法”连同
台当局此前通过的所谓“国安五法”则更加狠
绝，其险恶用心就是在两岸间筑起高墙，还要在
墙头埋上碎玻璃和铁丝网，釜底抽薪式地阻断两
岸交流。

岛内舆论指出，“反渗透法”视大陆为敌，
明显有偷渡“两国论”之嫌，蔡英文为一己之
私，又一次将台湾绑上“台独”战车。

民进党的所作所为，再一次暴露出反智乱
台、祸害两岸的真面目。恐吓民众，煽动仇恨，
拉高两岸对立，阻挠两岸交流，破坏两岸关系，
民进党不仅是两岸关系的“麻烦制造者”，更是
岛内民众的“灾难
制造者”“负能量
传播者”和“福祉
破坏者”。

搞“反渗透法”，民进党沦为“灾难制造者”
王 平

搞“反渗透法”，民进党沦为“灾难制造者”
王 平

港 台 腔

“同根同心·共
创 双 赢 ” 2019 香
港巡回展览近日在
山东济南开幕。通
过丰富的文字资料
和图片，现场展示
了香港在金融、经
贸、创新科技、文
化、旅游等方面的
最新发展。该展览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驻上海经济贸
易办事处、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驻山
东联络处主办。图
为展览现场。

李 欣摄

新华社天津12月24日电（记者宋瑞、栗雅婷）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1935 年 9 月 17 日，南开中学创办者张伯苓发出振聋
发聩的“爱国三问”。

而今，香港新界校长会名誉会长、耀基创艺幼
稚园暨国际幼儿园校监陈丽琴在天津市南开中学的
一间会议室里问出同样“三问”。

“是！爱！愿意！”会议室里，来自香港新界区
的校长和老师们围坐两圈，纷纷响应，掌声四起。

陈丽琴眼含热泪，她从事教育工作 40多年，她
说做这份神圣教育职业要掷地有声、毫不犹豫地这
样回答。

21日至24日，60余位校长和教师组成的“香港
新界教师天津行”考察团在天津参观访问，其中一
站便是具有115年历史的天津市南开中学。在参观结
束后的座谈会上，多位香港校长讲述了参观南开中
学的感受，共话绵绵爱国情。

“1997年，我们千盼望、万盼望，香港回到了祖
国的怀抱，我们的命运与祖国紧紧连在一起。”新界
校长会副会长、神召会康乐中学原校长郭志雄说，

“我们要学习南开中学，牢牢将爱国教育把握住，香
港教育会越来越好。”

香港新界校长会副主席、灵粮堂刘梅轩中学校
长潘庆辉参观校史馆后说：“看到周恩来总理的文章
中饱含对国家的深情，我深受感动。回到香港，我
会多跟学生强调爱国的重要性，让他们了解中国在
当今世界上的变化。”

香港新界校长会会长、英艺小学总校长朱景玄
在南开中学的校史馆里参观时，静立良久。认真了
解南开学子救国图强、兴学强国的事迹后，他表
示，“许多年轻人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努力，甚至有很
多年轻人为了国家复兴牺牲自己的生命，从南开中

学，我看到了教育兴国，我们也要多组织交流活动，带更多香港学生到
内地来，学习了解历史文化。”

香港新界校长会主席、仁济医院王华湘中学校长邱少雄说：“这几
天我系统地了解了天津历史，让我将天津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联系起
来。香港年轻人应该加强学习祖国历史文化，学校也应该多开设这方面
的课程。”

天津市南开中学校长刘浩说：“就像香港校长们所说，教育关乎一个
社会、一个地区的发展。我希望天津和香港两地多组织这样的活动，南
开中学愿意在其中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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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素食展近日开展。在厦台两地健康照护产业用品展区，来自福建
厦门的医疗器械、佛事用品、茶及茶具等参展。图为厦门参展商展位。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