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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3月 31日电 （记
者郭鑫） 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
院、澳门旅游学院和澳门科技大学
经过审慎评估，一致同意于4月16
日至 19日举行“2020/2021学年澳
门四高校联合入学考试 （语言科及
数学科） ”（下称“四校联考”），
并已制定严谨的防疫措施，切实保
障考生的健康安全。

本年澳门“四校联考”工作小
组发言人、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邝
应华表示，四校在综合考量各种因
素并审慎评估疫情形势及风险后，
一致同意如期于 4 月 16 日至 19 日
举行“四校联考”。

邝应华表示，为保障考生及考
务人员的健康，四校已根据卫生部
门的防疫指引制定严谨的防疫措
施，包括加强清洁和消毒场地及通
风系统；调整座位间隔；所有进入
考场的人士 （考生及工作人员） 必
须填报健康声明及入场前测温，如

考生出现发热或急性呼吸道症状等
情况，应及时就诊，不应赴考；考
生必须自备口罩，并全程佩戴口罩
应考。

四校提醒考生必须全力配合和
遵守考试期间的防疫措施，并遵循
四校现场的指示，共同做好防护工
作。考生在考试前 14 天内不应离
澳，并减少外出；在外地的考生应
注意抵澳相关的出入境管制及卫生
防疫安排，预留充足时间来澳应
考，并配合接受医学检查或指定地
点的14天医学观察。

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
门旅游学院和澳门科技大学四所高
校每年联合推行“澳门四高校联合
入学考试 （语言科及数学科） ”，
四校联合组织中文、葡文、英文和
数学四个科目的入学考试，四科以
外其他科目的考试或面试，则由四
校自行安排及公布。四校根据各自
课程的入学标准录取学生。

澳门
四高校联合入学考试4月举行

谈起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台北计程车司机余侨
华满是忧虑：乘客“掉了2/3”。

戴着口罩的他告诉记者，春节后生意开始减
少，3月以来乘客越来越少。他说，从确诊人数上
看，台湾的疫情还好，但大家害怕，不敢出门了。
加上没有入境游客，计程车生意自然掉得厉害。

余侨华的计程车载客生意，正是疫情下台湾社
会的映照：3月以来，疫情给各行业带来的压力骤
升，旅游、观光、餐饮等行业受影响尤巨。前期疫
情相对缓和的台湾，现在已紧张许多。

记者发现，台北地铁乘客减少明显，绝大部分
乘客都戴上了口罩，也鲜见乘客大声交谈。走在街
上，就餐时分，难见有饭店坐满食客。

台北敦化北路一家眷村菜小馆的工作人员李女
士告诉记者，来店光顾的消费者少了一半。为降低
成本，只能减少聘用人员上班时间。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撑不下去，几十年老
店歇业”“难敌疫情，某某饭店关门”等新闻冲击
读者眼球。民众抢购物资的信息也出现在新闻报
道和社交媒体平台，虽然当局强调货源充足并催
促商家及时补货，但记者近日在台北一些超商和
便利店发现，摆放泡面和卫生纸等商品的货架时常
被扫空。

截至 3月 30日，台湾累计 306例新冠肺炎确诊

个案，其中 5 人死亡。2 月底台确诊病例尚不足 40
例，当时岛内社会看待疫情的氛围也异于当前。进
入 3月，确诊病例数增幅加大，且绝大部分为境外
输入病例，确诊 306 人中境外输入占 262 人。台湾
舆论普遍认为，当局对疫情防控采取“双标”是导
致确诊案例快速增长的主因。

在大陆 1月传出疫情之初，民进党当局迅速祭
出禁止大陆籍人员入境等举措，并以严苛要求和各
种借口不断拖延接回滞留湖北的台胞，自湖北返回
的台胞一律被集中隔离检疫14天。

然而，当疫情在欧美等全球其他地区快速蔓
延，民进党当局防控举措却显得“犹豫”许多。直
至境外输入病例猛增，在各界质疑和批评声浪中，
当局才出台限制非台湾籍人员入境、全面禁止旅客
来台转机等政策，而入境者一律居家检疫14天，并
非像湖北返台民众那样被要求集中隔离检疫。从结
果看，从欧美等地回来的台湾民众确诊人数和确诊
率远高于自大陆返台民众，但当局却以“双标”对
待，有县市政府和媒体指出，这种做法毫无道理，
且会给防疫带来风险和压力。

大量民众近期从境外返台，居家隔离、居家
检疫人数暴增，目前已逾 6 万人。不时传出居家
隔离、居家检疫者外出“趴趴走”，引起一定程
度社会恐慌。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违规民众开

罚，3 月 27 日公布裁罚金额累计已达 1985 万元新
台币。

虽然确诊案例中本地个案是少数，但有近两成
本地个案尚未找到感染源，舆论担心可能成为社区
感染“破口”。其中，有1名患者先后就医6次，住
院又出院，发病近1个月才被确诊，期间活动场所
包括诊所、医院及一些老街小吃店等。有舆论质
疑，为何该患者因咳嗽、喉咙痛等症状就医时，前
几次未被安排新冠病毒采检？

有公共卫生学者认为，台湾疫情已进入社区感
染阶段。但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坚称，依然处于

“零星社区感染”。
全球疫情迄无缓和迹象，人们对台湾经济前景

的担忧与日俱增。近日，各机构纷纷下调台湾今年
经济增长预测。当局各部门陆续出台经济纾困方
案，但一些财经媒体和专业人士认为，纾困方案不
能只是简单撒钱式抢救，应根据不同产业受影响程
度来细化纾困方式，才能救民生于急困，增强台湾
经济体质和竞争力。

对于未来，余侨华难言乐观。他认为，疫情
平息或许不需要太久，但游客量恢复、经济活力
复苏会比较慢，自己的生意要好起来，恐怕得等
更长时间。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吴济海 傅双琪）

台湾是个看起来听起来温情的社会，“令人
鼻酸”“令人不舍”这样的句子天天刷屏，“小
清新”“小确幸”之风席卷文化创作，政治人物
的选举承诺、形象包装更是“为 2300 万人民”。
然而，对照这些形塑成功的台湾印象，再看疫
情之中滞留湖北台胞回家艰辛路，让人惊觉人
世间还有一种恶叫无事慈悲，有事冷血！

本可以从武汉直飞回台的台胞，前两日夜
奔近千公里取道上海搭乘民进党当局的指定班
机，下机后进入集中隔离点，谁也不敢吭气，
否则就呛你“回去吃蝙蝠”；但是另一边，美
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台湾人如常入
境，每日多则 5 千少则 3 千，入境后回家检疫；
截至3月31日，台湾公布了276例境外病例，最
多者来自美国，无一例来自大陆，但恰恰是滞
留湖北的台湾同胞上了禁止个人入境的黑名
单，就算武汉有正常航班了，这些台胞也不能
自行搭机回台；湖北台胞回台一会儿要穿防护
衣，一会儿要核酸检测，一会儿这模式一会儿
那模式，限制多如牛毛；但欧美疫情严重地区
的人回台戴个口罩就上机，刚出院的、发烧的
甚至确诊的都回了台湾，因为防疫指挥官说
了：“怎能抛弃他们？”

“怎能抛弃他们？”听起来温情到“鼻酸”
吧？但且慢，就是这个指挥官，下令台湾父
母、大陆户籍的幼儿“小明”们不准回台，理
由是“选了国籍就要承担”，幼儿总要有人照顾

吧？“总会有人照顾他们”。有妈妈带着“小
明”回台，妈妈可以入境，“小明”不能，母子
在机场待了一天一夜，最后妈妈带着孩子返
回。按照指挥官自己的温情标准，他两个月前
就抛弃了湖北台胞和“小明”们。如果之前是
因为大陆疫情严重“防疫优先”，那么，现在欧
美疫情严重又改“亲情优先”？歧视、冷血不足
以表现这场大变脸，话说白了，就是欺负人！

民进党为何敢明火执仗欺负湖北台胞？是
因为谁提出批评谁就是破坏防疫，谁就是为敌
代言，谁就是在“乱”台湾。台北市长柯文哲
说了句公道话：现在纽约比武汉危险，回台应
该统一标准。结果，绿营媒体人起底式痛骂，
一直骂到“双城论坛”；有民意代表提出应取消
湖北台胞的名单“注记”，还他们回家的权利，
被民进党籍民意代表呛“既然安全了干嘛还回
来？”；有媒体刊文表示湖北台胞回台条件应

“比照”欧美，绿营名嘴居然理直气壮称：这怎
么能类比？蛮横、无赖、狡辩，莫此为甚！谁
敢为湖北台胞说句话就围攻谁，照死里打。甚
至台胞自己都只能隐忍哑言，因为他们还有500
人滞留湖北，他们要急着回台上班、考试、照
顾家庭，身怀六甲的孕妇和高龄老人不堪辗转
千里，还等着台湾当局“开恩”让他们在武汉
就近搭机回家。倚仗着打手和 1450 （民进党网
军），民进党当局可以继续施虐湖北台胞，因为
他们可以继续抹黑大陆疫情：“谁相信他们的数

字？”面对抹黑和栽赃，甚至没有记者敢追问：
如果你不相信大陆疫情控制了，两岸航线仍在
飞，台湾哪一个境外病例是从大陆移入的？

3月30日台湾的疫情记者会上，美国的媒体
记者问台湾为什么还称“武汉肺炎”？得到的答
案是“因为这样叫比较顺”。幸亏是美国记者问
的，指挥官脾气还好点，上次有台湾记者问，
答案是“难道叫中国肺炎吗？”台湾媒体天天刊
出“台湾还到校上课，他国看傻眼”这类好消
息，告诉老百姓世界公认台湾防疫第一。但不
知道台湾是否告诉世界将湖北的台湾人“注
记”了呢？是否告诉世界不准大陆飞机送台湾
人返乡呢？应该说一下，这绝对是世界第一！

台湾高官口称“武汉肺炎”，羞辱的不是武
汉，是自己的狭隘、歧视、仇恨心理。民进党
为了政治目的操作“反中”，顺带欺负一切与大
陆相关的人和事，就不顾毁掉台湾的“三观”、
毁掉良善民风、最后自食恶果吗？那些绿营打
手为了车马费、为了拿到广告补助，不顾事
实、不积口德，就不怕恶有恶报吗？

老话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信？等
着瞧！

新华社台北3月 31日电 （记
者傅双琪、吴济海） 台湾地区流
行疫情指挥中心 31 日举行记者会
公布，台湾新增16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包括 14例境外输入及 2例本
土个案，累计确诊322人、5人死亡。

据介绍，新增两例本土病例
近期均未离开台湾。其中一位 70
多岁男子曾经与一位确诊病人聚
餐，3 月 25 日发病；另外一位 20
多岁男性为在校大学生，3月26日
发病，目前感染源还在调查中。

指挥中心表示，当天新增 14

例境外输入个案为 7女 7男，年龄
为 20 多岁至 60 多岁，入境日介于
3月16日至29日，发病日介于3月
1日至27日；这些个案发病前活动
地 包 括 美 国 、 英 国 、 冰 岛 、 法
国、瑞士、泰国和菲律宾。

指挥中心指出，3月30日台湾
新增 1040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
关通报，截至目前累计31800例（含
28057例排除），其中322例确诊，分
别为276例境外输入及46例本土病
例。确诊个案中5人死亡，39人解除
隔离，其余持续住院隔离中。

新华社香港3月 31日电 （记
者丁梓懿） 香港邮政3月31日起开
售《2019年珍贵邮票册》和《2019年
邮票套折》，鼓励人们网上选购。

据香港邮政高级经理 （集邮推
广及销售） 李振宇介绍，为了人们
安全考虑，也考虑到一些顾客出门
不方便，香港邮政近期在邮政官
网、社交媒体和一些网络报纸等处
做了很多推广宣传，希望人们足不
出户也能收集到喜欢的邮票。

“排队文化”在香港十分流
行，若是以往，每逢热门邮品发
售，不少集邮爱好者会赶在邮局开
门前就去排队。但是近一两个月，
人们都尽量从网上购买邮票。

“相信网上销售会占很大比
例。”李振宇表示，根据去年邮票
的受欢迎程度，预计销量应该不
错。去年较受欢迎的重点邮票如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老夫子等，估

计很多顾客希望再次购买收集。
《2019 年 珍 贵 邮 票 册 》 和

《2019年邮票套折》 邮票主题包罗
万象，既有纪念年内盛事的主题，
如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博爱医院
百周年，也包括西九文化区戏曲中
心、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等历史
文化主题，还有介绍基建项目、自然
生态、香港特色等多项有趣的主题。

这两套邮册以宝箱为设计概念，
富有纪念价值的邮票满载人与人之
间的联系和回忆。前者集齐香港邮政
2019年发行的所有特别及纪念邮票、
小全张和邮票小型张，每本售价628
港元；后者内含 2019年所有特别及
纪念邮票，每本售价228港元。

香港邮政表示，邮票虽只有方
寸大小，但不同主题背后却蕴藏着
丰富的知识与充满趣味的故事，搭
配精美独特的设计，备受集邮人士
和大众市民喜爱。

本报电（俞晓） 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网站消息，因应疫情对澳门经济民生造成影
响，特区政府逐步推行多项纾解民困措施，
其中对“2020 年度现金分享计划”做出特别
安排。从 4 月 1 日起至 6 月 19 日，特区政府分
批向澳门特区永久性居民及非永久性居民，派
发1万元及6000元 （澳门元，下同）。

根据 《2020 年财政年度预算》 有关现金分
享计划的安排，本年度现金分享共涉及澳门特
区永久性居民约68万人，非永久性居民约4.8万
人，预算总开支约为 71亿元。基于新冠肺炎疫
情对澳门经济民生所造成的影响，特区政府决
定对本年度现金分享发放做出特别安排，将以
往一般于7月开始发放的现金分享款项，提前至
4月起发放。

为加强对居民及商户的支持，特区政府推
出水电费豁免及补贴措施。有关措施已于3月份
实施，居民及商户的水电费用开支已陆续获得
减免。相关内容包括：居民方面，免缴住宅用户3
个月水电费。水费方面，豁免住宅用户本年3月至
4月发单月份所涉及的水费以及 5月至 6月发单
月份所涉及的一半水费。电费方面，豁免住宅
用户本年3月至5月发单月份所涉及的电费。

特区政府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企业商号水
电费补贴措施”，设定金额上限，为期 3 个月。
水费方面，补贴非住宅用户本年5月至6月发单
月份所涉及的水费以及7月至8月发单月份所涉
及的一半水费，补贴上限为每户每月 3000 元。
电费方面，补贴非住宅用户本年3月至5月发单
月份所涉及的电费，电费补贴上限则为每户每
月1万元。有关措施不适用于娱乐场、三星或以
上酒店场所以及特区政府部门的水电合约。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近日公布，特区政府
将通过澳门基金会设立一项规模为 100 亿元的
抗疫援助专项基金，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
在生活或经营上有困难的澳门居民和企业商户
进行援助，并对防疫抗疫工作给予更有力和更
快捷的财政支持。澳门特区政府早前已采取了
一系列减免税费、支持信贷、鼓励消费的措
施，涉及资助金额近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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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欺负滞鄂台胞，良心何在？
邰文欣

日 月 谈

防控采取“双标” 疫情影响加剧

台湾业者表示经济难言乐观台湾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累计322人

台湾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累计322人

香港
《2019年珍贵邮票册》开售

3月 31日，福建省支援湖北医疗队 275名队员完成任
务，搭乘厦航包机平安降落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他们随
后将在隔离休整点接受为期14天的医学隔离观察。

上图：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医疗队员正在参加简短
的欢迎仪式。

右图：欢迎仪式后，医疗队员准备乘坐大巴前往隔离
休整点。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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