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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日本政府开始将福岛核污染水排
海，预计排放时间长达 30 年，其极端自私自利
的行径可谓人神共愤。然而，在台湾岛内，一向
将反核当作“神主牌”的民进党当局却集体缄
默，尽显媚日丑态。

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与安全，大陆在第
一时间宣布即日起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香港、澳
门地区也宣布，禁止日本10县市水产品进口。而民
进党当局却表示，“目前没看到任何风险，不会予以
禁止”。此言一出，台湾各界群情激愤、骂声一片。

“民进党故意混淆概念，将福岛核污染水描
述成‘正常污水’。”当日，台中市议会国民党团
召开记者会，谴责民进党当局的不作为之举。台
中市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黄馨慧援引专家观点
指出，福岛污染水是核灾时机组炉心熔毁，用来
冷却反应炉的水，跟一般的核废水不同，这关乎
民众的健康，但民进党当局却态度消极，台湾民
众的餐桌要靠谁守护？

“台当局为了媚日不惜牺牲民众的身体健
康！”许多岛内网友留言质问，日本排放核污染
水的计划不明，例如排放浓度、排放频次、放流
形式、放流管岸距离、排放季节等因素都不明
朗，这种情况下，谁能安心？

民进党当局的无所谓，加剧民众的不安。台
湾雅虎奇摩新闻网的最新民调显示，有 78.4%
的民众担心核污染水影响海洋，有 30.8%的民
众表示“不再购买海鲜”，有 47.9%的民众选择

“减少购买海鲜频率”。
对此，岛内渔会疾呼，如果今后无人敢食用

渔获，对于台湾 40 多万渔民的生计影响太大。
可是，岛内渔民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的回应
和保障，因为他们忙着为日本“洗白”，试图让民
众相信核污染水排海没有任何影响。

将“非核家园”作为施政目标的民进党当局
为何又成了缩头乌龟？这背后再次折射出民进党
一贯的“双标”处事原则——一切从私利出发。

当“反核”有利于选票、可以牟利时，他们便
把反核作为“神主牌”。2011 年，当时还“在野”
的民进党，就充分利用福岛核泄漏事故，在岛内
制造“恐核”氛围。2014 年和 2015 年，民进党两
次组织“反核大游行”，迫使台湾第四核电厂停
建。最终，借反核造势，蔡英文坐上 2016 年台湾
地区领导人“大位”。从此，民进党当局便画出了

“建设‘非核家园’”的大饼。
反之，当“食核”有利于营造外部势力支持

的假象，可以骗取选票、挟洋谋“独”时，民进党
便丢掉反核的立场，完全不顾民众的健康与安
全。去年 2 月，民进党当局不顾岛内民众安危，
开放日本福岛的“核食”进入台湾市场。几个月
后，福岛进口食物被检测出有核辐射，民进党当
局却为日本“核食”辩护，称“日本人能吃的，台
湾人也能吃”，还建议把“核食”改称为“福食”。
所以，此次台当局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听之任
之、视而不见，也并不令人意外。

对此，台湾资深媒体人赵少康认为，此次日
本核污染水排海事件，就是民进党当局的一面
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丑陋的面孔以及自私的

“双标”。无论反核，还是“食核”，是否有利可图才
是民进党当局唯一的标准。为了政治私利，台湾
的经济发展、民众的健康福祉乃至子孙的未来，
全都可以沦为民进党当局肆意出卖的筹码。

无独有偶，上周，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宣
称，明年台湾地区总体防务预算将达到6068亿元

（新台币，下同），大幅增长近七成，创历史新高，占台
湾GDP比率将达到2.5%。此举再次引发舆论抨击。

台媒指出，蔡英文之所以增加防务预算，无
非就是为了媚美，购买美国武器。对此，岛内网
友纷纷怒呛，“买（美国）那些垃圾武器，钱都进
了美国政客的口袋。”“军购越多，台湾越凶险！
改善两岸关系，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唯一途
径。”“（台湾）有没有变强了，我不知道，但我知
道台湾民众变穷了！”……

数字会说话。根据台湾有关部门最新的总决
算报告，蔡英文上台7年多来共提出11项“特别预
算”，总金额超过2万亿元。由于都是举债支应，至
2022年底，累计未偿债务余额已达5.69万亿元。

对此，台湾《联合报》刊文指出，即便债台高
筑，民进党当局仍不惜花费巨款对美军购，缴纳
高额“保护费”，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和“弹药
库”，这不仅会进一步让台海兵凶战危，还会“债
留子孙”，给台湾埋下严重祸根。

反核的“神主牌”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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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融合是新加坡最大的特色。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居民来自不

同种族，主要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
及其他族群等。由于新加坡的历史和地
理位置，这些族裔都在这里建立了家园，
他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在新加坡采访期间，采访团观看了
盛大的新加坡国庆庆典总彩排，感受新
加坡国庆的浓厚氛围。在观看台上，不
同肤色族群的人挥舞着新加坡国旗，齐
声高唱国歌——《前进吧，新加坡》，表
达 着 对 这 个 国 家 的 热 爱 ；在 各 个 章 节
中，穿插播放着各个族群在这里安居乐
业的宣传片，他们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充满着自豪；在文
艺表演中，各个语种的歌手登台，英语、
华语、马来语、印度语等歌曲演唱把现

场变成欢乐的海洋，让所有人感受到多
元文化交融的美好……

“多元融合是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
之一，从独立伊始就在语言、教育、宗教、
人才等多个领域确立了多元平等的族群
政策。”通讯及新闻部部长兼内政部第二
部长杨莉明说，新加坡通过软性的宏观
政策引领推动了族群和谐的实现，并依
托硬性的具体制度保障塑造了多元共融
的治理模式。

政府建设的组屋分配模式，最能体
现多元融合。杨莉明介绍，大约 80%的人
住在新加坡政府建设的组屋里，政府通
过对公共组屋进行管理，对每个族群设
定配额，这种配额制度是要确保组屋的
各族群人口比例与全国水平大致相当。
于是，一栋楼里，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

比邻而居，他们在一起生活，一起参加活
动，彼此了解和包容不同文化，形成一个
互相交融的和谐邻里关系。

而在教育上同样推进多元融合。新
加坡的教育体系一直致力于培养学生的
多元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学生
在学校中接受多元文化教育，增强了对
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新加坡社会对不同族裔的包容是实
现和谐的重要因素。比如在通婚上，各族
群通婚已很普遍，在我的家族里也有异族
通婚的例子。”杨莉明说，不同族群之间的
交流和融合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可。

参观亚洲文明博物馆，更能深入了
解多族群文化交融的历史。中国的精美
瓷器、南亚珍贵的丝织品、印度的宗教文
化……在这里，中国文化、马来文化、印

度文化等交融。亚洲文明博物馆的展示，
并不强调任何一种文化的重要性，也不
轻视在此生活的任一族群，它重视的是
在新加坡生活的每一位公民的平等性。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因为这样多元的文
化交融，才奠定了多彩多姿的新加坡。

走在新加坡街头，各种肤色的人群在
这里交会，可以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
化盛宴。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各式美食，中
式、印度式、马来式等美食随处可见；在这
里，可以参与各种节庆活动，如华人春节、
穆斯林开斋节、印度排灯节等；在这里，可
以到各种博物馆参观，了解华人文化、马
来文化、印度文化等历史文化。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各族群人们在
这里和谐安居，形成了一个文化丰美、多
姿多彩的新加坡。

形成一个多元融合的国家
——新加坡见闻之四

□本报记者 王凤山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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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团参观土生华人博物馆。 新加坡小印度及甘榜格南文化区的印度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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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5日答记者问
表示，我们注意到台湾陆委会日前发布关于两岸旅游和交流事宜
的所谓“规划”。这个“规划”没有明确的实施日期，名为“恢复”实则
拒不解禁，名为“放宽”实则对两岸交流施加更严苛的限制，完全是
民进党当局自己在“画饼”。这个所谓“规划”在两岸交流史上创下
三个不光彩的纪录：一是对台湾民众来大陆团队游的限控前所未
有；二是对台湾旅游行业的管制前所未有；三是对台湾企业邀请大
陆人员赴台从事会展和商务交流的限制前所未有。

有记者问：台湾陆委会24日下午发布了恢复两岸观光旅游及放
宽大陆人士来台商务交流的相关“规划”。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大陆方
面对两岸旅游和经贸交流持何态度？朱凤莲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朱凤莲说，在两岸旅游领域，我们对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始终
敞开大门，热忱欢迎，从来都没有人数上限。新冠疫情前，台湾民众
来大陆交流和旅游每年多达数百万人次。民进党当局现在竟然要
以所谓“对等原则”控制两岸旅游人数，并要求台湾的旅游公协会
建立赴大陆旅游人次调控机制，这种荒谬的管控限制措施令人匪
夷所思。人们不禁要问，自从台湾地区 1987年解除“戒严”后，30多
年来台湾民众来大陆旅游从未有障碍，民进党当局现在为什么那
么怕台湾民众来大陆？是否要让台湾回到“戒严”状态？民进党当局
把台湾民众来大陆团队游与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游挂钩，以所谓“对
等原则”为借口，企图为自己禁止台湾民众来大陆团队游“甩锅”卸
责，完全是徒劳的。

朱凤莲表示，在两岸经贸交流领域，大陆方面始终鼓励支持两
岸相关业界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大陆企业不分大小、类别，
都可以随时邀请台湾业者前来交流和洽商合作，人数和停留时间
均没有限制。民进党当局的“规划”对台企参展摊位面积的规定精
确到平方米，对大陆人员在台停留限制时间精确到以 1 天计，对台
企邀请大陆人员赴台商务研习，以其年度营业额分为三六九等，逐
级确定邀请名额限制指标，对岛内企业和大陆赴台人员限制之严
苛、规限之细密，令人瞠目，分明是拒人千里，名“放”实“挡”。民进
党当局为阻挡限制两岸正常交流煞费苦心，绞尽脑汁，荒谬绝伦，
不得人心。

朱凤莲指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广大民
众的共同愿望和心声。民进党当局以所谓“规划”企图瞒天过海，掩
盖其阻挡台湾各界与大陆交流交往的真实面目，相信台湾同胞都
看得很清楚，不会被蒙蔽、受欺骗。希望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推动两
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真正实现两岸旅游和双向交流
的正常化、常态化。

国台办：

台陆委会所谓“规划”在两岸
交流史上创下不光彩纪录

邵武市大埠岗镇嘉德农场 130 多亩的台
湾蜜雪梨喜获丰收，果实挂满枝头，吸引游客
采摘游玩，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两年前，嘉
德农场进行台湾蜜雪梨试种，经过科学栽培
和管理，台湾蜜雪梨长势良好，并以优良的品
质受到消费者青睐。

本报通讯员 黄自棋 摄影报道

台湾蜜雪梨
喜获丰收

废弃轮胎画上彩绘装饰了一面墙，旧光盘连成串反射出五彩
的晨光，普通绿植经过设计改造便成了庭院里吸引人的景观，从前
随处可见的鸡棚鸭舍不见了……一走进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岩前
村，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便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而变化出自一群两
岸大学生之手。

今年三元区入选福建省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县，围绕乡村
振兴精品示范线建设，引导两岸高校学生融入乡村项目实习或就
业创业。今年初，岩前镇与长期从事乡建乡创的台湾跨界自造团队
达成合作意向。该团队自 2015 年起尝试每年通过暑期工作营引入
海峡两岸大学生，开展乡建乡创项目实习。今年 6 月，该团队与三
元区政府成立三明闽台乡建乡创合作交流中心，两岸青年参与乡
村工作有了创意孵化地。

7 月起，来自海峡两岸的 43 名高校学生来到岩前镇开展为期
45 天的暑期工作营，为当地乡村提供整体规划、建筑设计、空间活
化、产业辅导、活动策划等服务，围绕乡村振兴重点示范线、万寿岩
文旅小镇景区、忠山历史文化名村活化利用等开展乡建乡创工作。
他们走村入户，了解村民改造意愿，开展“头脑风暴”；和村民一起
上山挖苔藓，下河捡石子，拉斗车挖泥土。同学们和村民打成一片，
在融入当地生产生活的同时，对岩前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渐渐地，一幅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布局的蓝图也日益
清晰起来……

岩前镇党委书记刘一果对学生们的工作成果如数家珍：万寿
岩公共品牌蔬菜文创包装、大米文创包装有了新设计，万寿岩野趣
营地游客服务中心有了新样貌，岩前村、星桥村的两所小学阅览
室、活动中心、农家书屋等公共空间提升改造，村子更和美宜居。两
岸大学生对乡建乡创工作的深度参与，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这次与台湾同学的合作，让我学到很多专业知识，也收获了
友谊。”大陆学生吴媛媛说。来自台湾大叶大学的学生沈仲恩则告
诉记者，他们把台湾乡村建设的理念和经验融入乡建乡创中，同时
对大陆的农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工作中还常常得到村民的帮助。

截至目前，跨界自造团队已在岩前镇开发 50 余个项目，其中，
实施三类农房改造、乡村书屋、野趣营地、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
等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县项目 40 余个。未来，该团队将继续与
台湾的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在积极参与大陆乡建乡创的同时，也
为当地培养乡村振兴应用型人才。

两岸大学生为乡村
美颜换装

□本报记者 马丹凤 通讯员 张倩茹 文/图

据新华社香港电 由香港科技创新联盟主办的“香港科技创新
论坛 2023”25 日在港举行，会聚产、学、研、投的创科业界代表，集
中讨论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强调良好创科生态圈对初创企业的重
要性。

该论坛设有以“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之路”为主题的讨论环
节，会聚了“中银香港科技创新奖 2022”共 6位获奖者，探讨未来香
港创科发展的潜力。凭着开发微创脑手术柔性内镜机器人系统而
获奖的刘宏斌和陈达明认为，跨领域合作有助推动科研成果应用。
其研发成果结合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以及医学的知识和技术。

香港举办科技创新论坛

岩前村的文创墙岩前村的文创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