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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民进党再爆桃色丑闻，蔡英文爱将、
绿营民代罗致政的不雅视频在岛内网络疯传，
引发舆论哗然。

不足一年时间，继台当局行政机构副负责
人郑文灿、台当局行政机构发言人陈宗彦、民代
赵天麟等人之后，绿营丑闻榜再添一人，俨然已
沦为“桃花党”。台媒进一步揭露，罗致政早有前
科，六年前就被爆跟女助手酒店开房，事后不但
无事，还被蔡英文提拔重用。

遇事就甩锅，是民进党最拿手的“求生技
能”。2 日，罗致政发出声明，否认片中的主角是
自己，称视频是深度伪造，并甩锅“境外网军操
作介选”。紧接着，“全党救一人”的剧情再度上
演。民进党主席、2024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
选人赖清德也跳出来护短，称罗致政是受害者，
并抹黑说“大陆介入选举”。不去自证清白，也不
知错认错，却想一股脑“甩锅”给大陆，真真坐实
了“无德无赖”的名头。

转移话题的小伎俩，民众显然不会买单。岛
内媒体人璩美凤回击，影片中有完整的罗致政
正面影像，还有交谈对话，且细节特征吻合，确
系罗本人无疑。民进党应对危机的招数，就是推
诿、怪罪、转移焦点。

翻看过往的台湾选举，不难发现，民进党
“奥步”（闽南语中的一个词，意思是“不好的招
数”“烂招”“贱招”）是常态。事实上，民进党积
弊已久，施政八年承诺的政见大多数跳票，留
下的是黑金政治、桃色丑闻、贪腐酬庸等。接二
连三的桃色丑闻，更是戳破了民进党政治伪善

的面具 。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攻击抹黑大陆是

民进党在选举中的惯用伎俩。民进党许多政客
私德不修、言行不检，一被揭露出贪赃枉法、腐
败堕落等劣迹，就习惯性栽赃甩锅，企图借造谣
炒作大陆“介选”来掩盖丑行，转移焦点。这种

“奥步”、烂招用多了，只会贻笑世人，也骗不了
台湾民众。

跟选举“奥步”一样，贪腐也已变成民进党
的 DNA。从上台之初自我标榜的“清廉、勤政、
爱乡土”，到如今人人喊打的“贪污、滥权、好财
色”，民进党沉疴深入骨髓。上周，延烧已久的

“高端疫苗弊案”疑云再起，民进党遭爆“千名党
员入股企业”。消息一出，震惊全台。

2 日，中国国民党举行记者会，公开证据链
炮轰民进党就是“贪污集团”，直指台高端疫苗公
司股东名册中含 1000多名民进党党员、干部，包
括绿营前民代、蔡英文和赖清德后援会的重要
人物等，而且还有大股东通过内幕消息，在疫苗
股价低点大量买进、高点精准卖出，牟取暴利。蓝
营台中市民代候选人廖伟翔还公布了三段录
音，其中一段录音提到蔡当局希望每支疫苗定
价不低于 700元（新台币，下同），超过的部分“统
统拿到董事会分掉”。另一段录音中，有人称“高
端”疫苗采购“稳过”，当局会“一路开绿灯”。

“高端”不高端，社会早有公断。自疫苗上市
以来，对于这款未经世卫组织认可的台湾自产
新冠疫苗的安全性、保护力，岛内一直争议不
断，特别是未经第三期临床试验就获民进党当

局的紧急使用授权，民众一直忧心忡忡。据统
计，台当局采购“高端”疫苗共计 500 多万剂，以
单剂 800 多元采购价计算，涉及金额 40 多亿元。
后来，疫苗因过期销毁超 170 万剂，又白白浪费
了民众 10多亿元纳税钱。

采购不透明、合约不公开、民进党党员做股
东、牟利当分红……可以说，从研发到上市，整
个过程完全是黑箱作业，高端公司跟民进党自
动捆绑成了共同体，背后的利益纠葛可想而知。
如今，“千名党员入股高端”证据确凿，再次重创
民进党形象。如此明目张胆的政商勾结链条之
下，难怪公众质疑“利益输送”“自肥腰包”“吸血
黑箱”。

然而，面对各界的质疑，民进党当局却极力
掩盖，坚持将疫苗采购合约、会议记录等资料封
存 30年，列为“绝对机密”档案。

真相到底有多见不得光？全台都在等待一
个说法。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彻查“高端”
疫苗内情，是各界的共同呼声。不只疫苗采购问
题，民进党当局各种恶形恶状的政商勾结、贪腐
渎职，也都要摊在阳光之下，让这些“蛀虫”受到
最严厉的制裁。

台湾《联合报》刊发社论指出，“高端”疫
苗被塑造成“爱台疫苗”，除肥了少数主事者
和政商，并未提升本土研发能力，却成为台湾
民众的噩梦。民进党施政八年，包括“高端”疫
苗在内的种种弊案到底埋藏了多少真相，最
有效的办法就是下架民进党，尽早清理这些
积弊和污垢。

“奥步”党和“贪吃”客
一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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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深魁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近日，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举办
成立 29 周年庆典活动，两岸嘉宾及会员企业代表 500 多人欢聚一
堂，共叙两岸情，携手话发展。

为响应福建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精神，
活动现场，福州市台协会作为“福州市营商环境观察点”获得福州
市营商办授牌，蒋佩琪、陈奕廷等 5位台胞担任福州市营商环境体
验员。台协会还与兴业银行福州分行、福建青年闽商联合会等签订
合作协议，更好地助力两岸产业融合发展。

作为重要的台胞祖籍地，近年来，福州出台了一系列惠台利民
政策措施，为台企台胞提供同等待遇，分享发展机遇，吸引了越来
越多台商前来投资兴业。作为在榕台商台企的“大家庭”，福州台协
会 2023 年开展近 30 场政策宣讲、培训讲座，以及 20 余场座谈会，
帮助会员因应新形势、新挑战，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台协
会还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开展 51 场联谊交流活动，接
待 109个来访团组。

福州台协会举办成立29周年庆典

本报讯（记者 吴洪 通讯员 周丽丽） 近日，由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台湾教师李姿莹作词谱曲，香港音乐人陈思文编
曲，闽南师范大学两岸师生共唱的歌曲《芳华》发布。

歌曲讲述了两岸师生因缘分牵引，来闽共同筑梦的故事，把闽
南师范大学特有的“育人树人、代代传承”的情怀娓娓道来。

李姿莹介绍，《芳华》是献礼闽南师范大学建校 65 周年的原创
作品。歌曲融入闽南语、闽南语歌曲等元素，洋溢着两岸及香港同
胞之间血脉相连的情谊，也展现了对莘莘学子“望你成功返来这”
的殷切期许。

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共谱《芳华》

本报讯（通讯员 吴丹红 记者 陈梦婕 文/图） 6 日，严复雕
像揭幕仪式在中国船政文化城格致园举行（如图）。

据了解，严复雕像落成于 1991 年，由十余块巨型花岗岩构成，
总高 11.5 米，重约 50 吨。去年 9 月，严复雕像由马江渡广场迁移至
中国船政文化城格致园。

“船政学堂是严复先生的求学之地，他一生的思想与成就从这
里起步。为更好地纪念严复、学习严复，弘扬严复的思想和精神，我
们请严复先生正式‘回校’。”福建船政文化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严复的科学思想、爱国精神正是船政精神的内核。

揭幕仪式结束后，主题为“严复思想研究与传播”的座谈会在
中国船政文化城格致园议事厅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深化
严复思想的研究与传播展开讨论。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1867
年，严复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船政学堂学习驾驶，从此走上了学习
近代海军技能、献身海防事业的道路。1871 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
绩毕业于船政学堂，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
两舰船实习和工作。他的译作《天演论》及之后的众多译作，将西方
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被誉
为“中国西学第一人”。

严复雕像回“母校”

本报讯（记者 林智岚 通讯员 史婉慧） 4 日，厦门市两岸名
词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据介绍，该标委会是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的第一
批厦门市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之一。会上进行了《海峡两岸工业无
损检测术语对照》《海峡两岸建筑声学术语对照》两项厦门市地方
标准征求意见稿研讨，并征集 2024 年度厦门市两岸名词术语地方
标准制定项目。

通过搭建两岸标准共通的语言桥梁，减少沟通中的歧义和误
解。标委会将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省、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及市台港澳办等部门的指导下，设计好、构建好两岸名词术语标
准体系，坚持“共性先立、急用先行，民生至上、务实为先，立足厦
门、面向全国、服务两岸”的原则推动共通标准研制。发挥各方优
势，加强交流合作，不断吸纳不同领域的专家，形成合力，补齐行业
短板。通过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实现名词术语对照的精准化、
智能化查询，提高标准的可读性和使用效率。

厦门市两岸名词术语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
陈梦婕）“两岸学者
面对面”系列学术活
动 第 十 一 场 近 日 在
厦门大学举办，厦门
大 学 人 文 与 艺 术 学
部 主 任 、历 史 与 文
化 遗 产 学 院 特 聘 教
授 郑 振 满 和 台 湾

“ 中 研 院 ”台 湾 史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合 聘 研 究
员 谢 国 兴 ，聚 焦“ 闽
台海洋文化与民俗”
主题展开对谈。

两 位 教 授 从 一
起 开 展 田 野 调 查 和
学 术 研 究 的 过 往 经
历谈起，将目光聚焦
到 闽 台 信 仰 与 民 俗
这一主题。

谢 国 兴 从 对 台
南 西 港 的 民 俗 活 动
观察出发，比较了台
湾和漳州两地的“王
爷 信 仰 ”和 建 醮 仪
式 。他 认 为 ，两 岸 社
会 和 文 化 随 时 间 变
化可能出现变迁，不
变 的 是 民 间 信 仰 和
民俗的传承，这对社
会产生了积极作用。

郑 振 满 则 在 沿
海 地 区 民 间 社 会 整
体特性的基础上，探
讨 闽 台 许 多 民 俗 仪
式 背 后 蕴 藏 的 海 洋
文 化 逻 辑 。他 认 为 ，
可 以 将 闽 台 信 仰 文
化 置 于 海 洋 文 明 的
大框架中理解，阐释
两 岸 民 俗 的 传 承 和
渊源，进一步拉近两

岸民众的文化基因联结，推动中华文化的
共同传承与弘扬。

两位学者从闽台临海的地理区位特
点切入，探讨了与海洋文化相关的两岸信
俗活动，并以闽台民间信仰文化的渊源关
系和深层联结为线索，介绍了包括妈祖信
俗、王爷信俗等，厘清了同一信仰文化在
福建和台湾的发展变迁，用案例进一步论
证两岸信俗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紧
密联系。

“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活动于去年 3
月启动，本场活动由厦门大学和中华文化
学院共同主办，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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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我们在
大 陆 办 理 贷 款 、担 保 等 金 融 业 务 容 易 多
了。”近日，在莆田从事鞋材生意的台商吴
凤英对记者表示。

吴凤英是台湾彰化县人，早年随丈夫
来大陆创业。2021 年初，她在莆田荔城区新
度镇创办了高尚鞋材批发店，主要经营制
鞋原辅材料销售。日前，吴凤英获颁台商台
胞金融信用证书，她持该证书向厦门银行
莆田分行申请贷款。银行为其开通绿色审
批通道，短短 3天时间便办理台商专属贷款

“台商 E 企贷”50 万元，满足了企业的经营
周转资金需求。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也是推动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莆田
市落实落细惠台利民金融政策，着力推广

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鼓励金融机构创
新金融服务，扶持台商台胞在莆创业发展。
为满足台商台胞的融资需求，中国人民银
行莆田市分行建立健全对台征信安全管理
责任体系和动态管理制度，引入第三方征
信机构，开通台商台胞信用报告查询渠道，
实时查询了解台商台胞在台湾岛内的信用
状况，实现两岸征信机构信用信息互联互
通，解决台商台胞在大陆信息不对称的难
题。截至目前，莆田有 8 家金融机构开通台
湾地区征信查询权限。

2021年 3月，莆田市开始颁发台商台胞
金融信用证书，持证的台商台胞到辖区金融
机构办理业务时，可在账户开立、资金结算、
授信额度、贷款利率等方面享受便捷高效的
金融服务。“这是对台商台胞金融信用情况

的认可，让他们在金融服务方面享受与大陆
居民同等待遇，坚定了他们在莆田发展的信
心。”中国人民银行莆田市分行征信管理科
负责人林玉平说，截至目前，莆田市已颁发
三批次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已有 63 家
台企、50名台胞获颁金融信用证书。

建设银行莆田分行为持证台商台胞制
定金融优惠措施，开通台企贷款绿色通道，
并推出专属台胞借记卡，免收手续费；莆田
农商银行针对持证台企推出“福工·台企快
服贷”，提供单户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的贷
款，并给予利率优惠。针对在大陆有房产的
台企台胞，该行创新推出“全额抵押贷”，台
企台胞可凭借抵押物评估净值全额获得贷
款。农业银行莆田分行组建专项金融服务
团队，实行差异化信贷准入政策，提供可自

主放款、循环使用的信贷产品，对涉农台企
台农贷款实行利率优惠。

在仙游台湾农民创业园，台企山益生
态农业公司开发了 2万亩甜柿种植基地，是
莆田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是莆田
最早一批获颁金融信用证书的台企之一。
去年 4月，农业银行仙游县支行得知企业流
动资金紧张的情况后主动上门服务，为其
提供 240 万元的“续捷 e 贷”产品，实现无还
本续贷，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助力企业
发展。“这笔资金真是及时雨，解了我们的
燃眉之急。”作为山益生态农业创始人之
一，台商洪渊辉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莆田持有金融信用证书的
台企台胞已累计获得授信 35952万元，金融
机构已发放贷款 11117万元。

点“信”成金，莆田破解台商融资瓶颈
□本报记者 陈盛钟 通讯员 林家前

本报讯（记者 卞军凯 刘深魁 通
讯员 陈阳莉 文/图） 6 日下午，福州市
连江县黄岐对台小额贸易码头响起汽
笛声，一艘从马祖满载货物而来的商船

“承丰号”缓缓停靠在码头。这标志着中
断了近三年的“黄岐—马祖”对台小额
贸易航线正式复航。

当天 16 时许，“承丰号”停靠码头
后，一件件大小不同、包装各异的货物
从“承丰号”上被吊起，卸在码头上。这
批货物重约 5.8 吨，主要为台企工厂零
配件、辅料及生活用品，将从这里被运
送给福州、上海、深圳等地的台胞。

“航线恢复后，马祖到黄岐的货船
单 程 1 小 时 左 右 就 可 以 到 达 ，相 比 空
运，货物运输时效大幅提高，节约了物
流成本。”连江源本盛物流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杨孝旺告诉记者，通过该条航
线，36小时之内就能将货物送到台企和
台胞手中，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目前

“黄岐－马祖”对台小额贸易航线暂定
一周两至三趟航班，未来将根据往来货
物量情况，适时增加航次。

“快，太快了！政府部门的服务也很
贴心，通关非常顺利！”“承丰号”船长曹
子平来自马祖，这是他首次通过“黄岐—
马祖”对台小额贸易航线来到福州。令他
惊喜的是，这条航线往返仅需两小时，半
天之内就能完成运输任务，当天就能回
到家。

今年 1 月 1 日起，国家出入境管理
局“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十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正式施行。政策
进一步优化了往来闽台船舶进出港边

检手续程序，为包括台湾渔船、小额贸
易商船在内的所有往来闽台船舶提供
网上预报预检、“7×24 小时”边检通关
保障等通关便利举措，跑出两岸货运往
来“加速度”。

据悉，黄岐港自 2008 年重新启动
对台小额贸易以来，“黄岐—马祖”航线
凭借航程短、航线稳定等优势，成为台
商自用急用物品运输的首选航线。多年
来，累计往返货轮 3549 航次，进口贸易
量 4.4 万吨，进口贸易额 8586 万美元，
出口贸易额 12 万美元，位居全省对台
贸易口岸前列，成为两岸经贸往来的

“黄金水道”。
图为“承丰号”抵达码头后，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登船，对人员信息、货物情
况进行查验。

由中国侨联主办，福建省侨联和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承办的
2023 年“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于近日落下帷幕。在 10 天时间里，
30 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青少年通过游览福州三坊七巷、武夷
山，参加闽都文化、中国古建筑民居赏析等特色课程，参观福建华
侨主题馆、林则徐纪念馆、泉州开元寺等形式，体验宋代点茶技艺、
古陶瓷修复技艺、中国传统扎染工艺，感受福建的风土人情，领略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图为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在了解中国古建
筑民居建造技艺。 本报通讯员 孟利亚 记者 陈梦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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