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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幡 挂 灯 、擂 鼓 迎 宾 、谒 祖
进 香 ……9 日（农历三月初一）上
午，甲辰年“天下妈祖回娘家”启动
仪式在莆田湄洲妈祖祖庙圣旨门广
场举行，海内外护送分灵妈祖的妈
祖宫庙信众代表和当地信众共计
3000多人参加活动。

当日 10 时，锣鼓声响，升幡手、
挂灯手、号手、哨角手、护幡湄洲女，
在悠扬的《妈祖》歌曲中依次就位。
哨角长鸣，两面绣有“天上圣母”字
样的幡旗和 18 盏印有“升幡庆妈祖
千秋圣诞，挂灯引黎民万里慈航”字
样的红灯，从铸铜飞凤旗杆缓缓升
起，寓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四海
升平。

台湾彰化埔心圣玄会妈宫供
奉 的 妈 祖 神 像 ，是 清 同 治 二 年

（1863 年）从湄洲妈祖祖庙分灵的，
该宫与湄洲妈祖祖庙往来密切，经
常组团回祖庙谒祖进香。“海峡两
岸人同根、神同源，文化一脉相承。
这次台湾有 29 家宫庙 100 多名信
众代表来参加活动。”彰化埔心圣
玄会妈宫负责人林宜宏说，妈祖信
俗是两岸信众情感交流的纽带，每
年他们都会参与湄洲妈祖祖庙举
办的文化交流活动，希望两岸宫庙
常来常往。

在莆田创业的台胞郑雅萍是一
位虔诚的妈祖信众，她还加入了湄
洲岛“两岸一家亲”妈祖义工队。“在
台湾，大家都尊称妈祖为‘妈妈’，所
以，我也称湄洲妈祖为‘湄洲妈妈’。”
郑雅萍说，每次来到“妈妈”身边，
她都感到特别亲切、温暖。回到台
湾，她也经常向亲朋好友介绍妈祖
文 化 ，鼓 励 大 家 多 到 大 陆 走 走 看
看，感受大陆经济的活力和民众的
热情友善。

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会长陈
俞龙表示，妈祖是先民勇渡重洋的

精神支柱，是海外游子怀念故土的
重要寄托，妈祖文化更伴随着华人
华侨的脚步在海外落地生根。

“擂鼓迎宾，四海欢聚，恭迎天
下妈祖回家！”在寓意平安、祈福的
哨角声和雄壮的钟鼓声中，来自海
峡两岸近 50 家妈祖宫庙的信众代
表，以及泰国、越南等国的妈祖文化
机构代表，恭请分灵妈祖进入祖庙
天后宫。

在祖庙天后宫内，湄洲妈祖祖
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为各宫庙
分灵妈祖挂脰，并带领海内外妈祖
信众举行庄严的三献礼仪式，同谒

妈祖，祈祷平安。
赏民俗文化，看非遗表演。舞龙

舞狮、哆头英歌队、湛江簕古龙、泉
州拍胸舞、福建“三大渔女”等 26 支
非遗民俗表演队，在祖庙圣旨门广
场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向现场
的香客、游客展示非遗民俗文化之
美，带来一场民俗文化盛宴。

妈祖信俗是中国首个信俗类世
界非遗。“天下妈祖回娘家”是妈祖
信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历三月廿
三是妈祖诞辰日，每年这个时候，海
内外妈祖信众都会跨越千山万水，
恭送分灵妈祖回到妈祖文化发祥地

湄洲岛谒祖进香，以“回娘家”省亲
的方式寻根溯源，俗称“天下妈祖回
娘家”。

今年“天下妈祖回娘家”系列活
动为期一个月，其间每天都有各地
妈祖宫庙进香团应约而来，并带来
特色銮驾和民俗表演。5 月 1 日，农
历三月廿三妈祖诞辰日当天，湄洲
妈祖祖庙将举行妈祖春祭大典，和
世界各地的妈祖宫庙信众代表同谒
妈祖，共祈风调雨顺、人民安康。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农历正月至
今，已有660个海内外进香团68万多
人次来到湄洲妈祖祖庙谒祖进香。

甲辰年“天下妈祖回娘家”启动仪式举行
海内外妈祖信众和游客共飨民俗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吴鹏 陈盛钟 通讯员 程黎婷 丛文俊

10 日，中国第 40 次南极考察队员裴佳豪在为参观者讲解月池车间和大
洋考察作业情况。 新华社 发

甲辰年“天下妈祖回娘家”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吴鹏 摄

甲辰年“天下妈祖回娘家”启动仪式现场，哨角手就位准备吹奏。 本报记者 吴鹏 摄

来自国台办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国台办
发言人朱凤莲 10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我们密切关注台湾花莲地
震灾情和后续情况，愿意向花莲县受
灾同胞灾后安置等提供援助，祝愿受
灾同胞平安无恙，早日重建家园。

朱凤莲说，中华民族历来有同舟
共济、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两岸同胞
血浓于水，情比金坚。多年来，在重大
自然灾害面前，两岸同胞感同身受，互
帮互助，共克时艰。

据介绍，4 月 3 日台湾花莲海域发
生 7.3级地震后，国务院台办第一时间
表达高度关切，对地震遇难同胞表示
哀悼，对受伤同胞表示慰问。全国台
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台盟中央分别
发出慰问信，福建、广西等地方台办向
灾区表达慰问，北京大学、中山大学、
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为台
湾地震受灾家庭学子开通临时困难补
助专项通道，各地通过多种渠道向台
湾有关方面捐款。

4 月 1 日以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马英九率台湾青年到广东、陕西、北京
等地寻根、交流。有记者问，马英九在
中山大学参访时表示，未来两岸青年
交流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应给年轻人
更多的认识机会。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两岸关系根基在民
间，动力在人民，希望在青年，两岸青
年要勇担重任、团结友爱、携手打拼。
我们一贯倡导和积极推动两岸青年交
流，将一如既往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
创造良好条件，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学
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马
英九先生两次率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
交流，并邀请大陆 5 所高校师生赴台
交流，为推动两岸青年交流作出了重
要贡献，我们对此充分肯定。

朱凤莲指出，目前两岸青年交流
的主要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阻挠限
制。我们将团结两岸各界共同努力，克
服阻碍，积极开展各项促进两岸青年
交流的活动，让更多两岸年轻人相识
相知、同心同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不断注入青春活力。

有记者问，马英九在广东参访孙
中山先生故居时表示，深切期望两岸
共同合作，避免战争，致力和平奋斗，

振兴中华，共创和平繁荣，这也是我们
这一辈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对此有何
评论？

朱凤莲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 维 护 两 岸 和 平 、促 进 两 岸 共 同 发
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两岸
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共担民
族 复 兴 的 责 任 ，共 享 民 族 复 兴 的 荣
耀。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
立场，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
挑衅，是台海陷入紧张动荡的根源。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
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同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致力于民族
复兴伟业。

发布会上，朱凤莲应询介绍今年
清明期间陕西、河南等地两岸同胞共
同祭祖的情况。

国务院台办、国务院侨办、中国侨
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于 4月 4日（清明
节），在陕西延安黄陵县黄帝陵隆重举
行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
礼，马英九、新党前主席郁慕明等 50
多位台湾各界同胞代表出席。

朱凤莲说，轩辕黄帝作为中华民
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的重要标识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重要象征，更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
精神纽带。每年清明时节在黄帝陵举
办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活动，是全体中
华儿女寻根、溯源、凝心、铸魂的传统
盛事。

据介绍，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将于 4月 11日（农历三月初三）在河
南省郑州市新郑黄帝故里举办。大典
由国务院台办、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
省政协、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中华炎
黄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百余名台胞
将参加现场祭拜活动，台湾地区同拜
黄帝活动在桃园黄帝雷藏寺（黄帝大
庙）举行。

“两岸各界同胞携手传承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对增强两岸同胞的
民族归属感、尊严感和荣誉感，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欢迎更多台湾同胞
来大陆 寻 根 拜 祖 ，慎 终 追 远 。”朱 凤
莲说。

国台办：

愿向花莲地震受灾同胞
提供灾后援助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朱凤莲
在答问时说：“我们敦促美方以实际行
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
到实处，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
任何错误信号。”

有记者问，“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日前窜台时称，“与台湾关系
法”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
证”是美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美国须
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对此有何
评论？朱凤莲作上述回应。

朱 凤 莲 指 出 ，一 个 中 国 原 则 是
中美建交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
础和根本前提。美方所谓“与台湾关

系 法 ”及“ 六 项 保 证 ”严 重 违 反 一 个
中 国 原 则 和 中 美 三 个 联 合 公 报 规
定，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
暴 干 涉 中 国 内 政 ，是 完 全 错 误 和 非
法、无效的，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
决反对。

有记者问及台海军司令近日窜
美参加美海军主办的相关活动，朱凤
莲 应 询 指 出 ，美 方 不 断 炮 制 各 种 概
念、利用各种借口加强与中国台湾地
区的军事勾连，是极不负责任的。我
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
展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民
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以武谋独”，
必遭失败。

国台办：

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朱凤
莲在应询时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大陆
产品设下诸多障碍，搞“封杀禁用”，不
得民心。希望他们切实尊重台湾民众
的消费选择权，切实保障台湾民众切
身利益，让台湾民众享受到更多好产
品、好服务。

有记者问，大陆新能源汽车受到
台湾民众关注，不少台湾民众感慨“又
好用又时尚”，但遗憾的是“买不到”。
对于大陆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产品，
民进党当局一直以各种借口阻挠入
岛。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在回应时

说，大陆新能源汽车和无人机等产品
以技术创新、产品多样性、产业链完
善、市场认可度高和全球布局等优势，
受到台湾消费者喜爱，是很自然的事。

清明期间，许多台胞回到大陆祭
祖扫墓，“小三通”航线达客运高峰。朱
凤莲表示，“小三通”航线复航，为密切
两岸人员交流往来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统计，4 月 1 日至 6 日，“小三通”航
线共计运行 118 航次，运送旅客 16818
人次。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
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
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

民进党当局“封杀禁用”大陆产品
不得民心

“香港你好，这里是中山站。”
10 日下午，当香港会场与南极中
山站成功连线时，香港科学馆演讲
厅里的全场师生一起激动地欢呼
起来。

10日下午，中国第一艘自主建
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 2”
号正在访港期间，曾参加过多次中
国极地科考的内地科学家们走进香
港科学馆，与香港 20 余所学校的
250多名中小学师生面对面互动交
流，并上演了一场“极地对话”。

“在去极地考察前，你们会进行
什么样的训练？”“想参加极地考察，
需要什么样的学历和技能？”学生们
隔着屏幕向距离香港 1万多公里的
中山站的科学家们直接发问。

中山站站长、空间物理学专家
胡泽骏，负责天文观测的副研究员
纪拓以及负责海冰、气象监测的王
安良对学生们的问题逐一解答。

胡泽骏提到南极有极昼和极夜
现象，每年 11至 12月为极昼，会有
54 日白昼，5 月进入极夜，连续 58
日黑夜，整座“中山站”会“淹没”在
无尽黑暗中。

“你们在南极那么久会感到孤
独吗？”有学生问。

“中国正在帮助人类更好地认
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为了
这个目标，有的人连续十几年没有
在家过春节，有的人错过了孩子的
出生日。”胡泽骏动情的诉说，让同
学们对极地科考有了更深理解，在

心中种下了探索极地的种子。
科学家们欢迎香港年轻一代

投入极地科考，鼓励香港学生开拓
科研事业。

李求恩纪念中学的叶晓聪说，
感受到中国极地科考人为探索极
地事业付出的毅力与坚持，让喜爱
物理的他渴望成为“极地探索者”
的决心越发坚定。

除了线上的“极地对话”，交流
会现场的科学家代表们的演讲内容
干货满满、金句频出，场下笑声、掌

声不断，同学们接连抛出问题，交流
精彩纷呈。

中国第 40 次南极考察内陆队
队员李正阳向学生们介绍南极内陆
有名的“白化天”，“到处白茫茫一
片，睁着眼睛却啥也看不见”。他还
通过视频，向同学们直观展示了巨
大的南极冰裂缝究竟有多危险。

“南极的冰川美丽又壮观，我一
直对此充满向往，没想到当中竟然
危机四伏。”港大同学会书院的陈晋
琛说，“我之前只知道去南极不容

易，却不了解极地科学家们的工作
环境如此险象丛生。”

随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
员杨惠根为青少年们介绍美丽的极
光。他说，极光不仅是人们趋之若鹜
的旅游打卡点，也对地球上的无线
电通信、卫星导航以及跨极航空飞
行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杨惠根率
领团队在南极中山站、北极黄河站、
中冰北极站，建立空间物理观测台
和极光观测台。

“极光很美，但美丽的背后藏着
这么多深奥的知识，未来我要好好
学习，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培侨中学的纪依涵感叹道。

“‘雪龙 2’号及南极考察队访
港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让同学
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国家在极地科
研上的进程和成果。”香港特区政
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交流中说，
希望同学们把握这次参观和交流
机会，以极地科学家为榜样，订立
远大目标，好好装备自己。

一场南极科普盛宴和极地精神
大餐让同学们的探索热情高涨。散
场后，同学们依旧沉浸在对冰天雪
地的向往之中，赞叹祖国科考硕果
累累。

香港培侨中学学生陈开元说，
极地科学家们的科考故事让人动
容，“他们的勇气、智慧和民族精神
是值得我学习的。作为中国人，我
感到很自豪！”

（新华社香港4月10日电）

“极地对话”激发香港青少年科考热、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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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4月10日电 综合台灾
害应变中心及台媒消息，10 日救援人员
在花莲太鲁阁区域砂卡礑步道寻获 3 具
遗体，花莲 7.3 级地震罹难人数上升至 16
人。地震应变工作由紧急应变进入复原重
建阶段。

据了解，当日在砂卡礑步道寻获 3 具
遗体，目前已移出，身份尚待确认，疑为游

姓一家5口中的3人。此前已发现的游姓爸
爸和女儿的遗体，于当日稍早时间移出。

目前，此次地震已造成 16 人死亡、
1155人受伤，仍有 3人失联。

另据台农业部门统计，截至 10 日，地
震已造成农业产物、民间及公共设施等灾
损共计 8096 万元新台币，其中花莲县损
失严重。

花莲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
进入复原重建阶段

世界各地的分灵妈祖“回娘家”省亲。 本报记者 吴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