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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暖春季节到来，许多商家不
约而同开启了促销狂欢购模式。

近日，大润发门店主通道已经挂
上了“均一价 1 元”“均一价 2.9 元”等
字样的促销展示牌，促销氛围浓厚。

大润发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满足
市民的春季焕新消费需求，4 月 11 日
前，大润发华南区 100 家门店开启“均
一价”，主打“千支商品均一价，便宜
好物随便淘”，推出各种不同价格段
的均一价商品，种类丰富多样，可供
不同需求的顾客选择，为顾客节省每
一分钱。

此外，为了让消费者足不出户，
也可以享受到最大的实惠，大润发超
市还同步推出了线上促销活动，这意

味着消费者可以到线下门店参与活
动，也可以通过大润发优鲜APP、手机
淘宝“淘鲜达”、饿了么、天猫超市一

小时达等多个线上渠道手机下单。门
店周边 5 公里范围内，最快一小时可
以送到家。 □专题

助力暖春消费，大润发开启均一价狂欢购！

今年 4月是第 32个全国税收宣传
月。3月 31日，泉州市第 32个全国税收
宣传月系列活动启动暨“360”税费服务
新体系发布活动举行。活动中，泉州税
务部门发布了“360”税费服务新体系。
宣传月期间，泉州市税务局将深入实施

“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
鲤城区税务局等积极参与，并联合有关

部门，在全市范围开展 18项宣传活动，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便民办税措
施、办好惠民实事、推动精诚共治，形成
优化泉州营商环境的合力。其中，以宣
传月为契机，全市税务部门将围绕提升
纳税人缴费人满意度，推动服务向“舒
心愉悦”办税升级，创新构建“360”税费
服务新体系。 （陈文德 林祥祥 徐丹）

泉州市第32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

日前，南安市打私办组织公安海
防、海关缉私、海警、海关监管、海事
和农业农村局等涉海部门进行“五
海”共建签约，这在省内尚属首次。

“五海”共建，将通过开展党建共
建、联创联建、联勤联动、联宣联教，以
党建引领在各相关涉海部门间建立
起优势互补、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
同作战的合作关系。今年来，南安市积
极探索创新反走私综合治理新模式，
深化智慧综治，强化“五海”协作，打通
基层反走私社会治理最难“一公里”。

“五海”部门开展海上联合执法 10余
次，检查海上船舶 143 艘次、渔船民
312人次，联手查处了2起涉嫌走私案
件，查获涉私船舶、车辆等，涉案案值
百余万元。 （杨智超 郭静波）

全省首创
“五海”共建握拳打私

3 月 31 日，国家税务总局平和县

税务局在基层分局举办第 32 个全国

税收宣传月启动仪式暨“税又蓝”工

作室揭牌仪式。 （孙瑾） □专题

国家税务总局平和县税务局举办
第32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启动仪式

暨“税又蓝”工作室揭牌仪式

本报讯 （记者 杨珊珊） 4 月 1
日，厦门大学 2023 年两岸青年学子文
化研习营举办。来自金门大学、铭传大
学的 53 名台湾师生会聚厦大，与厦大
师生共同参加活动。

主办方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营
员们将游览厦门沙坡尾、曾厝垵等特色
街区，寻觅街巷烟火中的海岛风情；参
观鼓浪屿，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的经验和做法；欣赏南音雅韵，了解“中
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参观厦门经济
特区纪念馆，感受时代发展的脉动；参

访泉州，探访跨越千年的宋元文化；参
观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福建向金门供水
工程的晋江市龙湖泵站，体会“共饮一
江水，两岸一家亲”的温暖。

金门大学学生林妤芯作为营员代
表发言，她期许两岸学子能有更多的
交流平台与互动机会，增加人生阅历，
留下弥足珍贵的美好回忆。

该活动由福建省青年联合会、厦
门市台港澳办、厦门市文旅局指导，厦
门大学团委、厦门大学台港澳办、厦门
市两岸交流协会共同主办。

厦门大学2023年两岸青年学子
文化研习营举办

据新华社上海4月2日电 第十
届“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1 日在上
海举行。聚焦“同心守护民族记忆”的
主题，百余位两岸民俗文化学者和台
胞、台生代表共同探究清明文化“慎
终追远”的精神内涵。

此次论坛由上海市公共关系研
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台湾研究院、台
湾章亚若教育基金会、台湾妈祖文化
研究协会联合举办。

台湾章亚若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蒋 孝 严 为 论 坛 手 书“ 两 岸 同 祖 同 文
化，齐心协力振中华”。他在书面致辞
中说：“过去我们祭拜共同的祖先，追
思纪念历代民族英雄、爱国先烈；今
后，我们更要携手发扬清明文化，同
心守护民族记忆。”

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在致辞中表
示，在同心守护民族记忆、推动民族
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忘记先
辈的功绩，更不能忘记自己所应承担
的历史使命。

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执行院

长李秘表示，两岸有共同的先祖和先
贤 ，构 成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共 同 历 史 记
忆，也成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
动力资源。两岸的问题一定要由两岸
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也一定能够由我
们自己来解决。

围 绕“ 清 明 文 化 与 中 华 民 族 历
史 记 忆 ”“ 清 明 文 化 的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子 议 题 ，两 岸 学 者
展 开 讨 论 并 纷 纷 表 示 ，以“ 慎 终 追
远 ，敬 祖 爱 乡 ”为 核 心 内 涵 的 清 明
文 化 ，不 仅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也 是 两 岸 同 胞 共 同
的 精 神 家 园 ，一 定 要 共 同 守 护 好 、
发 扬 好 。未 来 要 进 一 步 挖 掘 优 质 传
统 文 化 资 源 ，讲 好 传 统 文 化 故 事 ，
发 扬 两 岸 民 间 文 化 创 造 力 ，促 进 两
岸同胞心灵契合。

论坛还邀请多位两岸同胞分享
各 自 的 清 明 故 事 。感 人 的 细 节 、动
情 的 讲 述 ，展 现 出 割 舍 不 断 的 骨 肉
亲 情 ，也 彰 显 了 两 岸 同 胞 浓 浓 的 家
国情怀。

“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
同心守护民族记忆

新华社澳门4月2日电 纪念《中
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颁布三十周年展，2 日起一连两个
月在澳门科学馆举行。

展览用多媒体互动形式，呈现记
录澳门巨大变化的逾 350 张照片，包
括中葡谈判、《中葡联合声明》签署、澳
门基本法颁布和实施等重要历史时刻
的照片。线上展览同步开放。

展览由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市
政署、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及澳门基本

法推广协会主办，特区政府新闻局、澳
门日报、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主办单位将组织各中小学校师生
前往参观，加强青少年对基本法的了
解和认识，提升国家认同感。

除科学馆的纪念展外，本月中还
将 推 出 社 区 巡 展 ，走 进 社 区 宣 传 推
广基本法。逢周日，澳门律师公会将
派员在巡展现场为居民提供法律咨
询服务。

纪念澳门基本法颁布三十周年展开幕

一周看

本报记者专栏

本报记者 吴洪

近 一 段 时 间 ，台 湾 各 地 旱 情 加 剧 ，
尤 其 是 在 中 南 部 地 区 ，甚 至 出 现 了“ 抢
水大战”。

“还我水权，留条生路给农民。”上周，
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台当局水利部
门从屏东县偷偷凿了 28 口深水井输水给
高雄市，引发屏东县民众强烈不满，他们
聚集在施工现场抗议，怒斥民进党当局

“欺侮老百姓”。
受旱情影响，今年 2 月至 3 月，台湾农

业损失累计已近 3 亿元（新台币，下同）。
屏东县里港乡村民代表林瑞庆表示，目
前，屏东西北地区已经抽不到水了，若再
凿井输水给其他县市，会严重危害到当地
的养殖产业和民生用水。

由于缺水，台湾中南部地区农业一片
惨状。嘉南平原涵盖云林、嘉义、台南、高
雄等县市，是台湾面积最大的农业产区，
如今 1.9 万公顷农地已全面停止灌溉；高
雄观音湖已接近干涸，湖泊中鱼群大量死
亡、恶臭难闻；南投县的茶叶、竹笋等经济
作物整片枯死……

缺水不仅冲击农业，台湾的科技产业
也受到波及。台湾中南部地区也是许多科
学园区及半导体企业所在地。以台积电为
例，该公司位于台南科技园区的芯片设施
每天耗水量达到 9.9 万吨。由于各地节水
措施的施行，台积电不得不依靠高价租用
水箱和新钻水井来勉强维持工厂运转。

正当各界担忧出现“百年大旱”之际，
民进党当局却“不问苍生问鬼神”。3 月 25
日，蔡英文带领一众亲信前往嘉义县寺庙
参拜，声称为台湾祈雨。不久，随行的民进
党籍民意代表蔡易余发了一段在雨中拍
摄的视频，并高喊：“下雨了！下雨了！”马
屁拍得震天响，遭到许多网友怒呛：“真是
把老百姓当笨蛋，气象局早就预测这星期
会下雨。”“降水量那么少，根本无法缓解
中南部旱情。”“既然蔡英文法力那么强，
赶紧施法让母鸡下蛋，解决蛋荒吧！”

事实上，2016 年民进党当局上台后，
就推出了“前瞻计划”，编列 2507 亿元用
于水利设施等建设。然而，台当局花钱如
流水，却不知这“水”流向了何处？

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士葆
认为，台湾的旱情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
因为民进党当局的许多“前瞻计划”并不
是前瞻性建设，例如修建了一大堆显现政
绩的面子工程，而从根本上解决缺水问题
的漏水率改进等措施却没有下文。

台湾《工商时报》也刊文指出，长期以
来投资方最担心的台湾“五缺”，其中一缺
即是“缺水”，这个问题若不彻底解决，日
后还有谁敢投资台湾？长此以往，台湾经
济前景堪忧。

尽管新冠疫情的阴霾已逐渐散去，但
岛内经济依旧低迷。上周，台当局发展事
务管理部门发布的最新景气报告显示，目

前岛内景气仍在筑底阶段，今年上半年恐
将难以摆脱低迷状态。

对此，台湾年轻人感触最深。上周，台
当局劳动事务主管部门公布的“青年劳工
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岛内年轻族群
每月薪资用在生活方面的比例近四成。

分析人士认为，这说明岛内年轻人的
压力很大，如果岛内经济景气持续低迷，
会有更多年轻人成为“无壳蜗牛”，甚至沦
为“啃老族”。

经济低迷，物价飞涨。清明节将至，岛
内民众祭祖时包的春卷少不了猪肉，然
而，由于饲料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也节节
攀升。台湾畜产行情信息网显示，岛内生
猪（毛猪）拍卖价每公斤达到 90.47 元新台
币（约合人民币 20.26元），突破 90元门槛，
创历史新高。许多民众无奈表示“荷包又
缩水了”。

与此同时，“蛋蛋”的忧伤还在继续。
上 周 ，台 当 局 有 关 部 门 从 美 国 、澳 大 利
亚、泰国紧急进口约 700 万颗鸡蛋，但与
每日三四百万颗的缺口相比，可谓杯水
车薪，所以，鸡蛋一上架就被民众抢光。
许 多 人 哀 叹 ：“ 抢 蛋 的 日 子 还 得 继 续 。”

“缺水、缺蛋，又涨电价，民进党真是不知
民间疾苦！”

面对民生疾苦，民进党当局要么不闻
不问，要么昏招迭出，导致疫情后经济欲
振乏力，民众摆脱困境的希望愈发渺茫。

旱情加剧祈雨救？
新华社长沙4月1日电 4 月 1 日

上午，马英九先生携家人来到湖南省
湘潭县茶恩寺镇双阳村，在马家祖墓
前祭拜祖父马立安，表达慎终追远之
意。回乡途中，遇到当地群众问候“欢
迎回家”，马英九用湖南方言回应：“湘
潭伢子回来了！”

第一次回到祖籍地的马英九宣读
祭祖文和受访时几度哽咽，不时拭泪。

“多年来的愿望实现了！”马英九动情
地说，他没见过祖父，但一直心心念念
希望来祭祖。今天看到祖父的墓，内心
非常感动。“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
是我们中国人道德教育非常重要的一
部分。”

马家祖墓坐落于绵延山丘环抱的
一片平整稻田之间，被两株翠柏依傍守
护。不远处，千里湘江奔流不息。据了
解，墓地建于 1928 年，历经近百年风
雨，形制气派整体保存完好。这里安葬
的是马英九先生的祖父马立安，墓碑正
中刻着：“显考马公大基老大人之墓”。

上午10时许，马英九与家人抵达双
阳村，随即沿田间小道前往祖墓。马英九

走到墓前，手抚墓围，深情凝视墓碑。
祭祖仪式开始，马英九与三位姐

姐、一位妹妹等家人肃立墓前。仪式遵
循当地世代承袭的习俗，鸣炮之后，马
英九和家人行三上香礼。马英九敬献
鲜花、果品后，用湖南方言宣读祭祖
文。

马英九在祭祖文中说：“亲爱的公
公，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来大陆祭祖与
探亲，内心非常感动。您的遗训使我们
子女都懂得自爱自强，为善助人，尽忠
职守。这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资产，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

马英九献酒后，携家人向祖墓行
三鞠躬礼。再次鸣炮后，仪式完成。

临别时，马英九再次走到墓碑前，
俯身观看碑刻，并与家人拍照留念。

告 别 祖 墓 ，马 英 九 与 家 人 前 往
位 于 白 石 镇 潭 口 村 的 寺 门 前 义 渡 。
寺 门 前 义 渡 始 建 于 清 朝 咸 丰 年 间 ，
后因经费原因停滞。1910 年，马英九
的 祖 父 马 立 安 等 当 地 乡 贤 筹 资 继
建 ，渡 口 码 头 建 成 后 免 费 摆 渡 商 旅
百姓，造福一方。

马英九携家人在湖南祭祖
用当地方言回应乡亲“湘潭伢子回来了”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文 王
毅/图） 4 月 1 日 11 时许，随着搭载
294 名马祖乡亲的“南北之星 2 号”
客轮顺利抵达福州马尾琅岐客运码
头，圆满完成首航之旅，标志着榕马

“小三通”客运航线（马尾—马祖、黄
岐—马祖）再添新运力。同日起，榕
马“小三通”调增为每周 14 个往返
航班（即“两马”“黄马”航线每天各
一个往返航班），全面恢复到疫情前
的运力水平，将更加方便两岸民众
交流往来。

每年清明节前后，是台胞返乡
祭祖的高峰。记者在福州马尾琅岐客
运码头看到，来自马祖及台湾岛内的
乘客大多扶老携幼，推着大包小包的
行李车，主要以回乡祭祖扫墓、探亲

旅游为主。此次“南北之星2号”客轮
投入运营，也是为了因应两岸“小三
通”客源增多的情况，方便台胞返乡
祭祖、探亲访友、旅游观光。

马祖南北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开寿介绍，“南北之星 2 号”
客轮总吨位 497 吨，载客量可达 298
人，从马祖福澳港至福州马尾琅岐
港只需 50 分钟，比该航线其他客轮
节省 30 分钟时间。“从小船到中船，
再到大船，‘小三通’航程更短了，两
岸同胞的心更近了。”陈开寿说。

台湾青年李宇哲即将高中毕业，
正在考虑来大陆读大学。这次他和家
人特意从台湾本岛搭乘飞机到马祖，
再由马祖经过“小三通”航线到平潭
看望外公外婆。“因为疫情原因，我已

经三年没来大陆了，很想念平潭的亲
人。这次体验一下‘小三通’航线，感觉
很棒。”

马祖乡亲翁鹤林的祖籍地就在
马尾区琅岐镇海屿村，这次夫妇俩
带着 3 个孙子孙女搭乘“南北之星 2
号”回到琅岐，家人早早收拾好了老
家的房子等着。“孩子们从小生活在
马祖，以前每逢假期都会带他们回
乡住住，这三年因疫情耽误了，这次
带他们回来最主要的就是祭祖扫
墓，让他们记住根在哪里。”

今年 1月 8日，中断了近三年的
“两马”航线复航；2月 19 日，“黄马”
航线复航，为马祖乡亲往来又增添
了一条便捷通道。截至 3 月 31 日，

“两马”“黄马”航线共运送旅客 1783

人次。
活动当天，马祖县长王忠铭率

团搭乘“南北之星 2 号”到福州参访
交流。“两岸关系好，马祖才会好，马
祖乡亲才会过得好。相信未来两岸
之间的交通会越来越方便。”王忠铭
表示，福州、马祖一水相连，可以携
手打造“榕马共同家园”和“一日生
活圈”，通过便利的交通发展两地旅
游产业，“欢迎更多的大陆乡亲到马
祖走走看看”。

据悉，参访期间，福州、马祖还
将围绕基础设施联通、旅游合作、跨
境电商、海洋渔业养殖、环境保护等
领域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合作，共同
推进“榕马共同家园”建设，实现互
利共赢、融合发展。

榕马“小三通”再添运力 台胞回乡路更顺畅
“两马”“黄马”航线每周共14个往返航班

台胞从台胞从““南北之星南北之星 22号号””客轮下船客轮下船。。

““南北之星南北之星 22号号””客轮抵达福州马尾琅岐客运码头客轮抵达福州马尾琅岐客运码头。。

携带大包小包的台胞携带大包小包的台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