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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看

本报记者专栏

本报记者 陈梦婕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的儿子、民进党高
雄市议员陈致中，因洗钱案遭判刑 1 年定谳，5 月
11日将入监服刑。陈致中的从政之路不但将就此
中断，且由于党主席赖清德“触法人员未来不得
参选党公职”的相关指令，陈致中即便服刑期满
出狱后，未来恐怕也不能再参选，更别说接着当
他的高雄市议员了。

眼看宝贝儿子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陈水扁
急了。为此，正在保外就医的陈水扁上周现身凯
达格兰大道，向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等提出

“生平第一次的请愿”。
陈水扁因涉嫌贪污、洗钱被判刑 20 年。2015

年，坐牢近 7年的陈水扁开始保外就医，台中监狱
当时要求他必须遵守“不上台、不演讲、不谈政治、
不受访”四不原则，以及受“保外医治受刑人管理
规则”等规定的约束。虽然限制多多，但对陈水扁
来说根本不是事，除了能帮人站台助选外，他还主
持节目赚外快，甚至还能开班宣传政治理念。

外界质疑，陈水扁违反保外就医相关禁令，不
只上台，还接受媒体采访，是否已踩红线？多次延
长陈水扁的保外就医是否有问题？

究竟此次陈水扁“上凯道请愿”的举动是否
违规也引发外界关注。台当局法务事务主管部门

回应，已责成“矫正署”督导台中监狱了解，依照
所搜集的事证判断有无违反相关规定。

台 湾 媒 体 人 张 禹 宣 在 社 交 媒 体 上 发 文 嘲
讽，陈水扁为儿子请愿时，手不抖、走路快，其发
言更是“完全无需看稿，讲话中气十足。如果陈
水扁还需要保外就医治疗，其他犯人恐怕得进
加护病房了”。

对于陈水扁的举动，有岛内网友怒呛：“还
有脸讲这些？贪了那么多钱还在扯东扯西。”“老
爸贪腐，儿子洗钱，台湾不能再宽恕他们这对父
子档。”

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赖士葆痛批民进党当
局对扁家的包庇纵容无上限，公然在民众面前踩
红线、践踏司法。赖士葆表示，陈水扁的女儿陈幸
妤曾叫嚣很多民进党人都拿过陈水扁的钱，所
以，他们明知扁家罪行罄竹难书，还是被“绑架”
勉为其难地挺陈水扁。

上周引起各界愤怒的，还有由 25 家美国军
火商组成的代表团。他们窜访台湾，并参加所谓

“台美防务产业合作论坛”。在活动现场，台湾两
岸和平发展论坛和数十个政党团体共同发起“反

‘台独’反介入联合行动”，手持“美国战争贩子祸
害台湾”“倚美谋独，引狼入室”等标语举行抗议

活动，强烈谴责台美勾连，抨击民进党当局奴颜
媚主，将台湾绑上美国的战车。

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台海的紧张
局势完全是由美国和民进党当局一起操纵导致
的。文章指出，民进党上台以来，在“亲美抗陆”的
政策下，安全议题完全向美国倾斜，导致美国政
客与军火商认为来台有利可图，不仅有吃有拿，
还可以被“奉为上宾”，有这么听话的台当局，美
国的政客和军火商怎会不“思台”呢？只是，如果
真被美国绑上战车，到底谁才是受害者？台湾人
不得不深思。

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劳动党主席
吴荣元表示，台湾民众处于必须自救的危急时
刻，台湾人民渴望和平，而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必
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维护。

针对美国军火商窜台煽动战争的行径，国台
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美国军火商惯于煽动对立
冲突，借机发战争横财，美国政府也惯于为军火
商保驾护航。民进党当局上台六年多，勾连美国，
挥霍台湾民众 220 亿美元血汗钱向美高价购买
武器，把台湾同胞绑上“台独”战车、裹挟台湾年
轻人当“炮灰”。这根本不是在“保台”，而是在“害
台”“毁台”。

愤怒，是因为看到无耻

主旨演讲、报告发布、智库论坛……日
前，首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论坛
暨两岸乡村振兴与“三茶”成果展在厦门举
办。论坛上，200 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
学者围绕两岸农业如何深化合作展开交流
研讨，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与会专家认为，两岸农业交流合作，为
乡村振兴增添了活力。以漳平台湾农民创业
园为例，园区以高山茶种植为特色，引进台
湾优良茶树品种、精细栽培技术，同时学习
借鉴台湾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理念，发展以茶
文化为主题的休闲观光旅游业，既促进当地
劳动力就业、增收，又推动了农业转型升级。

厦门突出对台农业科技合作。大力发展
高科技种子种苗产业，做大做强两岸现代种
业品牌，积极引进台湾优良种质资源，推动
两岸农业种质资源搜集、保存和开发利用。

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会会长许维泽表
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不仅促进各领
域融合发展，也是造福台湾同胞、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举措。

前不久，福建省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提到，要推进特色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深化闽台农业融合发展。

“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台湾朋
友，来大陆创业发展正当其时。”在厦门的
台农曾明宝说，“《实施意见》公布后，我第
一时间在朋友中转发，把大陆的好政策告
诉台湾朋友。”曾明宝从台湾来厦门投身种
苗的嫁接培育已有 9 年多时间。在他看来，

《实 施 意 见》明 确 提 出 加 大 台 湾 农 业“ 五

新”最为利好，“这与我们的‘良种+良法+
良品’的种植理念不谋而合，更坚定了我们
的发展信心。”

从大陆出台“农林 22 条措施”，到厦门
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大陆各地各部门不断
释放利好政策，体现了欢迎台胞深度融入、
与台胞共享发展机遇的诚意。与会专家学
者表示，大陆的政策贴近台胞台企的需求，

且执行力强，可以实实在在帮助他们破解
实际经营中的难题，为他们提供更多同等
待遇，让台胞台企放开手脚参与大陆的乡
村振兴。

今 年 福 建 继 续 深 化 闽 台 农 业 融 合 发
展，落实落细惠台利民政策，提升台湾农民
创业园、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建设水
平，支持建设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重

点组织实施“五大行动”，帮助台胞台企更
好参与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
两岸民心相通。

如何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提升乡村多元
价值？与会嘉宾提出“挖掘自身特色，当地原
有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的建议。

“台湾的乡村建设做得较为成熟，大陆
市场广阔、政策支持力度大，两岸可以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说。

在厦门，两岸青年携手乡建乡创的成功
案例俯拾皆是。2020 年，厦门市集美区开展
首届“手创青村”乡创研学工作营，与台湾颇
具历史渊源的城内村积极举办两岸青年研
学活动。先后有近 300 名台青来到城内村参
与乡建乡创工作：他们参与改造的霞城电影
院成为各种研学体验的场所之一，两岸城隍
文化祈福广场洁净一新，山海文明展示墙成
为网红打卡点……

翔安内厝镇黄厝村如今有了一个“艺匠
小镇”的新名字。吸引了 30 多家不同类别的
艺术工作室入驻。点燃黄厝“艺匠小镇”第一
把“火”的就是来自台湾的文创团队。2019
年，台湾的文创业者入驻黄厝文化产业园，
把所学所见融入社区治理工作中，为社区的
建设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厦门不断加强对台乡
建乡创合作，支持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
全过程参与厦门乡村建设规划、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乡村产业发展等项目建设，对符
合条件的项目给予资金补助，共同增进两
岸民生福祉。

两岸携手深耕希望的田野
——首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邓婕

海峡两岸特色庙会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城内村举行，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参与体
验。图为网红打卡点“月老办事处”为游客送祝福。 （资料图片）

“12 个昼夜穿行多地，为我拨开神州大
地的面纱”“丰饶的历史记忆、蓬勃的生命
力、人与人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使我一往情
深”“大陆民众诚挚友好，让我非常温暖”“此
行毕生难忘”……

3 月底至 4 月初，马英九先生赴大陆参
访，带领台湾青年学生到访南京、武汉、长
沙、重庆、上海等地，并在武汉大学、湖南大
学、复旦大学与大陆学生交流。近期，多位台
湾青年在岛内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仍沉浸
在这趟特殊旅程带来的感动、兴奋之中。他
们表示，亲身感受大陆现代化建设，同大陆
青年坦诚互动，是此行最大收获。

大陆“新旧并茂、古今并存”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学生周永秦 2018 年
曾赴山东参访，今年此行则让他领略了大陆
更多省市的繁华、创新与活力。

“时隔 4 年多，大陆给我全然不同的新
颖体验。”周永秦说，大陆的硬件建设比想象
中还要发达与先进，城市规划之整齐、高楼
之雄伟、高铁之舒适，建立了他对大陆的新
印象，让他赞叹不已。

台湾政治大学学生雍伯康是第一次到
访大陆，此前他便听闻大陆交通网、摩天高
楼等建设非常现代化。“此次实地走访，证
实了我对大陆现代化发展的想象。”他说，
参访的城市发展相当成熟，仍有许多建设
在进行。大陆发展真是以“进步进步再进
步”为目标。

“每 次 到 大 陆 ，都 觉 得 都 市 规 划 越 来
越先进。”曾多次到过大陆的台湾政治大
学学生袁筱婷感叹，经过历史的淬炼，大
陆 如 今 的 面 貌 证 明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是 生
生不息的。

台湾大学学生何嘉霖多年前曾随父母
来大陆探亲，此行为她打开了观察大陆的
新视野。在她看来，参访的每个城市都给人

“新旧并茂、古今并存”的感觉。“在南京，明
明上一秒还走在中山路上，看到车水马龙、
高楼大厦，下一秒就可以走进秦淮河畔，好
像穿梭千年跟古人在一起的感觉。”

“大陆城市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兼顾文化
保存，传统与现代兼容并蓄，让我很惊喜。”
何嘉霖说。

“大九学堂”二期学员郭晏婕表示，此行
参观了许多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景点和建
筑。这些地方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是中华文
化的宝藏。文化遗址、文物和艺术品，生动展
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卓越成就和独特魅力，
让我们得以更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的源头、
发展历程及精髓。

青年交流“浑然天成”

在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三
场座谈后，周永秦的微信好友里增加了 50
多个大陆青年朋友。回台湾后，他一直与大
陆同龄人保持联络，分享各自的生活、课业

和未来规划等。
“三场交流，可谓‘浑然天成，欲罢不能’。”

周永秦说，每次座谈后，两岸学生都热情交
换联络方式，合影留念。“之前访问山东院校
时，就真切感受到和大陆朋友互动自在、热
情、亲切，没有隔阂。此次交流依然热切自
然，让我感动和不舍。”

大学生活、课程、社团活动，以及旅行、
影视剧等，是两岸青年交流时的热门话题。
台湾大学学生徐玺从小就对传统文化和历

史感兴趣，喜欢古装剧。在复旦大学交流时，
她说很想沿丝绸之路旅行，大陆同学便分享
了相关经验，还帮着规划行程。

“一路走来，感受很深的就是，无论大陆
同学还是工作人员，都是以真诚互动的心态
在做交流。”徐玺说。

“会后的微信交流中，大陆同学邀我再去找
他们玩，给我介绍推荐他们居住城市的景点与
名产……种种细节让我充分感受到大陆同学的
热情友好。”雍伯康说，希望今后两岸青年有更
多交流机会，增进对彼此生活各方面的了解。

“常来常往，两岸定会越来越好”

在湖南大学交流时，一位大陆同学向何嘉
霖提问，想了解中华文化对台湾年轻人的影响。
何嘉霖回答说：“我们中秋节也吃月饼，小时候背
诵朱子格言，长大后也读金庸，中华文化已内在
于我的喜怒哀乐，塑造我与他人的交往方式。”

“在和大陆同学交流时，无论聊生活还
是学业，我得到了很多共鸣。这样的沟通，对
我们年轻人是很有帮助的。”何嘉霖说。

交流时间太短，几乎是所有受访台湾青
年的共同“抱怨”。他们期盼两岸能组织更深
入的专题性的青年交流，建议通过“换宿”等
方式深入了解大陆家庭生活，也希望有更多
大陆学生到台湾参访交流……

“未来掌握在年轻人手上，两岸青年能
保有友好空间，改善两岸关系之路必然可
期。”周永秦说。

“两岸的前途、民族复兴的宏愿，往往就
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一念之间。感谢这趟访问
为我鼓足信心，我确信这是一个起点，多谈
你，多谈我，多谈‘我们’，未来的日子里常来
常往，两岸一定会越来越好。”何嘉霖说。

（新华社台北5月9日电）

台湾青年：看见大陆新颜值 感受两岸真情谊

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一角 本报记者 全幸雅 摄

近日，榕台青年“商神”张真君信俗体验文化周系列活动在
福州举办。其间，两岸青年通过音乐、舞蹈等形式传承和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图为在福州“闽江之心”进行的文艺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陈梦婕 实习生 王丽 冯诗影 庞嘉荧 摄

蔡氏古民居建筑群航拍图 （资料图片）

“五一”假期，泉州南安蔡氏古民居一改往日静谧，“变身”网
红打卡地，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他们走进这片传承百年的红
砖古厝，品读刺桐古城史迹，了解闽台一脉相承的渊源，不时发
出惊叹。

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位于南安市官桥镇漳州寮，于清同治六
年（1867 年）始建，宣统三年（1911 年）告竣，多为旅居菲律宾华
侨、清资政大夫蔡资深为其弟辈及其子所建。

庞大的红砖建筑群里点缀着簇簇绿荫。保存较好的单体建
筑有 20 座，房间近 400 间，占地面积上万平方米。建筑群不仅规
模宏大，而且布局严整，分作五行排列，每行多则六座，少则两
座，前后座之间又以宽 10 米左右的石埕相连，蔚为壮观。整个建
筑群融合了中国文化、印度佛教、伊斯兰教、南洋文化、西方文
化，被誉为“闽南建筑大观园”。同时，它又蕴含着海峡两岸的共
同文脉和深厚渊源。

明清时期，随着大量闽南先民跨海赴台，闽南传统建筑样式
也传到台湾，它以红砖为主要建筑材料，因而得名红砖古厝。

红砖古厝形似殿宇，故民间又称之为皇宫起。古厝墙体大量
使用红砖，部分以红砖和白石混杂垒砌，即“出砖入石”；屋脊为
泥塑的马鞍或燕尾形状，屋顶铺的是红板瓦、红筒瓦。

“除了建筑特点，两岸红砖古厝在雕饰艺术上也一脉相承。”
随着蔡氏古民居导游的介绍，仔细观摩各个角落的雕刻装饰，只
见细腻精美的石雕、砖雕、木雕等都保存完好，上面刻着的飞禽
走兽、花鸟鱼虫、戏剧故事、山水人物均栩栩如生：菊瓣纹、葵瓣
纹等，寓意长长久久；楼台、吉文等，寓意长寿富足；火纹、云纹图
案，中间饰以花灯，蕴含吉祥、添丁之意。

“聚族而居、敬宗收族的传统，严谨的空间布局，反映出传统
的理学思想对闽台先民的深远影响，而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质，
体现在聚落浓烈的色彩应用、大胆夸张的建筑造型以及丰富多
彩的装饰艺术上，显得与众不同。”南安市博物馆副馆长卢培峰
介绍说。

漫步在蔡氏古民居中，不时可见名家诗作，给屋子增添了不
少文化内涵。

“读书非精不欲博，用心非纯不欲纷，精则至意博，纯则事功
多。”在建筑群厅堂木隔扇上，清朝台湾彰化进士蔡寿星留下的
墨宝至今清晰可辨。

为何南安的古民居会留下台湾士子的题字？
“清朝时，建筑群的建造者蔡资深与闽台知名士绅交往密

切，他常常邀请蔡寿星、施士洁、施之东等台湾举人、进士来府相
聚，遂留下题字。蔡资深后裔大多移居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台
湾台南市南安商会会长、台胞周芷茹介绍说。

“分布于海峡两岸的蔡氏古民居、金门黄氏聚落、雾峰林氏
聚落等，均是红砖古厝中的上乘之作。”周芷茹常奔走于两岸
间，见过不少红砖古厝，她向记者感慨道，“这些红砖古厝，铭刻
着闽台古老家族的血脉渊源，直观地反映出两岸同根同源、同
文同种。”

而今，围绕蔡氏古民居进行的保护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
展。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说：“近三年来，南安市
筹集资金近 3000 万元，对蔡氏古民居进行大规模保护性修缮。
今年，南安市政府又与宝姿蔡安敏慈善基金会就‘修缮蔡氏古民
居文化瑰宝项目’达成合作协议；现在，国家文物局正进行‘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工作，南安市将与厦门市有关部门
共同就‘闽南红砖建筑’项目
开展申报推荐工作。”

红 砖 墙 、白 条 石 、燕 尾
脊……艳阳下，这颗中国近
代建筑史上的璀璨明珠，正
闪耀着夺目光芒，以崭新面
貌迎接八方来客。

蔡氏古民居：

红砖厝里的闽台缘
□本报记者 全幸雅

4 月 6 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光华楼，马英九先生带领台湾青年学生与复旦大学师生交
流座谈后合影留念。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