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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说“打诈反黑”，私下却同流合污。民
进党当局最近刚宣布再投入 13 亿元（新台币，
下同）打击诈骗，上周却又爆出多名民进党政
要卷入诈骗案的丑闻，引发岛内各界哗然和
痛批。

事情的起因是，岛内网络借贷平台 im.B
（英文 I am a bank，“我是银行”的缩写）被查出
采用虚构房地产债权，不断招募新投资人的“假
债权、真吸金”的手法，诈骗了逾 25 亿元，岛内
受害民众超过 5000人。

目前，该案嫌疑人曾国纬、曾明祥父子已被
收押。然而，令人咋舌的是，随着案情的曝光，民
进党内部竟然有不少人与曾国纬父子关系密
切，其中，以民进党籍民代陈欧珀最为突出。

陈欧珀是台湾宜兰人，原本要竞选连任
2024 年宜兰县民代，结果被发现其在宜兰的竞
选服务处房产正是曾国纬的 im.B“大本营”，而
且陈欧珀的车辆也登记在 im.B 相关集团名下。
诈骗通缉犯成为民进党民代的金主，形同用民
众被骗走的血汗钱进行竞选。

不仅如此，曾国纬父子还通过陈欧珀，打
通了与民进党高层的关系，涉及的人物包括台
南市长黄伟哲、高雄市长陈其迈、台湾地区行
政管理机构副负责人郑文灿、台湾地区监察机
构负责人陈菊、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副负责人蔡

其昌、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林佳龙等。据台媒
报道，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接受过 im.B 的招
待。更有甚者，还曾为 im.B 站台，大力吹捧金
融科技商机，为 im.B 背书。

为平息事件，陈欧珀宣布退选，民进党内部
则仅对其作出“警告”处分。这种“雷声大、雨点
小”的放水做法，再一次让人们看清了民进党

“黑金政治”的真相。岛内网友怒呛：“民进党滚
下台！你们跟诈骗集团头目吃饭、为其站台，没
问题吗？”“民进党口口声声说爱台湾，原来只是
爱台币。”……

近些年，岛内诈骗案高发。有关数据显示，
民进党当局上台 7 年来，民众因诈骗案损失的
金额高达 288 亿元。虽然台当局成立“打诈台湾
队”，但诈骗案却越“打”越多。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民进党当局一边为了
选票高喊“打诈”，一边却为了竞选经费，与诈骗
集团勾勾搭搭，沦为诈骗集团的共犯，岛内诈骗
自然是越“打”越多。所以说，台湾变成外界眼中
的“诈骗之岛”，民进党当局难辞其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im.B 诈骗案”还在发
酵，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心腹、台南市民代赖惠员
又被爆出涉嫌论文抄袭。其论文多达 36.8%的
内容在网络可找到重复资料。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

副负责人郑文灿、民进党籍民代蔡适应、前新竹
市长林智坚等人，他们此前都因论文抄袭被取
消学位，却依然在民进党把持的政坛上“发光发
热”。民进党的集体贪腐和诚信缺失已到了失控
的程度。

对此，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民进
党的贪腐已经不是几个人，而是像恶性肿瘤般
大肆扩散。从一个个弊案可以看出，它已成为从
根烂到叶尖的“腐臭集团”。

不仅如此，为了一党之私，民进党当局还不
断在岛内贩卖战争恐惧。继要求 16 岁以上学生
参加军事训练后，上周又有 80 岁老人收到民防
团队“召集通知书”，要求其须参加“常训”，否则
将处以罚款。

最初，许多民众以为这是乌龙事件，但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有地方人士称，民防团队召集并
没有年龄限制，而且这位老人是一个邻长，按规
定就是民防团的一员，必须参加训练。

民进党当局唯恐天下不乱、鼓动“全民皆
兵”的行径，引发民众的愤慨。有岛内网友讽刺
道：“80 岁老人上战场，这真是台湾奇迹！”也有
网友质问道：“不分年龄、男女上战场，这是台湾
人要的吗？”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民
众的共同心声。弃民不顾的政党，民必恒弃之。

说好的“打诈”呢？
一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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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洪

本报讯（记者 张哲昊 通讯员 林
彤欣 林小玉/文 江信恒/图） 28 日 ，
2023 年海峡两岸（平潭）铁人三项公开
赛暨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举办，来自海
峡两岸的 23 个俱乐部、500 余名参赛选
手会聚岚岛，演绎一场“速度与激情”。

本次比赛以“两岸同心 铸铁同行”
为主题，共设全程分龄组、半程分龄组、
游跑两项组、超短距离组、迷你距离组
等组别，设置了五个不同的竞赛距离，
不仅满足了高水平运动员的比赛需求，
又充分带动了铁人三项爱好者的参赛
热情。

当天，因现场风大浪急，赛事组委
会 取 消 了 游 泳 赛 段 比 赛 ，改 为 骑 跑 两
项，选手完成跑步后换成自行车，最后
再完成跑步冲刺。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吸引了不
少来自台湾的高水平选手，包括“宝岛
姐妹花”——陈均妤、陈均婕等。“此次
比赛各项补给工作做得很到位，特别享
受整个过程，希望未来还能够来平潭参
加相关赛事。”陈均妤说。

2023年海峡两岸（平潭）铁人三项公开赛举行

从以三坊七巷为代表的福州古厝，到被喻为
“百年海上明珠”的厦门鼓浪屿，从中国海上丝绸之
路起点城市泉州，到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三明万寿
岩。来自台湾的吴孟轩博士，追寻的不仅是福建丝
路印记，更是福建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印迹。

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吴孟轩，曾在华
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和旺旺中时媒体集团等公司
任职。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来到北京，见证了两岸
关系 20多年的发展变化。

2016 年，吴孟轩来到福建，致力于福建非遗文
化的研究。2022 年，在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传播
学系任教。得益于多年的积淀和研究，吴孟轩研究
成果丰硕，例如《新媒体时代中闽台布袋戏的传承
与创新发展分析》、《榕鹭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系列》（纪录片）、《泉州彩扎花灯：编织千年的传承》

（纪录片）等，而这一切都证明“两岸本是一家人，食
相同、文相近、语相通”。

“我来这里，不只是教书，我要做中华文化的交
流与传承者。”吴孟轩说，“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

源，非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希望通过研究，
为两岸的融合发展尽绵薄之力。”

吴孟轩经常和学生谈及三明的非遗文化，说
到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龙舞（大田板灯龙）、
宁化石门山祁剧、泰宁大源傩舞等三明各地入选
国家级、省级、市级的非遗项目时，他总会感慨地
说：“三明的非遗文化再一次体现了两岸同根同源
的文化背景。我来大陆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走访非
遗文化、人物采访、拍摄视频等方式，把所见所闻
告诉台湾朋友，增强他们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吴老师经常告诉我们，作为传播班的同学，要
知道手机不只是一个娱乐工具，要多观察、多思考，
才能有自己的想法。”传播学专业郑碧芬同学向记
者说起吴孟轩，讲得最多的词语就是“亲切、认真、
严谨、细心”。

传播学系主任黄晓珍十分认可吴孟轩的教学
方法。她介绍，文化传播学院 2022 年引进台湾博士
两人，吴孟轩博士作为传播学系的专任教师，有很
强的学术能力，在课堂中能很好地将个人经历和理
论知识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
思辨能力。

“选择来三明学院，最初是被文化传播学院的
培养方案所吸引。我想在地方文化研究中，将大数
据分析与新媒体结合，培养学生数据新闻的制作能
力。”吴孟轩告诉记者，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给他
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让非遗文化在现实中“活”起
来，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它在台湾火起来。

愿做八闽非遗“追梦人”
——台湾博士吴孟轩的故事

□本报记者 庄严 通讯员 王纬轩 洪晨星 文/图

吴孟轩（中）在给学生讲解非遗文化。

本报讯（记者 陈梦婕） 28 日，“闽台水保专家携手开展科技
志愿服务活动”在福州举行。活动邀请了省水利厅、省水土保持学
会、省科协闽台科技交流中心、台湾水土保持技术协会等单位、协
会的近 50名科技工作者参加。

本次活动以“闽台科技 融合发展”为主题，分室内交流座谈与
室外社会服务两个环节。交流会上，两岸专家对《两岸水土保持（科
教园）标准共通试点》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意见与建议，并就进一步
深化两岸水土保持技术合作、专业人才培养、推进两岸水土保持标
准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交流研讨。

座谈结束后，两岸水保专家前往福州牛岗山公园开展科技志
愿服务活动，亲身感受牛岗山生态治理前后的变化，分享牛岗山治
理的成功经验，并就进一步优化公园内水土保持措施提出建议。

闽台水土保持专家携手开展
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梦婕 文/图） 26 日，以“光影归厦 共觅流
光”为主题的第九届两岸大学生影像联展暨凤凰花季毕业影展在
厦门大学开幕，共有 47 部作品入围并展映。台湾艺术大学等 10 支
台湾高校团队来到现场参加线下展映。

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我的内耗时间》、台湾艺术大学的《冬日
的暖阳》、澳门科技大学的《粉色拳套》和厦门大学的《人生大事》等
4 部影片登上开幕首映式。影展还特别设置综艺分场与技术交流
分场。主创团队、点评嘉宾在分会场与观众交流互动。

据介绍，自今年 4 月启动以来，影展共收到来自海峡两岸及港
澳地区 34所高校的 145部作品。

台湾政治大学吴俊辉老师表示，影展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让
两岸的影片创作者近距离交流。《冬日的暖阳》剪辑师陈宏恩是台
湾艺术大学学生。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大陆，很高兴看到不同大学
的学生作品，和喜欢电影创作的朋友们交流。

自 2014年创办以来，“凤凰花季”影展已走过了 9个年头。主办
方表示，影展致力于打造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高校学生交流
讨论、相互学习的平台，促进高校学生影视创作水平不断提升。

图为开幕式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高校学生合影。

第九届两岸大学生影像联展举行

据新华社澳门5月27日电 为期 3 天的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
第 29 届年会 27 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逾 3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
专家学者参与这一学术盛会。

多位台湾学者也来澳参与本次年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驻澳
门办事处主任王刚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他希望台湾学者多来澳门，
多来大湾区，多与澳门和大陆同行切磋交流，共同促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

本届年会共设 12 场主旨演讲和 34 场特邀演讲。年会从 620 篇
常规投稿中评选出 200 余篇常规报告论文，论文内容涵盖与汉语
及中国境内其他语言有关的最新研究，涉及诸多语言学核心领域
及跨学科领域。年会还将循例举行“青年学者奖”决赛。

逾300名专家学者会聚澳门
探讨中国语言学

5 月 28 日下午，福建省住建厅城

管处党支部携手福州市城管委机关第

二党支部、福州地铁运营分公司客运

一中心第一党支部、福州市环卫中心

党总支、福建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

业协会党委、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党支部，在福州地铁南门兜站点开展

“党建赋能流动线，聚力引领新时尚”

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党

建引领主题活动。

参加志愿活动的党员们，一同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虹口区

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回信以及

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示批示精

神，并展开交流探讨。各党支部本着

“双向赋能、结对共建”原则，签署了支

部共建协议；他们还向乘客发放垃圾

分类宣传手册，邀请乘客体验互动游

戏等，引领乘客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

习惯。

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8 日，是首届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根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一部署，福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委 员 会 组 织 开 展 了 系 列

宣传报道。宣传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在前期，通过开设“关注首届全国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专栏、专区”

的形式，围绕分类典型案例、分类达

人、科普基地三大版块开展系列宣传

报道。

在宣传周期间，推出了红庙岭循

环经济产业园科普基地统一开放研学

活动网络直播，举办了“让垃圾分类成

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主题晚会，并进行

网络直播；举行了“垃圾分类自治新模

式”“环保讲师驾到”两场融媒体访谈

直播；开展了一场千名城管进社区活

动，面对面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在福州

地铁，开展一场“党建引领、省市多个

党支部共建、共同推进地铁上的垃圾

分类工作”活动。

这一系列活动普及了垃圾分类知

识，展示了福州垃圾分类成效，鼓浓了

舆论氛围，推动群众习惯养成和文明

素质提高，“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的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助力福州

市垃圾分类工作更上新台阶。

当前，福州市五城区小区和公共

机构垃圾分类基本全覆盖，已建成 10
个省级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1 个

省 级 分 类 示 范 区 、1 个 省 级 试 点 县

（市）、12 个省级示范乡镇 。打造 3 个

国 家 级 公 共 机 构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示 范

点 。居 民 垃 圾 分 类 准 确 率 达 85% 左

右 ，生 活 垃 圾 回 收 利 用 率 达 45% 以

上，资源化利用率达 87.7%，无害化处

理 率 达 100% ，城 市 垃 圾 分 类 管 理 更

加精细、市民垃圾分类投放习惯更加

文明。2020 年上半年以来，福州市在

住建部考评中稳居第一档，2021 年第

四 季 度 进 入 住 建 部 全 国 大 城 市 评 估

第一档（第 5 名），今年一季度也保持

了这个好成绩。

（许流钦）

福州：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亮点纷呈

▲中学生到福州红庙岭开展研学活动，学习垃圾分类科普知识。

本报讯（记者 陈梦婕） 28 日，由厦门大学和中华文化学院
共同主办的“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活动第三场在厦门大学举办。
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
究院刘国深教授和澳门理工大学名誉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邵宗海教授，以“两岸心灵契合：文化与生活的
视角”为主题展开对谈。

刘国深教授表示，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是两岸同胞实现
心灵契合的坚实基础。虽然两岸之间存在差异，但绝不应该夸大两
岸在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应当共同反思、包容两岸形式上的不同，
方能促进心灵契合。

邵宗海教授从两岸婚姻、两岸家庭文化等角度出发，分享了自
己对“两岸心灵契合”的内涵理解。他表示，制度不同不应成为两岸
心灵契合的障碍。心灵契合不能仅仅存留在两岸历史文化记忆里，
需要落实到两岸的共同生活中，要落脚到两岸民众朴素的情感需
求和生活需求的层面，也就是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厦门大学和中华文化学院共同发起和打造“两岸学者面对面”
这一两岸学术交流的新品牌，旨在通过两岸知名学者之间的深度
对话，鲜活地呈现两岸同文同种、根叶相连的文化亲缘，不断唤起
两岸民众休戚与共的生活体验，为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活动第三场举办

两岸学者畅谈“两岸心灵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