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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参选人
赖清德日前宣称，“走入白宫”是其“追求的政治
目标”。此言一出，岛内舆论哗然，数十个政党和
团体发表声明痛斥赖清德妖言惑众、害台毁台、
自寻绝路。据报道，美方也不买账，要求民进党
当局和赖清德予以澄清。何以如此？因为“走入
白宫”说暴露出赖清德图谋“法理台独”的祸心
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麻烦制造者”的本质。

瞄着 2024 年台湾选举，赖清德最近强刷几
波存在感。他先是给美媒投书，声称要和美国加
强“民主合作”，为心心念念的“抗中保台”寻求
支持。后来又企图借“过境”窜访之名，行“倚美
谋独”之实。现如今，更是直接喊出要以台湾地
区领导人的身份“走入美国白宫”，可谓接二连
三，不断挑衅。

赖清德“独”心不死强抱美国大腿，“语出惊
人”挑战台海和平稳定，这股挟洋自重的猖狂劲
儿，颇有不撞南墙不回头之势。众所周知，我们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分子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窜美，坚
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分
子及其分裂行径。如果赖清德之流在“倚美谋
独”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胆敢踩踏红线，大陆
必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让暴冲的“台独”顽固分子付出应有的代价。

赖清德之所以肆无忌惮玩口嗨，正是瞅准
了美方“以台制华”图谋并投怀送抱。在中美博
弈大背景下，美方一面说“四不一无意”，一面对
华遏制和打压动作不断。赖清德之流自然见猎
心喜，通过对美军购等缴纳各种“投名状”，用真
金白银迎合美国所好，配合美国“以台制华”搞

“一中一台”，继续完成作为一个“务实台独工作
者”的“使命”。

有道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白宫是美国国家
权力的象征。赖清德把“走入白宫”作为自己从
政、参选的政治目标，可以合理想象，其一旦权
在手，便把令来行，定会处心积虑推动“法理台
独”，在自以为合适时铤而走险。这是对一个中
国原则和美国政府长期奉行的一中政策、近来
多次宣示的不支持“台独”的立场的严重挑衅，
只会让台海进一步陷入兵凶战危。

众所周知，1978年 12月发表的《中美建交公
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利
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
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
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40 多年
来，无论哪个政党在美国执政、对华政策有何调
整，台湾地区领导人从未被美国政府允许进入
华盛顿，更遑论白宫。

赖清德这次的出格言行显然没有跟洋大人
对表，投石问路的“走入白宫”说越了界过了火，
将给本已处于复杂局面的中美关系带来巨大冲
击。这种冲击和后果是美方无法承受的，因为中
方多次用事实和行动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核
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
的红线。

当“务实台独工作者”的小九九跟美方自己
的小九九产生冲突，孰轻孰重，如何抉择，不言
自明。明白其中利害得失后，美方当然不会傻到
被赖清德之流反向拿捏。

“台独”只会给台湾带来灾难。赖清德之流
顽 固 坚 持“ 台 独 ”立 场 甚 至 变 本 加 厉 表 演“ 抗
中”，表明其对两岸关系和台湾民众福祉极端不
负责任，也让希望两岸和平的人们对民进党在
台上的所作所为更加放心不下。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与两岸同
胞利益福祉背道而驰。岛内有识之士直言，心里
藏着“台湾共和国总统”迷梦的赖清德，比陈水扁
更冒险、更冲动，比蔡英文更不加掩饰、更可能走
极端。当前，两岸关系正面临和平与战争、繁荣与
衰退两条道路、两种前景的抉择。何去何从，能不
三思乎？至盼台湾同胞提高警惕、明辨是非，坚决
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把台湾前途命
运、自身安全福祉牢牢掌握在手中。

赖清德自寻绝路的小九九
一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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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梦婕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 29日答记者问
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企图“倚美谋独”“以
武谋独”，不断乞求美国向其售武或提供军援，强化与美军事勾连。
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在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弹药库”，加剧台海兵
凶战危。如任由民进党一条道走到黑，青年只能当炮灰。

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价
值约 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答问时作上述
表示。他说，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这一立
场是明确的、一贯的。

陈斌华说，“台独”是绝路。无论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势力
花多少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买多少美国武器，都动摇不了我们解
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意志，都抵挡不了我们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

国台办：

民进党“以武谋独”
只会让台青当炮灰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文/图） 近日，莆田涵江区江口镇
新墩侨乡第十二届留守孩子夏令营举行，80 多名华侨留守儿
童走进装修一新的侨乡留守孩子之家，参加丰富多彩的暑期
生活。

在为期半个月的活动中，主办方邀请仰恩大学 15 名大学
生驻村支教，与志愿者一起为孩子们开设美术、音乐、舞蹈、国
学、心理健康等课程，并通过各个兴趣小组，寓教于乐地开展
手工制作、文体等活动。

“多年来，通过大家努力，孩子们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健
康平安成长。侨乡也变得更加和谐，侨胞在海外打拼更安心，
这是我最骄傲的事情。”夏令营创办人李金灿表示。

莆田市侨联主席郭立红表示，新墩侨乡举办免费夏令营
12 年来，给侨乡留守孩子创造了一个校外学习、教育的场所，
让海外侨胞安心在外经商创业，深受侨胞和侨界群众好评。

江口镇是我省著名侨乡，不仅过去华侨数量众多，如今也
有大批中青年在海外务工、经商，而他们的子女则留在家中。
为了照顾和丰富这些孩子的暑期生活，江口镇新墩村成立侨
乡留守孩子之家，办起留守孩子夏令营，为留守儿童送上关
爱，赢得社会各界广泛称赞。

莆田侨乡举办留守孩子夏令营

本报讯 （记者 陈梦婕 文/图）
第二十二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27 日在福州落幕。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夺冠，福建师范大学、海南大学分别
获得亚军、季军。

本 届 比 赛 吸 引 了 包 括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台 湾 大 学 等 两 岸 16 所 高
校 的 近 80 位 辩 手 参 赛 ，选 手 们 围
绕“ 人 工 智 能 有 了 情 感 ，将 会 是 人
类 的 福 祉 还 是 隐 患 ”“ 初 入 职 场 ，
应 勇 于 拒 绝 还 是 主 动 接 受 职 责 以
外 的 工 作 ”“‘ 网 红 经 济 ’是 否 利 于
消 费 者 ”三 道 辩 题 ，以 辩 会 友 ，在
面 对 面 互 动 中 携 手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推 动 两 岸 青 年 交 流 、交

心、交融。
海 峡 两 岸 大 学 生 辩 论 赛 创 办

于 2002 年 ，20 多 年 来 形 成 辩 论 赛 、
联 谊 联 欢 和 赛 后 考 察 交 流“ 三 部
曲”。两岸辩手台上激烈辩论、台下
亲 密 沟 通 ，在 思 辨 互 动 中 产 生 共
鸣 ，在 密 切 交 融 中 建 立 互 信 ，在 热
络沟通中培养情感，在理解包容中
产生认同。

台湾世新大学已经多次参加海
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表现不俗。该
校新闻学专业硕士班 2022 级的学生
李晨旸表示，作为第三次参加这个辩
论赛的选手，因为疫情的原因，之前
两次都是在线上进行辩论，没有面对

面交锋的流畅感，实属遗憾。“这次实
体参赛，让我们有一个与大陆同学近
距离交流的机会，非常享受比赛的辩
论过程。”

兰州大学的选手王国屹同学表
示，世新大学的辩手思维都很敏捷，
反应非常快，他们用的辩论术语很口
语化，有利于让观众吸收。不同风格
的碰撞对他来说帮助很大，也让他收
获了很多的经验。

“论是语言的载体，也是文化的
结晶，这是它有别于其他交流形式
的一个最大特点。”大陆评委于强表
示，“辩手来自海峡两岸，但拥有共
同的母语、同样的词语库，用同样的

遣词造句的逻辑来进行交流。在辩
论中，‘让我看看你的世界、你的生
活是什么样子的，听听你是怎么思
考的’，这是一种深入而有趣的交流
方式。因此，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长期以来都受到两岸大学生的欢迎
和关注。”

台 湾 中 国 文 化 大 学 行 政 管 理
学 系 助 理 教 授 项 程 华 表 示 ，通 过

“‘ 网 红 经 济 ’是 否 利 于 消 费 者 ”等
辩题，台湾同学也深入了解了大陆
的“ 网 红 经 济 ”。因 此 ，参 加 辩 论 比
赛不仅是辩才的大比拼，同时也是
很 好 的 桥 梁 ，让 两 岸 同 学 互 动 沟
通，彼此了解。

第二十二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收官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辩论队夺魁

本报讯（记者 全幸雅） 作为第十一届海峡青年节的活动之
一，为期四天的两岸青少年“创未来”科普夏令营 30 日在福州开
营。近百名两岸青少年参加此次活动，其中包括 30 多名来自明德
高中、立新中学、侨泰中学、信义小学的台湾中小学生。

活动由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主办，以科技创新为主题，包括
人工智能科普讲座、科技展馆和科普教育基地参观、中华传统文化
研习、福州特色文化体验等多项内容。

开营活动现场，精彩的无人机创意表演引发两岸青少年的阵
阵掌声和欢呼，诗朗诵《科技助梦》深情演绎了新一代青少年的科
技梦，人工智能科普讲座带领同学们畅想科技未来。

台中市明德高中老师徐薏梅表示，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
重要力量，也是加强两岸交流的重要途径。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
代，青少年需要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共同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两岸青少年“创未来”科普夏令营
在福州开营

“‘个人游’政策是中央送给香港的一
份大礼，为香港旅游业带来巨大改变。”适
逢内地赴港个人游开通 20 周年之际，香港
旅游发展局总干事程鼎一日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表示。

2003 年 7 月 28 日起，中央政府放宽内
地居民往来香港的签证政策，先后允许内
地 49个城市居民申请来港“个人游”。从此，

“个人游”成为香港和内地民众深入交流的
主要方式之一。

市场繁荣蕴藏无限生机

“个人游”自实施以来，吸引大量旅客
从内地来港，从而带动香港的入境旅游发
展。程鼎一认为，香港作为一个人口 700 多
万的大都市，“个人游”开通后游客数量的
增长以及带来的经济效益，放眼全球都是
少见的。

香 港 旅 游 发 展 局 提 供 的 数 据 显 示 ，
内 地 访 港 游 客 人 数 从 2002 年 的 683 万 人
次 逐 年 递 增 ，2018 年 内 地 游 客 数 量 达 到
最高峰，全年人数约为 5080 万人次，增幅

达 6 倍多。
“个人游”的开通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

的经济效益。旅游业占香港 GDP 由 2003 年
的 2.5%，上升至 2018 年的 4.5%。香港旅游
行业就业人数由 2003 年约 15 万，增加约八
成至目前约 27万。

“个人游”涵盖城市范围越来越广，也
为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平
台，更多香港市民认识到香港和内地融合、
优势互补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游客需求促进行业转型

香港旅游发展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6 月份初步统计访港旅客数字为 275 万
人次，其中超过 215 万人次来自内地。今年
上半年访港旅客数量约为 1300 万人次，其
中超过 1011万人次来自内地。

“香港旅游业多年来受惠于内地游客，
内地游客的需求也成为香港旅游业不断转
型升级的动力来源。”程鼎一说。

程鼎一向记者介绍，近年来，旅客对旅
行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深度游”逐渐成

为内地游客到港旅游的热门选择。访港旅
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旅游，追
求更加多样化、深度化的旅行。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成为香港旅游
的新关键词。香港将文化理念、文化元素、
文化符号融入旅游项目中，让文旅融合焕
发新活力。

此刻的香港，“个人游”旅客依旧遍布
街道，他们在深水埗的大排档露天而坐，感
知港式街边风味；在西九文化区，漫步于香
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感受中华传统文化艺
术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去往油麻地警
署、半山扶梯，打卡港剧同款取景地……精
细化、个性化的旅游线路打开香港旅游产
业新空间，激发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
流中心的最大潜力。

双向奔赴 未来可期

今年 2 月香港与内地全面恢复通关以
来，“港人北上”消费旅游成为新热潮。香
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数据显示，6 月北
上港人总数超过 408 万人次，日均北上港

人约 14 万人次。从日常消费到逛展打卡，
两地居民在消费和文化融合中实现“双向
奔赴”。

程鼎一表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交
通网越织越密，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距离也
越来越近。他相信，大湾区城市间的互联互
通将会促进旅游资源的多元配合，将带动
旅游行业进一步发展。

同时，香港也期望成为海外旅客探索
内地的“中转站”。程鼎一说，很多海外旅客
来到香港，也是探求商机，以香港为起点融
入大湾区的发展中。程鼎一表示，未来大湾
区跨境通关更加高效，为大湾区旅游资源
整合提供条件，旅客们将可以享受到更加
多样的旅游资源。

谈到未来发展规划，程鼎一坦言，目前
香港旅游业仍处于恢复阶段，这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今年旅游业的发展重点集中在
旅游体验和质量上，为全面恢复后的市场
做准备。”程鼎一说，下半年香港旅游发展
局还将举行香港单车节、香港跨年倒数等
活动，向旅客呈现更多元、更深度的香港。

（据新华社香港电）

为香港旅游业带来巨大改变
——香港旅游发展局总干事程鼎一谈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20年

本报讯（记者 全幸雅 文/图） 30日，第十一届海峡青年
节·第十届榕台中小学生书画交流展在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
馆开幕，两岸嘉宾、师生及家长共计 500多人参加。

此次交流展展出两岸特邀嘉宾作品、中小学生一二三等
奖作品共 219 幅，围绕“源·缘·园·圆”主题展开，题材丰富、异
彩纷呈。策展人黄红介绍说：“‘源’代表两岸的根，承载着丰富
的历史与文化记忆；‘缘’代表心灵的共鸣，连接着两岸青少年
的友谊；‘园’是充满生机的土地，代表两岸的共同家园；‘圆’
是对团圆的期盼，寓意希望和美好的未来。”

本次活动有 8 对榕台获奖学生结成对子，开展为期一周
的线下交流。交流展期间除了书画交流、软木画体验之外，还
安排了福州三坊七巷、闽越水镇的参访活动。

第十届榕台中小学生
书画交流展开幕

仰恩大学支教老师给孩子们上课。

台湾南投县投缘画会理事长白慧怡（左一）为学生们介绍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