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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看

本报记者专栏

本报记者 陈梦婕

近日，一位自称台湾“小当归”
的台湾女孩壹壹想去哈尔滨游玩
的视频在网上迅速爆红。视频里，
她表达了想去哈尔滨游玩的想法。
哈尔滨一位热心大叔看到后，第一
时间暖心回复，更在凌晨 2点亲自
接机。旅行期间，“小当归”和妈妈
不但收到哈尔滨当地商家、民众的
礼物和祝福，还收到了 297 只千纸
鹤，代表大陆 297 个城市欢迎她的
到来。“小当归”和妈妈也把在台湾
买的糖果回赠给哈尔滨的叔叔阿
姨们。

其实，不只是壹壹小朋友感受
到大东北的温暖。日前，在哈尔滨索
菲亚广场，一位正在给“小土豆”们
（因冬季南方人在北方旅游时的装
扮形似“土豆”而得名）发糖的东北
大哥，听说还有“小土豆”是从台湾
远道而来，就亲切喊道：“糖装满、茶
倒满，一家人不用客气。”哈尔滨太
平国际机场外，一位司机师傅偶遇
来哈尔滨旅游的台湾同胞，听闻他
们不会使用打车软件，这位师傅立
即取消了已经接到的派单，将他们
送往目的地：“我宁可拒单受罚，也
不能让同胞挨冻。”有大陆网友就此
改编古诗一首：“谁言天公不好客，
漫天风雪接一人。不忍归客泥沾鞋，
冰雪铺就白玉街。”

在网上看了“小当归”们的故
事后，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感到特别温馨，“有一种爱在传递
的感觉”。“小当归”圆梦了，如愿以
偿地去了哈尔滨，派送了糖果，收
获了温情和祝福。这趟温馨之旅让
人感动，真切地体现了“两岸一家
亲”。不论是叫“小凤梨”还是叫“小
当归”，台湾的“小当归”们和大陆
的“小砂糖橘”们、“小野生菌”们、

“小熊猫”们一样，都是中国人自家
的孩子，一定会被无限宠爱和热情
款待。

这两年除了热门景点，大陆的
流行文化、美食佳肴、社交平台等
也风靡台湾。从抖音、小红书到“科
目三”，从螺蛳粉到酸菜鱼，岛内掀
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以往这股热
潮的主角多为台湾年轻人，如今其
年龄层正在往下降，不少“小当归”
们不远万里、跨海而归。

心之所向，天涯也是咫尺。回
望刚刚走过的 2023年，祖国大陆始
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顺应同
胞共同心声，恢复扩大两岸交流。
参访、祭祖、观光、交流……2023年
台湾民众来大陆人数快速恢复，较
2022 年增长 7.4 倍。当他们看到真
实的大陆，感受大陆同胞的热情真
诚，就像台湾“小当归”与东北“老

铁们”的冬日邂逅，心中自会燃起
一把火。

过去的一年，两岸人员往来渐
渐回暖，两岸投资贸易也高位运
行。据海关总署统计，2023 年两岸
贸易额为 2678.36 亿美元，大陆稳
居台湾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据商
务部统计，2023年 1至 11月，大陆
新批准台资项目（含经第三地转投
资）6936 个，同比增长 26.8%，实际
利用台资金额 26.9亿美元，同比增
长39.9%。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结果日前揭晓，台湾舆论指出，赖
清德得票率仅四成，反映出多数
民 众 不 信 任 民 进 党 、忧 心 其“ 台
独”路线破坏台海和平，该党应尊
重民意、改善两岸关系。

计票结果显示，此次民进党得
票率为40.05%，较 2020年的 57.13%
大幅下滑。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
研究员庄嘉宏在中时新闻网发文
指出，数据表明约六成民众支持政
党轮替，对民进党过去八年的“执
政”表现打下不及格的分数。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表示，此
次选举结果显示民进党未获民众
充分授权。其原因包括民众忧虑赖
清德和民进党的激进“台独”路线
或将破坏台海和平，以及该党滥权

贪腐行径严重。
《旺报》社评指出，多数民众希

望两岸关系在选后获得改善。该报
建议，通过两岸民间交流，缓解紧
张局势，如尽快兑现撤销赴陆团客
禁令、恢复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和
团队游等承诺。

该文章表示，两岸经贸需要
交流，也必须交流。两岸产业连结
深厚，因应大陆对台贸易壁垒调
查结果，赖清德上台后应主动取
消不合理的市场保护措施，缓和
两岸关系。

《工商时报》社论也指出，为使
台湾不再错失更多发展契机，缓和
两岸关系是当务之急。欲重启两岸
对话协商，必须先承认两岸同属一
中，承认“九二共识”。

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理事长
林伯丰表示，工商界都希望改善两
岸关系。他说，两岸关系是影响台
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期望松绑
经贸往来、旅游观光、文化交流等，
积极维持《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ECFA）。

《联合报》刊发社论指出，交流
与合作是两岸的主流民意，若赖清
德仍照以往的思维蛮干，他遇到的
施政阻碍和民怨只会持续加剧，并
烧向整个民进党。

当归·应归

近日，笔者走进安溪城隍
庙，偶遇来自台北市、新北市等
地城隍庙的进香团，他们每年
都会组织信众回安溪“省亲”，
其中还有不少年轻人。

安溪城隍庙，原称清溪城隍
庙（因安溪古称清溪），始建于五
代后周显德三年（956 年），是福
建最早兴建的城隍庙之一。

据史料记载，清溪城隍由于
保护安溪、南安、晋江、惠安、同
安五县百姓免受旱、涝、风、虫、
兽灾之苦，因此两次受敕封，赐
金冠、黄龙袍。珍藏在庙内的城
隍伯主之印，据传系宋代皇帝所
赐，清溪城隍也因此成为历史上
唯一的有宋代皇帝赐金冠、龙袍
和玉印的县域城隍，印文为篆书

“敕封清溪显佑伯印”，拜亭楹联
故称：“宠锡袍冠八闽第一，褒封

伯爵五邑无双。”
一千多年来，安溪城隍庙

历尽沧桑，其间屡有兴废，其人
文轶事和民间传说在茶乡大地
的老百姓中口耳相传，懵懂孩
儿从小就听老人讲述城隍公保
佑乡民的种种故事，目睹虔诚
仪式，参加春巡盛事，城隍信俗
影响着一代代人。在人们心目
中，城隍俨然是一位赏罚分明、
正直无私的正义使者，城隍信
俗劝人为善，净化心灵，符合中
国传统的“和合”文化特质。

城隍信俗不仅根植于茶乡
大地，历经数百年传衍，在台湾
也有众多分炉。早在明末清初，
安溪先民即将安溪城隍香火带
入台湾嘉义，后分炉到台南、高
雄、台北等地，直至全岛各地。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台湾各地共

有自安溪城隍庙分炉 287座。
安溪城隍庙注重传承和弘

扬城隍文化，其中闽南语原创
歌曲《城隍公》广为传唱。该歌
曲由台湾著名音乐家林垂立倾
力打造并亲自演唱，编曲配器
特别选用中国传统乐器，如大
鼓、笛、箫等，生动的主旋律配
上两岸小朋友清脆的闽南语童
谣，整首歌曲富有浓郁的闽南
文化特色，传颂着安溪城隍公
的传奇故事和大爱精神。

如今，城隍文化学术研讨
会、闽台城隍庙联谊会、城隍春
巡等活动经常在安溪举行，成
千上万的境内外城隍信众每年
都会欢聚一堂，会香谒祖，共叙
亲情乡谊。安溪城隍庙见证两
岸同根文脉，两岸同胞是血浓
于水的一家人。

安溪城隍佑众生
安台赤子本同根

□本报通讯员 张锦川

安溪城隍庙鸟瞰。 本报通讯员 谢旭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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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及民意代表两项选举日前落
幕。选举结果表明，经过近 8
年施政，特别是遂行“台独”
路线、对抗路线导致台海形
势紧张动荡，民进党大失民
心，终遭反噬。岛内主流民意
对民进党顽固坚持谋“独”对
抗路线说“不”。

台湾地区选举事务主管
机构 13日晚公布的计票结果
显示，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组
合得票率仅有 40.05%，可谓

“惨胜”；民意代表席次由 62
席锐减至 51 席，丧失在台立
法机构第一大党、过半席次的
主导权。台湾社会要求“下架
民进党”的六成民意，真实、客
观体现在选票上。岛内媒体指
出，主流民意与民进党渐行渐
远，是不争的事实。

缘何如此？民进党上台
近 8 年 ，施 政 无 能 、贪 腐 万
能，丑闻弊案层出不穷；经济
指标华而不实，民生艰困、缺
上加缺；大搞“绿色恐怖”，打
压异己、撕裂社会。种种乱象
频发，导致民怨沸腾。在两岸
关系上，民进党当局拒不承
认“九二共识”，制造贩卖“两
国论”，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
行谋“独”挑衅，导致台海形
势紧张动荡，两岸交流合作
严重受阻，广大台胞切身利
益严重受损。相较 2008 年至
2016 年 两 岸 大 交 流 、大 合
作、大发展，广大台胞深切体
认到，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
好。民进党所推行的政策路
线就是“台独”路线、对抗路
线、害台路线。

两项选举期间，众多岛
内政党、团体和人士站上讲台、走上街头，痛批民进党两岸政策让台
湾兵凶战危、让民众担惊受怕，强烈期盼“政党轮替”，两岸关系重回
和平发展正轨。选举结果显示，有 836万选民将票投给了国民党、民
众党候选人，这两个政党和无党籍民意代表也在台立法机构席次过
半。数字会说话，选举结果充分说明，无论民进党如何欺骗操弄，“下
架民进党”，反对“台独”，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
不要分离，仍然是岛内主流民意。正如《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四成选
票即意味着，赖清德所声言的‘台独’路线不被大多数台湾人认同。”
民进党如果不思悔改，接着走谋“独”挑衅的邪路、对立对抗的老路，
只会遭遇台湾同胞更大教训乃至唾弃。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望亲好。不管岛内政局如何变化，大陆
方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促进两岸
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的初心不会改变，捍卫一个中国原
则、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底线不会退让。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国家统一的时、势、义，始终在大陆这一边，始终在历史正确的
这一边，始终在主张统一的正义力量这一边。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
湾地区选举只是中国的地方事务。这次选举结果撼动不了台湾是
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
方向，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阻挡不
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
义所在、民心所向。衷心希望两岸同胞坚定信心，相向而行，携手并
进，共创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完全统一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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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永珍） 19
日，福建省电力企业协会第四届第
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榕召开，邀请
台湾电力发展协会理事长萧金益
一行观摩，双方就进一步深化交流
合作签署协议。

根据协议，未来，双方将致力
于服务电力互联互通，高质量建设
海峡两岸能源电力产业集群；推动
经贸往来，共同开拓“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市场；促进技术共享共用，推
动海峡两岸电力行业技术标准共
通。同时，聚焦海峡两岸电力联网、
能源资源合作开发、新型能源体系、
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技术，在学术交
流、标准制定、产业宣传、人才培养、
智库服务等多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据介绍，自 2017 年福建省电力
企业协会与台湾电力发展协会首次
签订交流合作协议以来，双方积极
推动两岸电力行业在能源研究、技
术推广、科普宣传等方面的学术交
流与合作。联合举办海峡两岸新能
源发展研讨会、海峡两岸能源论坛
暨海峡两岸能源发展成果展、海峡
两岸能源电力融合发展论坛、闽台
电力产业接洽交流会。共同举办海
峡两岸能源合作平台第一届年会，
协助台湾勇帅电气技术顾问公司获
得福建能源监管办颁发的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资质采认书、厦门建设
局电力工程总承包三级资质、安全
生产许可证采认，使之成为大陆首
家“三证齐全”的台湾电力工程企
业。推动我省电力企业与台湾勇帅
电气技术顾问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并促成多个合作项目落地实施；
德京集团与台湾电力发展协会、齐
硕科技股份公司在宁德举办的世界
储能大会上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下一步，双方将建立定期会商
机制，制定年度合作项目清单，进
一 步 拓 展 合 作 广 度 ，提 升 合 作 深
度 ，推 动 海 峡 两 岸 电 力 合 作 常 态
化、长效化，打造海峡两岸社会组
织交流合作的示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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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电 台当局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显
示，2022-2023 学年，在台湾地区各级学校就读的两岸婚姻子女为
12.4万人，占在学所有跨境婚姻子女总数的 43.5%。

据统计，2022-2023 学年，在台湾地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
中、大专院校等各级学校就读的跨境婚姻子女，合计 28.5 万人，较
上学年减少 1.1 万人，占台湾地区全体学生总数的 7.0%。2017 至
2022 学年，在台湾各级学校就读的跨境婚姻子女减少 2.3 万人，减
幅为 7.4%。

从台湾地区跨境婚姻在学子女的分布看，新北市最多，4.3 万
人，占 15.3%；台中市 3.6 万人，占 12.8%；桃园市 3.4 万人，占 11.8%；
台北市 3.3 万人，占 11.7%；高雄市 3.1 万人，占 10.9%；台南市 2.2 万
人，占 7.6%。这六大城市的跨境婚姻在学子女合计占比约七成。

台湾地区各级学校在读的两岸
婚姻子女逾12万人

本报讯（通讯员 胡志雄 吕峰 记者 陈梦婕 文/图） 近日，
为期 3 天的“武夷之友”闽台青年茶会在武夷山举办，50 余名闽台
青年代表在美丽的山水茶园间，围炉话“三茶”、谋发展。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青年联合会指导，南平市青年联合会、南平
市海外联谊会、武夷山市委人才办联合主办。在茶会上，8 名闽台
青年围绕“以茶为媒，加强闽台青年交流”作主题分享，讲述各自的
亲身经历，分享创业发展经验和心得。

活动现场还授予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福莲茶庄园“南平市闽台青
年茶文化交流基地”牌匾。闽台茶人互动展示非遗技艺茶百戏（如图）。

台青、厦门启达台享公司总经理范姜锋表示，未来希望通过新
颖的茶事活动，邀请更多台湾青年到南平，真正融入武夷山茶产业
发展，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其间，台湾青年还走进燕子窠生态茶园，感受福建自然生态之
美；参观武夷山朱子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政和县闽台青年融合
数字文化 IP综合馆等，为两岸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建言献策。

“武夷之友”闽台青年茶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通讯员 李小琴/文 余祥龙/图） 近日，首届闽台（南靖）梅花文化节暨 2024 年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在南靖县梅林镇举行。

本次活动以“梅好时光，闽台花开”为主题，举办“云游”福建土楼、走进“五福南靖”，以及文艺演出、摄影
展、采风创意、梅山赏梅、茶话会等活动。

活动现场，闽台有机梅种植观光、百香果观光采摘园、青梅小镇开发、千亩香米水稻观光园综合体等四个
文旅项目签约。

图为游客在梅花怒放的梅林镇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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