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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福建展旗经贸有限公司、福州市昊天
顺贸易有限公司、北京美旗智研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等各债务人
或关联方，应立即偿还所欠债权人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债务本金共计约 479，494，953.00 元，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
金。各债务人或关联方无论因何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则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等应履行相关法律义务或承担法律责任。否则，本公司将
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此公告。淮矿现代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联系人：赵军 联系方式：18900546337

债权人：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2月5日

债权催收公告

上周，因一份财报，能源议题再度成为岛内焦点。
事情的起因，源于台湾电力公司（以下简称

“台电”）近日披露的 2023 年度营收报告，将民
进党当局错误的能源政策推上了风口浪尖。报
告显示，去年台电亏损 1985 亿元（新台币，下
同），历年累计亏损高达 3826 亿元。对此，台电
及绿营民代纷纷辩解，高额亏损主要是全球燃
料价格飙涨所致，跟政策无关。

台当局这套遇事“甩锅”的说辞，各界并不
买账。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台电将成
本暴增归咎于国际环境，却掩盖购买光电与风
电的高昂成本，非常不诚实。燃料成本增加无须
究责，但不合理的能源政策是“人祸”，必须追究
真相，厘清责任。有分析人士指出，民进党当局
强推“废除核能发电”的能源政策，力求 2025 年
建成“非核家园”，台电巨亏正是这一错误政策
付出的代价。

“人祸”从何而来？
众所周知，“反核”是民进党的“神主牌”。民

进党上台后一心废核，为了实现“2025 非核家
园”，于 2019 年强行关闭核一厂，核二厂去年也
除役，加上核四厂建成后即被封存，台湾仅剩核
三厂在运转，随之而来的能源供应大紧缺，让台
湾人民忧心忡忡。表面上，“非核家园”貌似前进
了一步，可对民众和企业而言，则是距离缺电更
近一步。近年来，台湾各地大小停电不断，动辄
波及上百万户，民众和企业饱受缺电之苦。

然而，“缺电之苦”在绿营嘴里却成了一句
玩笑话。日前，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在谈及台湾能

源政策时，再度声称“台湾不缺电”，让民众和业
界不用担心，还扬言“省电比发电更优”。此言一
出，招致骂声一片。网友纷纷揶揄，“台湾不缺
电，民进党用爱发电”。还有人改写古诗词嘲讽，

“才下眉头，‘缺’上心头”。
蓝营民代谢衣凤怒斥赖清德睁眼说瞎话，

民进党当局信誓旦旦发展绿电，可效果不彰，根
本弥补不了巨大的缺口。在绿能跟不上的情况
下，只能不断提高火力发电占比，结果是空气污
染加剧，巨亏的台电有苦说不出。

过去八年，台湾经历数次大停电，能源供应
紧缺是铁的事实。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表态避重就轻，回避缺电事实。台电
债台高筑，更让“不缺电”的谎言不攻自破。

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不只让百姓饱尝
缺电之苦，还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和影响。
上周，发起“珍爱藻礁公投”的岛内环保团体召
开记者会揭露，民进党当局力主建设的第三天
然气接收站（简称“三接”），引发海域漂沙严重，
堵塞珊瑚呼吸孔，藻礁岌岌可危，其中保育类物
种“柴山多杯孔珊瑚”22 个点位中有两处消失，
其余生长面积也在缩小。

人尽皆知，“三接”跟“反核”脱不了干系。
2017 年，民进党当局为提升电力供应，尽早实
现“非核家园”目标，指示台湾“中油”在桃园大
潭藻礁兴建“三接”工程。因该海域属生态保护
区，“三接”自上马就饱受质疑。

“蔡英文的藻礁永存，变成了藻礁永埋！”蓝
营民代罗智强炮轰民进党采取错误的能源政

策，大量使用天然气发电，让民众背负高昂的发
电成本，“三接”更危害珍贵藻礁生态，民进党为
了政治私利而牺牲环境。

为一党之私破坏环境，民进党的做法不止
于此。上周，陆续有民众发现，台当局高速公路
局竟在高速服务区砍伐、移除树木，用于架设太
阳能光电板。此事并非孤例，近年来岛内大量的
农田、果园、绿地都被太阳能光电板占据，让农
民苦不堪言。

有台媒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了掩盖严重
缺电的事实，把能源政策当儿戏，为了获取更多
设置绿能的场所，甚至默许一些地方“砍树毁田
种光电”，牺牲本该是农作物、树木的生长空间。

民进党的绿能光电乌云笼罩，黑金弊案丛
生，让能源转型彻底沦为“贪腐温床”。据不完全
统计，自民进党当局强推太阳能光电以来，背后
庞大商机与利益受到各方争抢，从“学甲炉渣
案”“88 枪击案”，到云豹能源图利事件，台湾光
电丑闻连环爆雷，牵扯出了民进党与绿能产业
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输送关系，民进党的“铁票
仓”台南更沦为光电黑金的“贪腐之城”，相关调
查至今仍被束之高阁。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2025 非核家园”显然
早已跳票，民进党当局却仍大力推动绿能，把

“绿能发电”变成了“绿营发财”。民进党表面上
看似为台湾能源永续努力，大幅提高绿能比例，
而实际上却是利益输送、坐地分赃，让“绿能蟑
螂”风光无限，却让缺电成为民众企业的恐惧和
台湾经济的梦魇。

才下眉头，“缺”上心头 本报讯（记者 郭斌） 作为第六届“印象·福州”大赛的配套活
动之一，为期 3 天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寻美福州”活动近日在福州
圆满收官，来自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
海外华裔青少年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以“福韵绵长 福满榕城”为主题。其间，海外华裔青
少年参观三坊七巷、烟台山、上下杭，探访林则徐纪念馆和中国船
政文化城，感悟、传承福建精神。漫步森林步道和青年广场，听福
音、赏福味、品福韵、享福气。在茉莉花茶馆，海外华裔青少年沉浸
式了解和学习非遗文化。

海外华裔青少年表示，要将此次寻美福州的经历与感悟带回
去，与更多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分享。

“印象·福州”大赛自 2015 年举办以来，共吸引了来自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万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参加，已成为海外华裔
青少年感受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海外华裔青少年寻美福州

本报讯（记者 郭斌） 近日，福建侨界“祥龙贺新春 送福进社
区”主题实践活动在福州鼓楼鼓西街道后县社区举行。活动旨在围
绕“四下基层”“佳节关爱行”“志愿服务送关爱”，送侨爱、结侨缘、
聚侨心，共建和谐、健康、温馨的美好家园。

其间，海内外闽籍书画家徐建峰、张立君、施钟飞等现场泼墨
挥毫，书写“福”字及春联赠送给现场群众，营造新春喜庆热闹的文
化氛围；省直侨联医学专家杨朝阳、邓朝胜、李金銮等来到现场开
展义诊服务，进行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筛查、诊断，普及医学知识，引
导群众科学就医；省侨联、省志愿者公益基金会等捐款捐物，慰问
困难群众；省侨联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举办青年学习讲堂，宣传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送去党委、政府和侨联组织的温暖。

福建侨界开展“祥龙贺新春”活动

近日，以“两岸一家亲·融合创未来”为主题的台湾人才交流活
动暨新年音乐会活动在福州市晋安区两岸社区交流中心举行，40
多位在榕台胞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两岸小朋友带来了古筝演奏

《盛世国乐》、武术表演《中华小子》、台湾童谣《天黑黑》等节目。
本报记者 吴洪 摄

一周看

本报记者专栏

本报记者 刘深魁

“‘去中国化’幽灵下，台湾沦陷在黑暗
的教育深渊！”“现行课纲缺德、无耻！”“台
湾的教育政策无知无情自断文化经脉，让
孩子失去深入学习自己文化的机会。”……
去年 12 月以来，一位台湾中学语文教师屡
屡发出沉痛而愤慨的呼告，与教育界人士
声讨痛批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教育政
策，引发两岸社会强烈共鸣。

她是怎样的人、怎样的老师？她因何能
迸发振聋发聩的声量？对于教育，她还在思
考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记者专访了
台北第一女子高中语文教师区桂芝。

家家 教教
基隆，1963 年，区氏夫妇第六个孩子在

这座台湾北部港口城市出生，取名桂芝。
“父母 1949 年前后离开内地，去了香

港。父亲受到港英殖民当局迫害，1958 年全
家来到台湾。”区家先后落脚台北、淡水、基
隆，举目无亲，生活“非常惨淡”。

头几年，她父亲找不到稳定工作，全家
在淡水住的房子是茅草盖顶。“孩子一个个
出生。那时，很多人家都食指浩繁，我家孩
子 8个，更艰难。经朋友介绍，爸爸到基隆的
造船厂当工人，全家不再辗转流离，但依然
贫困。每到缴学费，母亲就要找人借贷。”

“当时有些人家，小孩多养不起就送人
或卖掉。”区桂芝感念地说，“父亲收入微
薄，哥哥姐姐早早毕业，出来赚钱，让我们
能接受完整教育。”

区桂芝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母亲本
不识字，靠自学能够读书写信。“我们从小
在家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父母告诫我们，
做 人 清 清 白 白 是 第 一 要 件 ，不 可 违 背 良
心。”

“父母不要求我们学习多好，但强调
‘人穷志不可短’。”区桂芝坦言，她走入社

会后对工作责任心强，首先因为家教，也来
自当年学校教导要“诚意正心”。

讲讲 台台
台北，1983 年，区桂芝考上台湾政治大

学中文系。
选择这个专业其来有自。高二时，老师

以“炎凉世态”为题布置作文，区桂芝得了
高分，这个鼓励影响了她往文学方向发展。

30岁时，区桂芝也成为中学语文教师。
“我教书比读书用功，教学相长，愉快而充
实。”她说。

一晃 30年，她坚守教学一线，亲历台湾
教育环境变化。“孩子越来越受到所谓民
主、自由、人权等西方观念影响，传统教育
却不断弱化。”她说。

“我始终告诉学生，品德远比成绩重
要。没有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作基础，社会
就会滋生乱象。”她认为，守住文化根源才
不会错乱，“课堂上多培养一个君子，将来
社会就少一个败类”。

原本区桂芝专注三尺讲台，认为讲好
课就是对学生负责。然而，民进党当局推出
的 2019年新课纲使“去中国化”教育乱象加
剧，她的忧虑与日俱增。

“台湾政治因素干扰教育问题严重。”
课上，她讲中国传统文化，有的学生听到

“中国”感到刺耳，表现出抵触心理。“‘去
中国化’教育思维下，‘中国’被异化为‘他
者’，造成学生背离传统，民族和文化认同
就乱了。”

不久前在台北参加一场记者会，与教
育界人士共同声讨当局“去中国化”教育政
策，区桂芝请求让她多讲些时间。前一天晚
上，她准备讲稿到凌晨 2 点多，搁笔后久久
不能入眠。

社会的讲台上，区桂芝慷慨陈词，视频

在网上迅速流传，她始料未及地站上舆论
场风口浪尖。

时值台湾地区两项选举前夕，有人质
疑她“借机炒作”。“我们的教育歪了，我呼
吁大家正视危机。说我‘炒作’，我就‘炒作’
了。”她说，“现在看，正面回响远大于负面，
让我对未来抱有希望。”

“该说的就要说，该做的就要做。”面对
绿营政客、媒体、网军攻击，她针锋相对，持
续发声。

常对学生说希望彼此关系是“一日为
师终身为友”，区桂芝得到来自校园的温
暖。

“这副对联是学生送我的礼物。”学生
书写的遒劲行草与老师创作的激扬文字相
得益彰：对文化逆流无惧迎头而上，联道统
传人有心舍我其谁。

“我拉着学生的手说，你就是我讲的道
统传人。她没有摇头，脸上是少年纯真的笑
容。”区桂芝说。

学校收到过攻击区桂芝的信函，她感
到抱歉，但同事都说没关系。“大家的表达
含蓄但暖心，还有人主动帮我挡掉恶意的
来电。”

区桂芝的家人无论在海外、岛内、大
陆，都给她“毫无保留的支援”。“哥哥姐姐
说以我为荣，告诉我很多朋友通过他们表
达赞许。”

道道 路路
湛江，20 世纪 90 年代，区桂芝的母亲

回到故乡。返家的道路，走了数十年。
区桂芝父亲过世后，母亲每年都回老

家过年。今年春节，区桂芝和弟弟照例会回
去陪年逾九旬的老人。

“两岸隔绝年代，爸妈无法知晓他们父
母何时去世。这是历史造成的人伦悲剧。”

她说，“母亲因没能尽孝深感愧疚，回去后
用重建老屋的方式自我救赎。长辈承受如
此不幸，我们和下一代必须思考，要不要延
续这样的民族苦难！”

1992 年，区桂芝第一次回大陆，去宁
波、绍兴旅行。“大陆当时改革开放没多久，
物质条件还不好，但我被同胞情深深打动，
铭感五内。”她说，当地朋友为接待她们，特
意在家里装了抽水马桶。

那次，区桂芝参观了不少名人故居。
“王羲之、徐渭、秋瑾、鲁迅……都是耳熟能
详的人物，走进历史现场，特别亲切。”她回
忆说，“长江、黄河曾只在课本里，《龙的传
人》曾是最热门歌曲。我没下飞机，心就怦
怦跳得厉害，胸中澎湃的是民族感情。”

“现在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因为传统
文化在教育和生活里流失，他们受到的滋
养微薄了。这是今天的困境。”她眉头紧锁。

教育界有识之士揭露的问题，横亘在
台湾社会面前。

“选举前，有人说我是 4 年一次的临时
演员。现在，我要把临时演员演成主角。”区
桂芝语气坚定，双手握拳，“民进党继续当

政，课纲恐原封不动。我们要联结更多人来

救教育、救孩子。这是长期抗争的道路，要

有知其难为而为之的勇气。”

区桂芝希望两岸年轻人多接触，相互

促进。“两岸离久情疏，更应增进理解。因为

政治上的干扰，包括外部因素，两岸拉近距

离面临困难。但困难不代表做不到，因为文

化和民族是天然的。”

“两岸应在共同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结

合创新能力，共创华夏新文明。大势所趋，

同 路 人 会 越 来 越 多 ，共 同 的 梦 想 定 会 成
真。”她说，“这个梦以文化为根，不是虚幻

的。我们不能停下脚步！”
（新华社台北2月2日电）

知其难为而为之
——访痛批“去中国化”课纲的台湾教师区桂芝

本报讯（记者 吴洪 通讯员 郑抒婷 文/
图） 近日，以“同台共舞一家亲·同气连枝闽台
情”为主题的闽台青少年交流联谊活动在福州
举办，台湾台东县丰田中学少数民族交流团一
行 57人在福州开展 5天的交流活动。

其间，交流团参观了三坊七巷、上下杭、烟
台山等地，领略福州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与
福州文教职业中专学校、福州金山中学进行交
流。两岸青少年还共同体验了制作花灯、包饺子、
写春联（如图）等活动，在互动交流中了解两岸一

脉相承的民俗文化，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台湾学子纷纷表示，福州之行令他们回味

无穷、印象深刻，让他们领略了闽都文化，了解
了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结交了许多朋
友，希望还有机会再来福州。

闽台青少年交流联谊活动举行

近日，来自闽江学院乡村振兴研习社的大学生们走进仙游台
创园，与台湾农民们一起问道乡村振兴，共话两岸农业融合发展。

树葡萄、印尼桑椹果、哥伦比亚黄晶果、冰淇淋果、黑糖芭比莲
雾、手指柠檬……在台企莆田市南阳果树开发有限公司的 100 多
亩农场里，大学生们边参观边询问。“在开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
过程中，我发现仙游县有着亚热带地区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等得天
独厚的优势，决定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一产业。”围着火炉，同学们与
台农、公司负责人李宪庭畅谈转型之路。李宪庭告诉同学们，他早
先经营鞋业，受到大陆生态文明建设热潮的影响，决定转型走以健
康、绿色为核心的名优水果良种繁育发展之路，通过企业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有120多位
台农在此耕耘，总投资1.1亿美元，涵盖水果种植、花卉苗木繁育、油
茶种植、休闲观光农业等产业，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莆田台创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是仙游台创园的龙头企业之
一，集育苗、种植、产品开发、销售和观光于一体。该公司早期是一
个年出栏近 5 万头生猪的养殖场，同时种植树葡萄等果树。“大陆
正在加快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因此，我们也将更多精力放在打造绿色、营养、健康的树葡萄产业
一体化示范基地上。”公司负责人陈正信说。

“乡村振兴重点在于产业振兴，能立足当地资源禀赋，集中力量
打造绿色产业特色品牌，是仙游台创园许多台农主动作为、积极转型
的成果与成功之道。”闽江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海峡两
岸乡建乡创发展研究院特聘专家邓启明教授建议，园区内的台企下
一步要规划好重点种植发展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区、农产品深加工
区，同时了解并参与两岸相关标准的制定，促进闽台农业融合发展。

三产融合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以往许多台农更专注
于一产、二产发展。如何协助台农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闽江学院乡村振兴研习社是由该校不同专业学生组成的大学
生社团，旨在发挥不同学科与专业大学生的优势，探索和推进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实用人才培养与发展。

在福建省马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学们与农场负责人张玲
惠就牛樟芝产业的农文旅融合发展进行交流研讨。“在生产经营
中，我发现许多大陆消费者对牛樟芝还不太了解，如何让牛樟芝走
进大众视野？”张玲惠早期以甜柿种植为主，近年来致力于牛樟芝
的栽培与产品推广。

“钟山镇是福建省委旧址，可以依托‘红色旅游+文脉传承+休闲
农庄’的发展模式，向园区大量引流，结合视频号、抖音号、公众号等社
交平台，将牛樟芝的产品进行包装并推广，让独特且稀缺的牛樟芝产
品真正走进大众的视野。”闽江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生林怡建议。

为进一步深化仙台现代农业合作，闽江学院的师生们表示，将
与当地政府携手，就仙游台创园的进一步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与跟
踪研究，推进政校企合作，共同服务乡村振兴与仙台融合发展。

“我们将把在园区拍摄的内容进行剪辑，通过抖音、微博、小红
书等平台推介，讲好台湾农民创业发展的故事。”闽江学院经管学
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肖雨桐说。

台创园里谋发展
——闽江学院师生走进仙游台创园

□本报记者 吴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