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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岛内民众叫苦不迭，民进党当局大笔
一 挥—— 要 涨 电 价 ，由 此 势 必 引 发“ 万 物 齐
涨”，严重冲击经济民生。有民众炮轰，民进党
就是当代版的“周扒皮”。

22 日，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召开电价
费率审议会，宣布自 4 月 1 日起，台湾的工业、
家庭及小商家用电价格全面调涨，平均涨幅为
11%。其中，民生用电、小商家用电涨幅在 3%至
10%，预估超过 1340 万户家庭和百万户小商家
将受影响；产业用电的涨幅更高，“一般工业”
用户涨 7%至 14%，约有 44 万家产业用户将受
影响，“用电大户”则最高涨 25%。以半导体龙
头台积电为例，未来用电将涨价 25%。

消息一出，全台哗然。岛内民众犹记得，蔡
英文刚上任时曾信誓旦旦承诺，“电价 10 年不
会大幅上涨”。然而，自 2016 年民进党上台以
来，台湾电价却只涨不降，先后共调涨 4 次，涨
幅累计高达 33.4%。不到 8 年时间，电价“大幅
上涨三分之一”，从“不涨”到“大涨”，民进党当
局可谓言而无信，自打嘴巴。

电价一涨，万物齐涨。上周，交通运输业
“涨”声一片，台湾铁路公司证实铁路运输票价
将调涨，台北捷运也表示将评估票价是否调
整，高铁便当更是抢先调涨，4 月起将从每份
100 元（新台币，下同）调涨至 110 元。医疗行业
也深受其害。有关数据显示，若此次电价上涨
10%，以全台 2 万多家医院估算，电价支出将多
付 30 亿元，各医院恐要调涨挂号费以因应成
本增加。此外，岛内电信、观光住宿、餐饮等行
业，也都“放风”将相应涨价。说到底，“涨价潮”

席卷全台，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对此，岛内舆论以“民众被剥三层皮”，来

形容此次“涨价潮”带来的危害。岛内知名媒体
人赵少康直言，这“三层皮”首先是民众每月电
费支出将增加；其次是民进党当局补贴台电公
司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排挤了老百姓的公共建
设和社会福利需求；三是物价全面上涨，食衣
住行通通会涨，薪水却没涨，民众被扒掉这“三
层皮”苦不堪言。

民进党为何急着涨电价？他们给的理由
是：由于台电累计亏损达 3000 多亿元，“不得
不”全面调涨电价。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国民党主席朱
立伦强调，民进党所采取的“非核”能源政策，
才是导致电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如今全台大缺
电、供电不稳，却让民众替错误的政策买单。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民进党曾承
诺电价不会上涨却撕毁了承诺，如同蔡英文的
很多政策都跳票一样，严重影响台湾的经济民
生，可谓“全民皆输”。而最讽刺的是，那些与绿
营交好的绿能业者以及民进党政客，却赚得

“盆满钵满”。
电价上涨事件犹如导火索，点燃了民众的

不满和愤怒，从而引发一股全民的“反思浪潮”。
上周，恰逢“反服贸运动”10 周年，对于

这场饱受争议的群体性事件，岛内民众和舆
论开始反思与检讨——“这 10 年，台湾失去
了什么？”

2014 年 3 月 18 日，在民进党的怂恿支持
下，台湾几百名学生以反对中国国民党籍民意

代表审查两岸服贸协议程序系“黑箱操作”为
由，强行闯入立法机构并占据议场，致使已正
式签订的两岸服贸协议不能生效，延宕至今。

十年光阴两茫茫。上周，岛内有关机构举
办了一场反思座谈会。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反
服贸运动”不仅阻碍了两岸经贸交流发展，也
深刻影响了 10年来整体的两岸关系。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一针见血地
指出，“反服贸运动”欺骗年轻学子加入，用暴
力冲击立法机构，当年那些所谓一腔热血的年
轻人又得到了什么？

事实上，10 年里，绝大多数遭蒙骗的年轻
人几乎“一无所获”，沦为民进党用完即弃的工
具。不仅如此，自“反服贸运动”后，民进党借机
上台，大搞政治酬庸，罔顾民生需求，岛内民众
深受其害。

赵少康在社交平台刊文指出，民进党假借
两岸服贸协议开展政治操弄，结果是他们上台
执政，却让两岸服贸协议被污名化，白白牺牲
了台湾服务业的发展契机，让岛内民众失去了
难得的发展机遇。

中国国民党籍前民代蔡正元亦直言，10 年
后的今天，台湾经济低迷不前，在全球市场沦
为“贸易孤儿”，岛内那些曾经被蒙蔽的年轻人
尝到了自己当年种下的苦果。

往事不堪回首。从当年“反服贸运动”的指
使者到如今盘剥民众的“周扒皮”，民进党已在
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激起的反思、反对、反
抗的声浪也越来越高，长此以往，必将落入万
劫不复的绝境。

当代版“周扒皮”

一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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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深魁

据新华社电 近日，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召开电价费率审
议会宣布，自 4月 1日起，台湾的工业、家庭及小商家用电价格全面
调涨，平均涨幅为 11%。

台当局“主计总处”估算后表示，电价调涨对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直接影响 0.12个百分点，今年台湾CPI增幅可能突破 2%。台
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构则将全年CPI增速预测值，上修至 2.16%。

“正视涨电价对民生的冲击”“电价大涨 恐启动连锁涨价风
潮”“涨电价引骨牌效应 应防哄抬”……台湾逢甲大学教授陈贵端
等学者投书媒体，表示担忧电价上涨会导致通胀。

有岛内网媒盘点，2016 年民进党上台至今，电价只涨不降，先
后共调涨 4次，涨幅累计高达 33.4%。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对照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刚上任时曾宣称“电价 10 年不会大幅上涨”，可
谓相当讽刺。

下月涨电价

岛内各界忧心通胀

本报讯（记者 蒋丰蔓 通讯员 翁洁） 3 月 23 日至 24 日，“海
峡两岸心理服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预备会议、成立大会在福州
举办。

据悉，海峡两岸心理服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由海峡两岸
相关本科院校、职业院校、心理服务相关行业组织、科研机构和企
事业单位等组建的产教融合共同体。首批成员单位覆盖海峡两岸
98 家心理服务相关单位，包括本科 10 家、职业学校 28 家、事业单
位 1 家、行业组织 6 家、卫生机构 6 家、科研机构 1 家和企业 36 家，
社会组织 10家。

据介绍，海峡两岸心理服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将协同共进，
充分发挥海峡两岸的资源优势，汇聚跨区域产教资源，不断深化海
峡两岸心理健康服务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心理健康人才培养
和行业专业化发展。

两岸心理服务行业
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

据新华社电 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截至 3 月 24 日 4 时，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单牌车已突破 200 万
辆次。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去年 1 月 1 日“澳车北
上”和 7月 1日“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驾驶单牌私家车“北
上”的港澳居民数量持续上升。今年以来，澳门单牌车日均通关量
近 4000 辆次，香港单牌车日均超过 3200 辆次，大桥出入境车流量
已经 21次刷新最高纪录，单日最高达 1.82万辆次。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两车北上”申请情况持续火热，完成边检
备案的港澳驾驶员已超过 10万人次，车辆已超 8万辆次。随着政策
的深入推进，获得“北上”资质的司机及车辆将进一步增多，预计口
岸出入境客流车流将继续上升。

港澳“北上”单牌车
突破200万辆次

本报讯（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郑文敏 文/图）林公送“福”、杖
头木偶戏、布龙巡游……3月23日，2024年林公非遗祈福活动暨林公
金身赴台安座起驾仪式在周宁县玛坑乡杉洋村举行，来自台湾、周宁
等地的海峡两岸1.1万多名群众同谒林公，共襄盛会（如图）。

跨海前来参加活动的台湾同胞詹儒德表示：“这次体验闽东林
公祈福习俗，感到非常震撼，希望林公文化能为增进同胞亲情福
祉、促进‘两岸一家亲’发挥更大作用。”

林公，原名林祖亘，生前高大勇猛，善用草药治病救人，打虎治
兽，保护一方安宁，在民间享有崇高威望。林公去世后，民众感其恩
德，建塔崇祀。明成化八年（1472 年），明宪宗敕封林祖亘为“林公
忠平王”。明正德八年（1513 年），杉洋村村民集资兴建林公忠平王
祖殿。500 多年来，林公忠平王祖殿香火日盛，延续至今已遍及闽
东全境，并远播至南平、温州、福州、台湾及新加坡等地。2013 年，
林公忠平王祖殿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 年，闽东林
公祈福习俗（周宁）入选第六批省级非遗代表性名录。

祈福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林公文化恳谈会，周宁、台湾两地代
表围绕林公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林公文化品牌建设、两岸文化交流
等，建言献策、畅所欲言。

两岸民众同谒林公共祈福

近日，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图片展在肯尼亚蒙内铁
路内罗毕火车站开幕。此次展览通过 30 余幅图片多角度展现中非
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成果。

图为在肯尼亚民众在参观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图片展。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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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湾

“添顺伯伯，你们已平安到达马来西亚
了吧，欢迎以后多来走动，这里永远是你们
的家。”3 月 19 日，放下电话，东山县陈城镇

湖塘村村民蔡建乐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 世纪末，湖塘村村民蔡开喜为谋生

计下南洋，前往马来西亚“讨生活”，当时家

中尚留年幼的儿子蔡春成。经过近 20 年的
奋斗，蔡开喜的事业终于略有所成，于是在
20 世纪初，20 多岁的蔡春成也前往马来西
亚投奔父亲。

蔡春成与其堂弟蔡春木关系很要好，
到马来西亚后，蔡春成和蔡春木一直保持
书信往来，甚至两人所生的儿子，都分别
取了“蔡添顺”“蔡才顺”这样相关联的名
字。后来，因战争炮火等原因，两人渐渐失
去联系。

蔡添顺从小就听祖父和父亲说，他的
根在中国，有机会一定要回故乡看看，找寻
蔡春木等亲人。

年轻时的蔡添顺也曾多次尝试回到
“祖地”，但受制于种种原因，加之关于家乡
的信息不全，“寻根之梦”一次次搁浅。但他
一直没有放弃。

“ 我 找 到 祖 父 及 父 亲 以 前 和 东 山 的
通信，知道地址是‘中国福建省东山县陈
城镇湖塘村’。”蔡添顺今年 85 岁了，眼看
着 自 己 年 纪 越 来 越 大 ，寻 根 的 心 情 越 发
急切。

根据信中留下的近百年前的地址线
索，今年刚过完元宵节，蔡添顺就带上全家
老小共 19人，从马来西亚出发，乘飞机到厦
门，而后又租赁一辆大巴，一行人于 2 月 28

日晚到达东山。
得知有 19名马来西亚的蔡氏宗亲回国

寻亲，东山县委统战部、县侨联十分重视，
指示各相关部门全力帮助蔡添顺一家达成
愿望。

由 于 堂 叔 蔡 春 木 早 已 过 世 数 十 年 ，
年轻的村民并不认识。“但是有蔡才顺这
个 人 ，他 还 在 ，84 岁 了 ，住 在 不 远 处 的 东
厝 自 然 村 ，他 的 儿 子 蔡 建 乐 应 该 也 在
家 。”在 多 位 老 村 民 的 帮 助 下 ，蔡 添 顺 终
于 找 到 堂 弟 蔡 才 顺 的 家 。“ 找 到 亲 人 了 ，
圆 了 祖 父 和 父 亲 的 梦 了 。”走 到 门 口 ，蔡
添 顺 热 泪 盈 眶 。他 们 一 行 受 到 蔡 才 顺 一
家的热情款待。

在堂侄蔡建乐的带领下，蔡添顺一家
来到蔡氏祠堂上香祭拜，分割 130多年的宗
族至亲在“祖地”团聚，六代人血浓于水的
亲情再度交融。

随后几天，在陈城镇政府及当地乡亲
的热心帮助下，蔡添顺一家参访了东山县
多个地方，深入了解故乡近百年来的变迁
以及新时代的建设发展成就。

“回家乡的感觉就是温馨，无论哪里都
充满了暖意，见到宗亲兄弟，我十分开心，
以后会常回家看看。”离开东山时，蔡添顺
的儿子蔡全动情地说。

跨越一世纪 终于回到家
——马来西亚老华侨寻根记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刘泽森 高吉强 文/图

蔡添顺一行人在蔡氏家庙前留影纪念。

“今天，我们来画大成殿。首先，画一
条横线，再画一条垂直的竖线，这样我们
就有了房屋的基准……”

23 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美术课
在台北孔庙举行。授课人是台湾传统建
筑研究专家李乾朗；听课的是 15 名对古
建绘画毫无基础的青少年。

第一次给小朋友讲课，李乾朗做足
了准备。他带来自己手绘的台北孔庙图
纸，向大家展示正面、侧面、俯瞰等不同
视角的大成殿样貌。

拿着画板，排坐在仪门廊下，小朋友
们听得全神贯注。家住台北市内湖区的
张先生带一双儿女来上课。他说，这样的
课程在学校里是没有的。

燕尾脊、七级宝塔、通天筒、飞檐、斗
拱、垂莲吊筒……在李乾朗的详细讲解
下，小朋友们拿起铅笔逐步勾勒。不一会
儿，大成殿的重檐歇山顶跃然纸上。

已过春分，台北天气日渐暖热。年逾
七旬的李乾朗全程站立授课，每个步骤
都细心指点，耐心十足。

“李爷爷很慈祥，跟他学习画房子，
我一点都不觉得困难。”8 岁男孩张瀚文
说，在老师影响下，自己的一笔一画也更
加专注用心。

“我希望给他们一个美好的记忆，将
孔庙的端庄典雅留在心间。如果有人因
此对传统建筑产生兴趣，愿意去探究古
建之美，那就更好了。”李乾朗说。

课程主办者、台北“素园藏书”创办
人陈玠甫，也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活动
现场。近一个世纪前，他的曾祖父陈培根

捐出自家宅邸“素园”，用以重建被日本
人拆除的台北孔庙。陈家世代居住在素
有“五户一秀、十户一举”美誉的大龙峒，
孔庙的落成让这里文风尤甚。

陈玠甫说，台北孔庙的过往诠释了
中华文化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在今天，
孔庙仍然‘活’在每个台北人的文化生活
里。这份历久弥新的底蕴，值得我们去守
护和传承。”

图为台湾传统建筑研究专家李乾朗和
小朋友们在大成殿前合影。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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