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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骗”字成为岛内关键词。民进党当局
一连串骗术在岛内引发民怨，遭民众炮轰“坑蒙
拐骗”“无骗不欢”。

第一骗，民进党“打诈”却“愈打愈诈”，如今
诈骗案在岛内加速泛滥，民众深受其害，绿营被
质疑是诈骗集团的帮凶。上周，台当局“警政署”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岛内诈欺案件发生
数共计 37823 件，较上年增加 8314 件，同比增长
28.17%。其中，以投资诈骗案最猖獗，较上年攀
升 5233件，同比增长 80%。另一项来自台金融监
管机构的数据也显示，2023 年 4 月至今年 5 月
底，台湾社交网络平台累计通报诈骗案 40400
件，创下新高。

事实胜于雄辩，民进党当局天天喊“打诈”，
不过是作秀而已。民进党自从 2016 年上台以
来，“打诈”口号喊得震天响，投入数十亿元新台
币，甚至组建专门的“打诈”机构。然而，由于民
进党跟“黑金”勾连甚广，相关部门纷纷推诿塞
责，甚至有绿营高官包庇诈骗犯，导致“打诈”成
效甚微，诈骗案不降反升。

对此，岛内网友纷纷怒批民进党当局是“最
大的诈骗集团”“骗字当头，公义何在”“‘打诈’
台湾队原来是诈骗台湾队”“绿的吃饱，骗子不
倒”……还有一些民众发起“全民来打假”行动，
号召大家揭露当局“讲干话（大话、谎话）”“假打
假、真谋财”的罪状。岛内分析人士指出，诈骗集
团有恃无恐，民进党当局却无所作为，对成千上

万被害人的苦痛无动于衷，简直就是诈骗集团
的共犯和帮凶。

有台媒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思为民众
谋福祉，只想捞选票，形同“政治诈骗集团”，想
靠这样的当局消灭诈骗，无异于缘木求鱼。如今
的“打假者”反被打假，民进党当局成了众矢之
的，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骗，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欺骗选民，
明面上反对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改革，暗地里谋
的却是一党之私，担心刚上台的台当局领导人
赖清德权力受限。日前，台立法机构终于“三读”
通过了由蓝白阵营提出的立法机构五大改革

“法案”，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向立法机构做报
告常态化”“立法机构调查权”等，旨在更好地监
督民进党当局。然而，事态上周再起波澜。6 日，
针对这一“法案”，台湾地区行政机构提出复议。
可以预见，这个“法案”要正式施行仍面临重重
阻碍。

杯葛、耍赖、甩锅，向来是民进党当局的拿
手好戏。所谓“复议”，自然逃不出这一范围，不
过是“拖字诀”罢了。

为何“三读”通过后再反？台行政机构给出
了“七大理由”，包括所谓“法案”没有实质讨论、
违反台湾地区现行规定、听证范围过广、违反

“程序正义”、无限期审查空转重要职缺、“藐视”
定义不明、恣意扩大台民意机构职权等。

对此，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党团回应称，民进

党的所谓“七大理由”完全子虚乌有，“法案”的
每一条都能摊在阳光下，而且很多内容是民进
党“在野”时提出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刚上任就罔顾民意，忽视民意机构改革的重要
性，只想走“鸭霸”（霸道）执政的回头路，只会离
民意越来越远。

众所周知，执意阻拦“法案”通过，一直是民
进党当局的既定策略。早在“法案”审议期间，民
进党人就曾放话要提出复议，企图拉高对抗层
级，抵抗立法机构要求改革的声音，妄想掩盖其
贪赃枉法的劣迹，比如“高端疫苗”“快筛”“超思
鸡蛋采购”等案件，桩桩件件都见不得光，经不起
调查。与此同时，赖清德上台后也把反“法案”视
为第一战场，原因无非是“朝小野大”的现实让他
成了“跛脚鸭”，若立法机构改革“法案”施行的
话，滥权弄权的民进党当局将接受“在野党”的强
力监督，而赖清德绝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

对此，岛内分析人士认为，民进党当局为了
将权力牢牢抓在手中，逃避监督，其所作所为已
呈现偏执状态，癫狂到连自己当年的提案都要
反对，他们才是真正的“乱政、乱权”。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赖清德“5·
20”讲话已造成台海危机，让两岸关系愈发紧
张。如今，他在指挥民进党暴力抵制“法案”失败
后，又抛出台行政机构所谓的“复议”，搞得社会
对立，冲突不断。赖清德的开场竟是这样一幅乱
象，令人不安。

骗字当头

本报讯（记者 潘园园） 近日，漳州市涉台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揭牌成立。

据介绍，该调解中心将聘请威望高、能力强、有公心、善沟通的
台胞及台企代表，充分运用仲裁专业高效、方便快捷的制度优势，
为涉台案件当事人提供一体化运作、一站式受理、一条龙调处、一
揽子化解的仲裁法律服务。

漳州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有了专门的涉台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能更好地为台胞台商提供劳动纠纷调解服务，有效回应台
胞台企诉求，维护其合法的劳动保障权益。同时，优化营商环境，加
强两岸交流合作，吸引更多台商来漳州投资兴业。

现场还为首批 9名涉台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调解员颁发聘书，其
中 6人是台胞。“有时台企劳资双方观念会有一些差异，所以造成一
些争议，我们在中间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帮助双方在沟通中调解矛
盾。”台胞调解员、福建巨霸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陶麟圣说。

“我们企业落地漳州 22 年，没有产生过任何劳动纠纷，秘诀就
是企业把员工当家人，劳资双方充分沟通。”台胞调解员、漳州日茂
塑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纪千媚说，今后将充分发挥调解员作用，从
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减少当事人诉累，降低诉讼成本，让调解成
为台胞信赖和乐意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

漳州成立涉台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本报讯（记者 陈盛钟 通讯员 黄国祥 刘金琳）“大道同心”
两岸书画精品大联展近日在湄洲妈祖祖庙莆田会馆举行，共展出
150多幅书画精品。

据介绍，此次展出的书画作品既有两岸书画名家的新作，也有
书画新秀的力作，各种书体兼备、风格迥异，篆书古朴、楷书端庄、
隶书庄重、行书流畅、草书飘逸；美术作品主题广泛，涉及山水、人
物、花鸟、写意等多种题材，构图新颖、立意高远。

湄洲妈祖祖庙莆田会馆馆长陈金森表示，两岸联合举办书画
交流活动，有益于两岸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
利于两岸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展览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增进了我与莆田艺术家之
间的情感交流。”莆田学院工艺美术学院台湾教师吴刚毅说。

两岸书画精品大联展在莆田举行

据新华社台北电 大陆近期发布关于
中 止《海 峡 两 岸 经 济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ECFA）部分产品（第二批）关税减让的公
告。台湾舆论和业界多数认为，这是大陆对
赖清德就职讲话谋“独”挑衅的进一步回
应。事实已反复证明，“台独”分裂行径只会

“祸台”“害台”，只会让台湾企业、民众利益
受损。

长期以来，台当局单方面对 2500 多项
大陆产品出口采取歧视性贸易限制。2023
年 12 月，大陆宣布中止 ECFA 项下丙烯等
12个税目产品关税减让。其后，民进党当局
未采取任何措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
还变本加厉阻挠破坏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
作。近期，大陆发布公告，决定自 2024 年 6
月 15 日起，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 134 个税
目进口产品，中止适用ECFA协定税率。

台湾各界近日持续关注大陆进一步扩
大中止 ECFA 关税减让，批评赖清德的“新
两国论”让台湾陷入危险境地。《联合报》6
日发表社论指出，赖清德发表“两国互不隶
属”的就职演说后，大陆方面重批“彻头彻
尾 的 台 独 自 白 ”，开 展“ 围 台 军 演 ”，中 止
ECFA项下百余个税目产品关税减让。赖清
德当局“踉跄上路”，“令人担心”。

《联合报》此前在多篇社论中表达担
忧，直言赖清德抛出谋“独”言论“等于把陆
客 来 台 的 大 门 轰 然 封 死 ，顺 便 赔 上 百 项
ECFA 产品”，“民众对新当局原本怀有期
待，如今只剩一连串失望”，“才两周，赖清
德就快把台湾这部车操垮了”。

台湾《经济日报》在社论中指出，赖清
德就职讲话提出了更明显的“台独”主张，
加深了两岸关系的紧张气氛，两岸经贸往
来可谓遭遇雪上加霜。台湾《工商时报》则
指出，在意识形态主导下暴虎冯河的赖清
德当局，让台湾面临的只会是一波又一波
的风险，受害的将是全台湾人民。

台湾工商团体近日纷纷发声“叫苦”。
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镒认为，此
次大陆中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涉
及多是对大陆市场依赖度较高、海外布局
困难的台湾传统产业。这些产业恐面临“关
厂”“倒闭”，将冲击台湾就业市场。

台湾机械工业公会初步评估认为，相
关产业整体出口雪上加霜，不少工具机大
厂会考虑是否干脆扩大大陆厂的生产规
模。台湾工业总会指出，如果大陆持续取消
对 台 湾 产 品 的 关 税 减 让 ，甚 至 全 面 中 止
ECFA，台湾从业人口众多的传统产业将面

临严重冲击。
“两岸紧张情势螺旋式升高，台湾企业

成为‘政治受难者’。”台湾海峡两岸经贸文
化交流协会秘书长邓岱贤对记者表示，民
进党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赖清德就任
又抛出“新两国论”，被大陆认为是走“台
独”路线，严重破坏两岸关系，这是两岸无
法恢复经贸问题协商的根本原因。

台湾《经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台湾
不能放弃大陆市场，毕竟这个市场离台湾
最近，也最有潜力。如果现在的状况持续下
去，两岸经贸长期萎缩，对台湾出口动能与
经济成长势必造成重大伤害，赖清德当局
必须严肃处理这一问题。

《中国时报》的社论指出，在两岸经贸
关系中，大陆向台湾开放多，台湾向大陆开
放少，民进党当局既然坚持不撤对 2000 多
项大陆产品的“限制令”，如今大陆认真起
来也像民进党那样要“对等”，不光是 500多
项 ECFA 早收清单存在清零风险，更大的
贸易反制措施可能还在后头。

业内人士多数认为，这次大陆扩大中
止 ECFA 关税减让，触及石化、纺织和机械
等传统产业，将伤及台湾产业结构，削弱台
湾整体经济竞争力。

台湾中华货币金融协会理事杜震华认
为，未来这些必须支付关税的台湾业者将
被迫外移，也可能直接关厂。台湾传统产业
加速大量流失，会让台湾产业结构进一步
失衡。

台湾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殷乃平表
示，一旦当 ECFA 这个门关起来，《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台湾产生
的压力就会出现，出口会大受影响，台湾面
临的经济压力会很大。

台湾工业总会、工商协进会等团体纷
纷呼吁民进党当局正视两岸经贸关系正常
化的重要性，通过适当渠道持续与大陆沟
通，及早进行磋商。台湾工业总会大陆事务
组组长黄健群指出，如果台湾无法创造与
大陆对话的契机，找到与大陆沟通的方式，
接下来将处于更难以因应的被动情境，将
付出更多的社会经济代价。

“ 两 岸 经 贸 往 来 对 台 湾 经 济 发 展 贡
献卓著。台湾人民普遍希望 ECFA 能维持
下 去 ，持 续 为 两 岸 经 贸 往 来 带 来 巨 大 和
平 红 利 。希 望 两 岸 能 在‘ 九 二 共 识 ’的 政
治 互 信 基 础 上 ，务 实 协 商 、交 流 合 作 ，台
湾 中 小 企 业 能 持 续 享 有 ECFA 关 税 减
让。”邓岱贤说。

台湾各界：谋“独”挑衅破坏ECFA实施基础，终究“祸台”“害台”

取两片清香粽叶，翻折成漏斗状，将油亮的糯米填入其中，再
放入吸饱酱汁的香菇、蛋黄、花生，以及大块卤肉，包紧后用细绳一
捆……仅二三十秒，一颗个大料足的道地台湾传统肉粽，便出现在
王玉铃的手中。

端午节临近，记者走进新北深坑老街，只见古香古色的街道两
侧，现蒸现卖的肉粽泛起阵阵香气，买粽子的长队蜿蜒开去。王玉
铃所在的“丽芬肉粽”始于 1911 年，“创于清宣统三年”的招牌醒
目地挂在店门口，百余年的传统口味到她手中已是第四代。

宝岛食粽，有咸甜之分，亦有南北之争。王玉铃一边忙着包粽
子一边介绍说，台湾的北部粽，米像“油饭”一样多经油拌炒，肉也
先经卤制，包入粽叶后再蒸熟；南部粽则是生米生肉包制后水煮。

“其实台湾粽和闽南的口味比较像，毕竟文化都是大陆过来的嘛。”
店门外，从台北专程前来的孙先生各买了 5 颗南北肉粽。他

说：“端午节一定要一家人一起吃粽子，口味倒是次要的，关键是老
祖宗留下来的习俗不能丢。”

在台湾，说到粽子，不得不提到台北南门市场的老字号商铺。
“南园”“上海合兴糕团店”“立家湖州粽”，各家店铺前的排队人潮
爆满；湖州粽、客家碱粽、广式裹蒸粽……来自大江南北的各式粽
子，是老饕的解馋必吃，令人一见垂涎。

“半个多世纪，我们坚持传承道地江浙口味，家乡口味一直没
变。”“南园”食品店店员钟小姐告诉记者，湖州粽源自浙江，造型呈
长条形，也有“枕头粽”之称，目前店里销量最好的是“湖州鲜肉粽”

“湖州豆沙粽”等老式粽子口味。
年近七旬的台北市民张先生是这家店的老主顾。“小时候端午

节吃粽子都是家里长辈亲手做的，现在年纪越大，就越怀念这传统
的味道，既是粽子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张先生说。

端午节前一个月，走在台北街头便已能嗅到端午的气息，步入
各大超商或是街边点心饼铺，会发现各式粽子早已摆上货架。

细心留意，风格各异的新式粽子可谓别出心裁：加入鲍鱼、蚝
干等高端食材的“佛跳墙粽”，以榴莲、巧克力、咖啡冰激凌为内馅
的“Q弹冰粽”，用绿豆、薏仁、紫米替换糯米的“养生粽”。

倘若吃腻了“古早味”，也总有一款新式粽子适合岛内民众。保
留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的粽子让传统节日添了几分新意，也更能
抓住年轻人的味蕾。

台北故宫博物院近日应景推出新展“院藏清代历史文书珍
品——端阳时节”，展出故宫精选的端午相关文物，以“夏日传说”“重
五故事”“收藏端阳”“天中同乐”“鲲岛端午”五大主题，揭秘端午节和
屈原的传说起源，带领民众探索传统岁时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

清代台湾人怎么过端午节？台湾知府余文仪于乾隆年间主修
的《台湾府志》在《岁时》篇中记述：五月五日当天，民众于清晨燃稻
梗一束、门楣间插上艾叶菖蒲，“彼此以西瓜、肉粽相馈遗”。

（新华社台北6月8日电）

端午粽香沁宝岛

近日，在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社区照料中心，鼓楼区安泰街道、鼓楼区台办联合举办“浓浓粽香情 两岸
共端午”活动，志愿者与当地居民、台胞一起包粽子，共叙邻里情。图为志愿者与当地居民、台胞开心地展示包
好的粽子。 本报通讯员 谢贵明 摄

本报讯（记者 吴洪 通讯员 梁白瑜） 9 日，为期 4 天的首届
闽台同宗村族谱交流大会在石狮市博物馆开幕。100 多位闽台文
史专家学者、姓氏代表以及台湾同宗村谒祖访亲团成员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将举办首届闽台同宗村族谱展、闽台族谱文化交流
对话、闽台同宗村族谱文化研讨会、闽台族谱文化专题讲座、闽台
同宗村族谱对接寻根咨询服务等系列活动。其中，首届闽台同宗村
族谱展展出族谱共 38 个姓氏 170 部 202 册，包括“陈、林、黄、李”等
闽台十二大姓及 26个闽台同宗姓氏族谱。

台胞吴瑞当分享了他的“寻根”经历，“祖先迁台至今约有
200 年，我也曾自己回乡寻找亲人，可惜都没有找到”。今年 4 月，
他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公众号后台留言，希望能帮他“对接族
谱”。该馆相关负责人黄帆根据吴瑞当提供的祖辈姓名及迁台时
间等信息，在馆藏的《青阳霞浯家谱》里找到吴家先祖的记录，同
时联系晋江西园街道的吴氏宗亲，找到了吴家完整的迁台脉络。

“我终于回到我的祖籍地晋江西园街道霞浯社区祭祖、扫墓了。”
吴瑞当说。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原副馆长、闽台谱牒文史专家朱定波表
示，福建是台湾同胞最主要的祖籍地，闽台约有 1.2 万至 1.5 万对
同宗村。“同宗村是指明清时期闽人迁台后衍播而成的，与福建
祖地同宗姓、同宗族的村落，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大会，助力更
多台湾同胞实现族谱对接、寻根谒祖、认祖归宗，进一步促进两
岸融合发展。”

此次活动由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闽台对渡文化节组委会共同
主办，泉州姓氏文化交流协会、石狮市博物馆承办。

首届闽台同宗村族谱交流大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 吴洪 文/图） 端午节来临
之际，“粽叶飘香迎端午 文化传承一家亲”漳台
婚姻家庭共迎端午联谊活动在漳州古城举办，
漳台婚姻家庭代表近30人参加活动（左图）。

活动现场，漳台婚姻家庭代表一起边包
粽子，边畅谈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不少漳台
婚姻家庭代表表示，第一次亲自动手包粽子，
特别有意思。“台湾与漳州的粽子做法大同小
异，味道也很相似。”漳台婚姻家庭代表、漳州
市台协会常务副会长江和兴说，漳台婚姻家
庭的同胞相聚一起，共同体验端午节习俗，增
进了大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此外，漳台婚姻家庭代表还参观了漳州
灯谜艺术馆、漳州非遗展示馆、漳州木偶艺术
展示馆等。

漳台婚姻家庭共迎
端午联谊活动举办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近日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
办公室获悉，澳门特区获得 2025 年“东亚文化之都”殊荣，为澳门
作为国际大都市增添亮丽“金名片”。

今年 5 月，澳门特区政府由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率团前往
北京参与 2025 年“东亚文化之都”终审活动，向评审作介绍并进行
现场答辩，澳门特区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终审。

社会文化司表示，澳门特区政府将发挥作为“一带一路”重要
节点的优势，加强国际人文艺术交流，并以“东西汇流 亚洲融和”
为主题，开展一系列涵盖大型文化博览、国际会议、非遗展演，以及
文化、体育和旅游盛事等活动。同时，以创建 2025 年“东亚文化之
都”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城市文化内涵，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
设施建设，深化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
流合作基地”的角色，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东亚文化之都”评选是由中日韩三国共同发起的文化城市命
名活动。活动旨在发挥中日韩三国历史文化渊源深厚、文脉相通、
文化传统相近的优势，通过文化、艺术、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加
强区域内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澳门当选2025年“东亚文化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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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的港资企业福建腾龙鞋业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加紧生产出口美国的鞋产品订单。福建腾
龙是福建省制鞋业的龙头企业，产品主要销往美国等地。

本报通讯员 王旺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