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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剑波 通讯员 谢
慧婷） 近日，南少林非遗武术保护成果
交流大会在莆田南少林寺举办。上百名
海内外武术爱好者、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现场展示南少林武术和南拳文化，
深入探讨新时代南少林武术保护、传承
与发展。

当天，大会在舞台剧《南宗少林》中
拉开帷幕，该剧以南少林历史为背景，
通过生动的表演，演绎南少林武术的博
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在南少林武术文化
保护交流环节，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

育学院系主任陈嘉远以“努力加强文化
交流合作、促进非遗武术保护”为题作
了发言。莆田学院体育学院原副院长朱
家新作南少林武术文化保护成果汇报，
详细介绍南少林武术的挖掘和创新情
况，全面梳理南少林武术的历史渊源和
现状。

此外，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
以及海外的武术代表也纷纷上台，介绍
了各地武术发展情况，展示了各具特色
的南拳技法。其间，大会还发布了“南少
林武术遗产保护的倡议书”。

南少林非遗武术保护成果交流大会举办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月余，岛
内民众接连投下不信任票，不少人还为其
贴上“傲慢”“偏执”“好斗”等标签。

数字是最直观的民意。上周，岛内亲绿
媒体《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 6 月民调显
示，民众对赖清德的不满意度比上月陡增
9.4 个百分点；对照 5 月份调查，原本有两
成未表态的民众，在赖上台一个月后多数
转向“不满意”。而不久前由“台湾民意基金
会”所作的赖当局首月民调也显示，赖清德
的支持度比刚上台时下滑 9.8个百分点，相
当于上任一个月支持者流失近 200万。

不断攀升的负面民调，成为赖清德的
“满月礼”，背后凸显的是民进党当局的不
作为，以及民众对岛内现状的不满。台湾

《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赖清德就职月
余，只顾着跟“在野党”恶斗，让台湾地区立
法机构改革变调为仇恨对立。“自己当家、
自己闹事”，证明其欠缺统合内部的领导
力；其展现“斗鸡姿态”，更缺乏高度与格
局。赖清德如果继续如此，那么流失 200 万
支持者只会是其“执政”失败的序曲。

当家还闹事，是赖清德傲慢嘴脸的真
实写照。自上台以来，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
改革一事上，他带着民进党人拿出撒泼打
滚的本事百般阻挠，意图给自己立威、为绿
营谋利。上周，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改革

“复议案”表决失败后，绿营不惜全党总动
员，从赖清德办公室、台行政机构到台监察
机构、台立法机构民进党党团等多路齐发，
分别申请所谓“释宪”，就是想用盘外招扼
杀民意机构改革“法案”，尤其是阻挡立法

机构调查权和听证权，以掩饰过去 8 年官
箴败坏、贪腐横行、黑金勾结的乱象。

对此，台湾《联合报》刊文指出，四部门
一起申请“释宪”，创下了岛内“释宪”的先
例，致使政局持续纷乱。文章指出，赖清德在
选举中未获得过半选票，民进党在台立法机
构也未能获过半席位，若赖当局一味只想和

“在野党”对抗，不仅会造成台湾内耗，更会
让各界对赖清德的质疑如影随形。

对于赖当局的傲慢霸道，“在野党”很
快开出“第一枪”。依照岛内规定，台立法机
构改革“法案”已于上月底生效，尽管民进
党多路出击阻挠，但在“释宪”结果出炉前，
该“法案”依然有效，除了规范官员赴台立
法机构备询不能说谎、反质询等，台立法机
构也有权成立调查小组追查弊案。在此背
景下，上周中国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法
案”生效后，第一时间成立“镜电视”专项调
查小组，决议彻查“镜电视”弊案，调查对象
为台当局“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及相关
部门。

“镜电视”一案，成为蓝白联手行使立
法机构调查权的“第一枪”。自 2020 年获批
成立以来，“镜电视”被台媒爆出诸多争议，
包括贿赂“NCC”、股东账目不清等。尽管
丑闻缠身，但民进党当局仍执意颁发执照，
背后的官商勾结可见一斑。岛内专家分析
认为，“镜电视”一案牵涉绿营高层，过去民
进党当局极力阻挡检方侦办，如今台立法
机构三党不过半，在蓝白联手之下，“在野
党”终于有机会进行监督和揭弊。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民进党

当局“执政”8年，不仅仅是“镜电视”执照案
疑点重重，“蔡英文专机私烟案”“高端疫
苗”“超思鸡蛋采购”“光电黑金案”等真相
一直未厘清，都将成为台立法机构调查的
目标，赖清德要明白蒙蔽民众是行不通的。

民意如流水。殊不知，忽视民众声音的
赖清德，所作所为已经引发了民怨。上周，
岛内一男子驾驶车辆冲撞赖清德办公室，
造成多个钢制花台受损，该车喷有“认知作
战”“资安 SOS 入侵”“AI 改造”等抗议字
样。而且，该男子在冲撞赖办公室前，还先
到“美国在台协会”前按喇叭抗议。

台媒称，这是赖清德上台后办公室遭遇
的第一起冲撞事件，恐引发抗议效仿热潮。

众所周知，赖清德上台后一直忙于政
党 恶 斗 、搞 认 知 作 战 ，其 主 张 的 打 造“AI
岛”等政策也备受质疑，造成社会冲突加
剧、政局混乱，涉事男子的泄愤举动乃是民
众不满的极端表现。

香港中评社发表文章指出，赖清德上
台之后，没有看到具体的政策主张，只是一
味地操弄政党、族群对立，让台湾民众陷入
仇恨之中，从民众驾车冲撞其办公室已经
看出赖当局操作对抗已经发酵，正让台湾
社会走向撕裂，经济发展也将深受其害。

从第一个月民调，到“第一枪”“第一
撞”，种种不光彩“第一”的背后，是赖清德
刚愎自用、无视民意酿就的苦果。诚如岛内
分 析 人 士 所 言 ，赖 清 德 当 局 只 能 用 一 个

“乱”字来形容，从民生、房价、“五缺”到青
年就业、两岸政策等等，完全没有解决任何
民众关切的问题。

如此“第一”

一周看

本报记者专栏

本报记者 刘深魁

本报讯（记者 黄琼芬 通讯员 李
泽波） 6 日，2024 年泉州市“泉竞龙舟·
福传丝路”之“龙翔刺桐”闽台龙舟邀请
赛在泉州鲤城区开赛。

本次龙舟赛在泉州古城千年水系
八卦沟笋浯溪伍堡公园段举办，初赛于
6 日、7 日、20 日举行，总决赛将于本月
21 日举行。龙舟赛分为高校男子组、高
校女子组、行业组，台湾代表队及泉州
市行业、机关、街道社区代表队 4 个组
别，共吸引来自海峡两岸的 40 余支队
伍参加。

本次活动贯穿整个 7 月，把龙舟邀
请赛当成运动竞技比拼的载体、非遗展

示体验的舞台、文化体育融合共生的阵
地，有比赛、有表演、有体验，充分突出
了“非遗味浓、趣味性高、旅游乐多、参
与感强”的特点。

除了 40 余支队伍同场竞技外，主
办方还策划了一系列的配套活动，有水
上龙舟艺术展演，包括音乐“活化石”南
音、闽南语歌曲传唱、汉服文化诗朗诵
等表演，有龙的“船”人龙舟体验、百米
墙绘等趣味项目，还有刺桐有鲤集章打
卡、文创好礼相送等活动，旨在为市民
和游客献上一场闽南文化盛宴。

图为参赛队伍在激烈角逐。（主办
方供图）

“龙翔刺桐”闽台龙舟邀请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吴
洪 实习生 蔡烨雯） 3 日
至 5 日，全国台联第二十
一 届 台 胞 青 年 千 人 夏 令
营总营活动在福州举行。
本 届 千 人 夏 令 营 覆 盖 大
陆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台湾地区，台湾营员
主 要 来 自 岛 内 近 百 所 高
校及海外台胞青年，总人
数约 1500人。

总营活动期间，两岸
青年走访了福州大学、福
建师范大学两所高校，观
摩 了 福 建 海 事 局 海 空 联
合搜救演练，参观了福建
博物院、福州三坊七巷历
史文化街区、长乐区湿地
博物馆、数字小镇等 ，大
家在闽山闽水间相识、相
知、相亲。

“这是我第一次来福
建，发现这里与台湾的历
史 文 化 渊 源 深 厚 ，饮 食 、
习俗、气候环境都非常相
似 ，而 且 大 陆 的 高 铁 、人
工智能、互联网等科技发
展迅猛，令人赞叹。”台湾
营员林理哲说，希望通过
此次活动走走看看，了解
真 实 、立 体 的 大 陆 ，回 去
后 将 所 见 所 闻 分 享 给 亲
朋好友。

来 自 台 湾 云 林 科 技
大学企业管理系的学生连昱婷对参观福建师范
大学、福州大学的行程兴趣满满。“在这里，我们
接触了许多高科技的知识，还一起进实验室做
实验。两岸年轻人因为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好奇
心有说不完的话，彼此分享经验、交流心得，拓
展了视野。”她说，希望通过夏令营活动结识更
多的两岸朋友，建立深厚友谊，携手共同成长。

“多年来，我见证了许多两岸青年从素不相识
到相识、相知，成为好朋友。”台湾方面带团教师张
昭友常年参与两岸夏令营活动。他表示，两岸有着
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文化根脉，两岸青年渴望沟通
交流、互学互鉴，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据悉，已成功举办 20 届的台胞青年千人夏令
营活动已成为海峡两岸青年交流的品牌项目之
一。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大陆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增进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吸引更
多台湾青年参与其中。

此次参加总营活动的有天津、上海、浙江、福
建等 10个省（市）分营，在总营活动结束后，他们分
赴各省（市）继续开展分营活动。福建分营继续前
往莆田湄洲岛妈祖祖庙、漳州云水谣、厦门鼓浪
屿、集美大学等参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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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艺 林芳芳）“扫个二维码，就能了解所
有的医保参保、待遇及健保服务相关政
策，而且还是繁体字，太贴心了！”5日，在
由闽南师范大学、漳州市医疗保障局、漳
州市台联共同举办的漳州市台胞医疗保
障交流座谈会上，台胞黄信捷领到台胞医
保健保爱心服务卡后欣喜地说。

据漳州市医保基金中心主任陈汉
忠介绍，为了方便在漳台胞全面准确了
解医保政策，近日，漳州市医疗保障局专
门定制了台胞医保健保爱心服务卡，并
在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开辟了

“台胞医保健保服务专区”，动态更新医

保健保政策。台胞只需扫一扫服务卡上
的二维码，就会自动跳转到该专区。

记者看到，台胞医保健保服务专区
涵盖了参保缴费服务指南、医保待遇指
南和台湾健保医疗费用核退代办指南
等内容。台胞台企可以通过服务专区及
时了解如何参保、如何核退报销台湾健
保医疗费用等，还可以拨打卡片上的台
胞服务专线咨询。

截至 6 月底，参加漳州市基本医疗
保险的台胞人数共 590 人，其中，职工
参保人数 211 人，城乡居民参保人数
379 人。参保台胞享受漳州市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共计 620人次。

漳州推出台胞医保健保爱心服务卡

本报讯（记者 汪洁） 近日，“产教
融合·职向未来”座谈会在福州举办。活
动旨在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实现产教
融合，培养更多胜任多国别、多类型、多
层次的专业人才，为福建企业“走出去”
提供有力支持。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侨联指导，福建
师范大学、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主办，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承办。来自菲律宾、泰国、尼日利亚、科特

迪瓦等15个国家的侨商代表，以及福建
东百集团、恒锋科技、永荣股份等企业代
表围绕主题，深入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海
外教育学院有关“中文+职业技能”人才
培养和厦门国际银行华侨金融工作情
况，结合各自行业需求互动交流。他们纷
纷表示，企业“出海”成功与否，在于人才
的储备和培训，希望能组织海外商协会
走进校园招聘，建立人才储备库，定期进
行专业培训，助力企业的海外发展。

校企交流企业“走出去”人才培养之道
新华社台北7月6日电 为纪念全

民族抗战爆发 87 周年，统一联盟党、劳
动党等统派团体 6 日在台北举办演讲
会，多位发言者从不同视角回顾台湾同
胞的抗战历史，呼吁台湾社会尤其是青
年一代正确认知民族历史。

演讲会开始前，唐韵合唱团献唱
《卢沟晓月》和《无名英雄》，以歌声缅怀
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战岁月，引得现场掌
声阵阵。演讲会在铿锵悲壮的抗战歌声
中拉开序幕。

统一联盟党主席戚嘉林表示，抗战
时期，台湾同胞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压
迫，但仍坚定认同祖国，以实际行动参加
全民族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台湾社会
更是“全岛狂欢庆光复”。在此纪念抗战，
是要恢复被蓄意抹除的历史记忆，传承抗
战精神包含的民族大义，凝聚民族感情，
促进两岸关系从和平发展迈向和平统一。

劳动党主席吴荣元表示，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

贡献，而这对台湾而言，有脱离日本殖
民统治并得以光复的特别意义。面对如
今的两岸关系，台湾人民更要有反对

“台独”、追求和平统一的自救意识。
《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欣回顾抗战

历史指出，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台湾
人民应思考，如何在国家完全统一、中
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自己的
积极作用。

台湾青年苏恒曾前往北京卢沟桥
参观。她回忆说，宛平城城墙遗留的弹
孔依旧触目惊心。“正是先辈用自己的
青春与血肉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才有如今的和平与繁荣。”她表示，抗战
历史不断提醒我们，只有祖国强大，台
湾人民才能站起来，才能捍卫尊严。

苏恒希望台湾年轻人自觉抵制民
进党当局的“去中国化”操弄，通过重温
抗战历史，树立正确历史观念，真正回
归到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台湾统派团体举办演讲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7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电 国家移民管理局
7 月 5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 1
月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10 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实施以来，台胞
申办出入境证件和来闽人数大幅上升，
上半年自福建口岸入境的台胞达 42 万
人次，同比增长 1.2倍。

1 月至 6 月，福建省公安出入境管

理部门共签发 五 年 期 台 胞 证 17 万 人
次，同比增长 47%；签发一次性台胞证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66%，青年台胞占
比 达 53%；3.4 万 人 享 受“ 同 城 快 速 制
证”服务。此外，10.6 万人次来闽台胞
使用便捷通关服务，8400 余艘往来闽
台船舶享受 7×24 小时全天候快捷通
关服务。

上半年42万人次台胞自福建口岸入境

本报讯（记者 罗昱伦 通讯员 刘
子豪）“快看，这只‘狗狗’好酷！”近日，
以“旧石器对话新科技”为主题的第三
届海峡两岸万寿岩科技节暨首届大地
艺术周举行。活动伊始，场馆外伴随乐
曲翻腾跳跃的“机器狗”便吸引众多市
民和游客好奇的目光，现场“咔嚓、咔
嚓”的快门声响个不停。

智能外卖员头盔、电子沙漏、青少
年无人机比赛……在万寿岩游客服务
中心，未来感满满的项目展示，让参观
者充分感受科技的魅力。

“我是一个科幻迷，根据科幻作品
的情节设计了这款‘赛博手套’。”来自
厦门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黄佳
怡向观众介绍自己的作品，手套掌心处
装有超声波测距模块，根据手背上的灯
圈点亮情况，便可判断与前方障碍物的
距离远近。“后续还将对手套外部结构

进行优化，并补充语音提示系统，希望
未来能够为视障人士提供帮助。”

科技感十足的展示汇聚人气，面对
面的交流拉近人心。

作为活动的组成部分，由三明闽台
乡建乡创合作交流中心举办的海峡两
岸万寿岩大学生交流会，为两岸学子交
流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

“我和许多大陆朋友都有联系，大
家有不少交流的话题，聊起来非常轻
松自在。”来自屏东科技大学的台湾学
生李兆祥与记者分享自己的感受，“通
过交流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还可以
将其运用到乡村建设中，展现我们青
年人的力量，我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
样的交流机会。”

据了解，本届科技节包括机器人大
赛、开闽文化交流会、校企科技成果对
接交流会等活动。

第三届海峡两岸万寿岩科技节举行

3日，在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来自台湾和福建高校的大学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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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在福州大学化工学院实验室内，老师在向营员们介绍化学实验。

3 日，在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营员们在体验飞盘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