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峡新闻部 责任编辑：张维东 美编：郑伟 电话：（0591）87095436
2023年10月17日 星期二 7海峡

上周，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发表
最后一次“双十”言论，吹嘘自己的种种“政
绩”，然而，漂亮的辞藻难抵铁一般的事实：

“党同伐异之风”“新冠疫苗之乱”“论文抄
袭之盛”“贪污腐败之深”“食品安全之弊”

“能源供应之缺”……成为民进党施政无能
的真实写照和难以摘除的标签。

在言论中，蔡英文不顾岛内多次大规
模严重停电的事实，大吹特吹自己的能源
政策，并宣称台湾已走出缺电困境，其大言
不惭的“自嗨”状为民众所不齿。有学者批
评，民进党上台以来民众饱受缺电停电之
苦，能源政策其实是民进党当局“一大败
笔”，蔡英文的言论是掩耳盗铃，是在喂民
众吃“安慰剂”。

2016 年上台以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承
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顽固遂行

“台独”分裂、“倚外谋独”，肆意破坏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严重损害广大台湾同胞切身
利益，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境地。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频频上演夹带“台
独”私货的政治闹剧。上周，民进党当局借
更改“双十”活动的英文名偷渡“台独”的行

径，遭到马英九、朱立伦、侯友宜、蒋万安等
岛内有识之士的反对，并拒绝参加活动。马
英九批评，台当局此举是不折不扣的“台
独”路线，不但误导民众，也把台湾带向危
险的境地，“拒绝为这样危害台湾安全、绕
弯偷渡的‘台独’路线背书”。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蔡英文的
所谓“政绩”对照着一桩桩的弊案，更让人
仿佛置身错乱的“平行时空”。文章指出，蔡
英文堪称民进党完全执政以来权力最大的
人物，也是各种贪腐弊案与疑案最多的领
导人。

中国国民党发表声明指出，蔡英文言
论的各种自我吹嘘，是民生凋敝、兵凶战危
现实的最大反讽。无论是防疫期间政策混
乱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还是

“潜艇自造”过程中的种种疑云，抑或是“年
金改革”对军公教的污名化，以及进口含有
瘦肉精的“美猪”、日本的“核食”等，这些掏
空台湾、伤害人民的斑斑劣迹，台湾民众不
会忘记。

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台湾《ETtoday
新闻云》最新民调显示，岛内 64.7%的受访

者支持明年政党轮替，其中“非常支持者”
高达 51.7%。

民 进 党 当 局 虽 然 施 政 无 能 ，但 各 级
官员却颇善抄袭剽窃。林智坚、郑文灿等
论 文 抄 袭 的 丑 闻 尚 未 远 去 ，民 进 党 主 席
赖清德竞选办公室总干事潘孟安又被爆
料论文抄袭。今年 8 月，中国国民党籍民
代 王 鸿 薇 指 控 其 涉 嫌 论 文 抄 袭 ，且 经 过
论 文 查 重 系 统 比 对 发 现 ，抄 袭 比 率 达
54％。随后，高雄师范大学也对潘孟安作
出书面告诫，并限期两个月抽换论文。

王鸿薇 13 日再次举行记者会披露，迄
今两个多月，潘孟安根本没有抽换论文，连
台北图书馆网站上的档案都还是瑕疵版本
的论文，民进党内部也未作任何处理。王鸿
薇表示，赖清德当选党主席后曾提出“诚信
条款”，今天他的亲信潘孟安涉嫌抄袭，赖
清德却如此漠视、不守相关规定、践踏学术
伦理。王鸿薇批评赖清德的“诚信条款”根
本是空话。有岛内网友讽刺：“假论文，绿圾

（民进党）专长。”更有网友怒呛：“这个双标
党就是会骗。不要再指望他们，直接下架他
们才是爱台湾。”

台当局的“政绩”一戳就破
一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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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石马宫祖庙南安石马宫祖庙

本报讯 （记者 林侃） 近日，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信息服务创新
大赛暨福建省第十七届计算机软
件设计大赛在福州启动。来自两岸
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同台竞技，开
展交流。

本 次 大 赛 由 省 工 信 厅 、教 育
厅、人社厅、商务厅、科技厅、省总
工会、共青团省委、福建中华职教
社共同主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福 建 兴 众 为 通 信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
福建晨曦信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设置企业赛题，进行“揭榜
挂帅”。

比 赛 围 绕 工 业 软 件 、数 据 安
全 、人 工 智 能 、嵌 入 式 软 件 、建 筑
软件、物联网、元宇宙&动漫游戏、
创新创业八大赛道展开，以鼓励、
激发、引导高校、科研团队和企业
在 这 些 领 域 进 行 技 术 攻 关 ，培 养
科 研 人 才 。为 帮 助 选 手 更 好 地 发
挥 实 力 ，大 赛 按 照 八 个 赛 道 开 展
赛前培训和技术讲座等配套服务
活动，为创新项目持续赋能，激发
青年人才的创新创业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设立
两岸交流组，组织两岸的优秀高校
学生和企业研发人员参赛，为两岸
青年人才提供更多展示自我才能和
交流项目的机会。同时，大赛还在福
州软件园台湾青年创业基地开设

“大赛加油站”，帮助数字内容、健康
医疗、智慧教育、物联网、跨境电商
等两岸合作项目落地，为入驻的台
企提供工商注册、知识产权、创业辅
导、市场业务对接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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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辰静 文/图） 近
日，2023 海峡两岸春茶茶王擂台赛颁
奖典礼在厦门举行，台湾青心乌龙茶茶
王张纶哲等 10 位茶王领取了奖牌与证
书（如图）。

本届茶王擂台赛为期 5 个月，由国
家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福建日
报、福建省茶叶学会、台湾茶协会、台湾

斗茶协会等共同主办，吸引了两岸六大
茶类数千个茶样参加，其中台湾赛区茶
商有上千个茶样参赛。

在 7月底的非岩茶类和 9月初的岩
茶类擂台赛中，经过两岸十几名评委的
认真细致评鉴，最终评出六大茶类 20
多个品项的茶王、特别金奖、金奖、银
奖、铜奖和优质奖。

海峡两岸春茶茶王擂台赛在厦颁奖

本报讯（记者 吴洪） 近日，第十
七届金门书展（台、澎、金、马）巡回展在
金门县举行。

本届书展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指
导，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台湾图书出版
事业协会共同主办。福建主办方为台湾
民众准备了包括艺术、文学、绘本等品
种齐全、内容丰富的高质量简体图书及
繁体版图书，还有福州漆器、建盏、文房
四宝等非遗作品和文创产品。其间，还
举办了古老传统文化技艺闽南皮影戏
的手作活动。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副总经理谢瑞
津表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维系
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金门书
展为两岸同胞交流合作提供了平台，有
利于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金门县文化局负责人表示，金门
书展迈入第十七届，深受爱书人好评。
两岸书展除了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传
承弘扬中华文化，也有助于带动金门
阅读风气，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两岸主
题展举办。

第十七届金门书展巡回展举行

据新华社厦门10月16日电 2023
首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暨看见集美青
春电影展 16日在厦门集美开幕。

海峡两岸青春影展面向青年，是助
力青年影人培养，整合两岸优质影视资
源，搭建两岸青年影人交流、合作、发展
平台的项目。影展以“青春光影 情系两
岸”为主题，涵盖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
赛、主题交流、集美采风、电影派对、“看
见集美”青春影人训练营、影评征文等。

影展开幕式上发布了长片展映单
元，由 6 部中国台湾电影组成。短片单
元则由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的获奖
作品组成，大赛从两岸 100 所高校学生
参与创作的近 600 部作品中，遴选出 51
部入围作品，并最终角逐出 23 部获奖

作品。
主办方介绍，自开幕日起到 11 月

底，入选长片、短片将在院线及高校进
行展映。

值得关注的是，海峡两岸青春影展
将增设“集美杯”影评征文项目，主要面
向海峡两岸各大院校，由海峡两岸影评
专家与文化界人士担任评委，设置若干
奖项。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在
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在金鸡奖的品牌效
应和平台优势的双重助力下，看见集美
青春电影展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今年
正式升级为海峡两岸青春影展。影展为
青年电影人作品孵化创造良好生态，为
广大青年提供更多更实的“集美机会”。

2023首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吴洪 文/图） 近日，
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 130周年图片展在
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福建华侨主题馆
开展。

展览分为“励志成才”“开创伟业”
“造福桑梓”“光照人寰”四个部分，通过
大量的图片文字，介绍了李光前不平凡
的一生，其中重点展示了他兴学育才、
慈怀济世的感人事迹。

李 光 前 祖 籍 南 安 市 梅 山 镇 竞 丰
村，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就开始为

故乡教育事业出钱出力。1949 年后，李
光前继续捐巨资发展教育事业，厦门
大 学 、集 美 学 校 、光 前 学 村 历 年 的 经
费，都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李光前辞世
后，其后人继承遗志，通过成立芙蓉基
金会持续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累计
捐资总额 3 亿多元。

当日，10 多位在闽海外侨胞观看
了图片展（如图）。他们纷纷表示，要以
李光前先生为榜样，多为家乡建设发展
贡献侨胞力量。

新加坡闽籍乡贤李光前图片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黄琼芬 通讯员 陈
鑫炜 黄瑜鹏 陈瑞萍） 14 日，为期 4 天
的第九届南安（国际）凤山文化旅游节在
南安凤山寺举行，海内外嘉宾、相关宫庙
代表、信众代表等约 1800 人参加，其中
台湾嘉宾 1000多人。

本届文化旅游节以“福见千年凤山
圣地，传颂忠孝仁义美德”为主题，由泉
州市政府、省侨办、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省闽台交流协会共同主办。本次文化旅
游节除了举办开幕式，还推出闽南传统

“成人礼”、广泽尊王文化园落成开园
式、太极拳大赛、丝路寻梦·溯源之旅、

“时光·拾光”凤山文化发展主题图片
展等活动。

凤山寺位于南安市诗山镇，始建
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 年）。寺中供
奉的广泽尊王以脍炙人口的传说、感
人至深的孝道、“忠孝仁义”的传统美
德受万世尊崇，享誉海内外，无数信众
慕名前来，由此形成了世界性的广泽
尊王信俗文化。截至目前，以南安诗山
凤山寺为祖庭，全球奉祀广泽尊王的
庙宇有 1000 多座。在台湾地区的 20 多
个县市建有凤山寺（庙、宫、坛、堂）600
多座。

第九届南安（国际）凤山文化旅游节举办

“台商事业在大陆、家在台湾，心系两岸。我们
要坚定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和促进派！”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的一番话，道出了正在此
间参加第六届台胞社团论坛的台商心声。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第六届台胞
社团论坛 12 日至 13 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

“服务乡亲，沟通两岸——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共促民族复兴伟业”为主题，约 300 位海内外
台胞应邀与会。

作为大陆台商代表，李政宏表示，近年来，大
陆出台了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以
融为先”和“以民为本”的理念。这份真心实意，台
企联会员和广大台胞点滴在心头。也正因此，在陆
台商更加深刻感受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实实
在在的好处，台海紧张动荡、冲突对抗只会给民众
带来伤害甚至灾难。

“2016 年以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一个中
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极力限制、打压两岸交流合
作，同时勾连美国不断制造事端，把两岸关系推向
危险境地。广大台商和台湾民众无不忧心忡忡。”
李政宏说，全国台企联作为台商组织，对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重要性深有感触。在两岸关系的大是
大非面前，全国台企联、各地台商协会和广大台商
始终旗帜鲜明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分裂。

定居德国的世界台商联合总会名誉总会长郑
东平是首批赴欧洲投资的台商之一。他的企业主
营生产供应智能手机的印刷电路板。“20 多年前，
我们就认识到中国大陆市场充满机会，不容错过。
我们先后在广东、重庆投资办厂，获得长足发展。”

他说，多年来，台资企业在大陆蓬勃发展的案例数
不胜数。台商台企深耕大陆，推动实现了两岸经济
互利共赢。

“民进党上台后极力‘唱衰’大陆经济，鼓吹
‘脱钩断链’。站在我们台商立场看，根本就是无稽
之谈。”郑东平说，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所谓“脱
钩断链”违背市场规律，损人不利己，也行不通。只
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经济紧密合作、优势互
补，台商台企才有更广阔发展前景。

论坛上，不久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备受关注。与会人士表
示，这项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的
重大举措，有利于帮助台胞台企更好参与大陆高
质量发展，融入新发展格局。

祖籍福建的香港台商、亚太总裁协会亚洲副
会长苏永安说，闽台隔海相望，血脉相连。示范区
建设突出体现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对
加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将对
台湾产业界产生巨大吸引力。“期待未来能够看到
闽台间实现区域要素流动优化配置，携手扩展市
场，形成规模经济。”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为广大台胞台企
在大陆发展开拓了更大空间，提供了更多机遇。”
共济联盟主席、台湾鹏景集团董事长王仲鹏说，这
是台胞台企参与融合发展、感受融合好处的又一
政策性利好。以自己从事的农业生产为例，积极参
与大陆高质量发展必将获得更美好前景。

（据新华社北京电）

“坚定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践者和促进派”
——台商代表在第六届台胞社团论坛上踊跃发声

连日来，位于南安市罗东镇的石
马宫迎来很多刘侯宗亲，大家聚在一起
共同商讨一件大事。原来，台湾嘉义的
刘侯宗亲会前些日子来电，想要组织宗
亲团到石马宫祖庙朝拜，并谒拜先祖。

“对于海峡两岸的刘侯宗亲来
说 ，石 马 宫 就 是 我 们 共 同 的 根 脉 。
不只在南安，台湾嘉义县双溪口也
有 座 石 马 宫 ，两 地 都 供 奉 林 元
帅 。”南 安 石 马 宫 管 理 委 员 会 常 务
副 主 任 刘 连 水 说 ，多 年 未 见 ，刘 侯
宗亲对台湾亲戚的到来都很期待。

同宗同族，两岸却为何分姓刘、
侯？同祀林元帅的背后，两岸石马宫
有怎样的故事？

石马宫建于宋末元初，始称“报恩
寺”，主祀搭救刘氏先祖的大恩人林元

帅。后因东侧发现双马驰骋的图腾，故
改称“石马宫”。侯氏族谱有载，隋末唐
初时，当地乡亲本是姓刘，因先祖受陷
害遭灭族之灾，一位林将军用亲生儿
子顶替，救下刘氏幼子，据说殿内的

“孩儿佛”就是献身的林将军幼子。后
来，林将军将刘氏幼子托付给侯氏先
祖，才得以保存下刘家血脉。从此，刘
家后人为避祸改姓侯，得以繁衍生息。
故而在泉州一带，一直流传着“刘侯同
宗”之说。据《南安县志》记载，明末张
瑞图大学士曾为石马宫题“山水扬灵”
牌匾，颂扬林公。

石马宫祖庙为二进歇山式砖木
石结构，翘脊龙凤，画栋雕梁，建筑结
构尤为精巧。步入殿内，四壁多有壁
画、对联，或是神话传说，或是对林元
帅忠义的颂诗，颇具特色。侧殿有座
石亭，上书“石马古迹”，亭内有两尊
石马静卧，十分别致。

“两岸的石马宫，其同出一派的
建筑风格和匾额、香炉等，无不体现
了闽台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深厚渊
源。”据当地宗亲侯清水介绍，石亭的
两块石雕正是林元帅信俗的见证。

斗转星移。到了明清时期，大量刘
侯先民迁往浙江、广东、台湾等地，以
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
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林元帅的香
火也跟随他们的脚步，漂洋过海在新
聚集地扎下根来，新建宫庙同样被冠
以“石马宫”之名，以示不忘根本。

记者在台湾驻点期间了解到，台
湾中南部也有很多石马宫庙宇，信众
达两三百万之众，鼎盛的香火代代传
承，而且每逢林元帅诞辰，各地都会
举办各种民俗活动。其中，嘉义县双
溪口石马宫最为知名，清朝嘉庆年间
曾御赐“威镇双溪”匾额。如今，该庙
北侧还有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据
说是从南安移植过来的。

寻根问祖，血脉相连。两岸刘侯宗

亲及石马宫信众往来频繁，亲情乡谊在
互动中越来越浓。2012年，台湾侯氏宗
亲寻根谒祖团来到南安，包括台北市侯
氏宗亲会会长侯永雄、台北大学校长侯
崇文等人。2013年，旅外福建南安刘侯
宗亲会成立 3周年之际，两岸刘侯氏千
人恳亲大会举行，海内外宗亲纷纷捐资
重修了石马宫。同年，第五届海峡论坛

“闽台同名村镇续缘之旅”走进南安石
马宫，台湾嘉义双溪口石马宫主委侯明
尧带领近百名台湾乡亲来到祖庙，进香
谒祖，感念祖恩。当时，两岸宗亲激动万
分，紧紧拥抱在一起，还有人抱头痛哭，
一如失散多年的兄弟，场面相当感人。

“我们祖上几百年前从福建来到
台湾，祖宗恩情不能忘，石马宫就像
是一盏明灯，指引我们牢记根在南
安，要常回故乡看看。”身在台湾的侯
明尧，常常这样告诫后辈。

吃果子，拜树头。多年来，以石马
宫为纽带，两岸宗亲互访不断，情缘
亦随着交流不断融合绵延。

南安石马宫南安石马宫：：两岸血脉相连情谊浓两岸血脉相连情谊浓
□本报记者 刘深魁 通讯员 黄瑜鹏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