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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百位台湾在广西高校任教老师的特殊
之旅，也是让他们改变对大陆原有认知的颠覆
之旅。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台办、教育厅组织的
“百名台籍高校教师看广西”系列活动于4月
26日至28日举办。百位台籍高校教师分成四
组深入南宁、柳州、桂林、钦州、防城港等
市，走访了工厂车间、学校社区、边关港口、
产业园区以及昆仑关等历史人文遗址。本次活
动增加了台籍在大陆高校任教老师对中国大
陆、对广西社情民俗的深刻了解，激发了他们
对祖国大陆的认同、对广西的热爱，坚定了他
们扎根广西、耕耘广西的信心，同时不同程度
地唤醒参与活动台胞的中国心与中国情。

■ 广西发展成就带来震撼

1958年，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圆满完
成。为了更好建设国家，为下一个五年计划努
力，柳州动力机械厂决定开始扩建。最开始扩
建后的机械厂依靠着生产柴油发电机而生存，
到了1960年，响应国家农业机械化的号召，
五菱开始尝试着生产农用拖拉机。1966年，
柳州动力机械厂正式更名为拖拉机厂，生产的

“丰收”拖拉机也成了国家定型产品。拖拉机
厂走向正轨后，就开始着手努力提高拖拉机的
质量和产量。到了20世纪70年代，柳州拖拉
机厂的质量和生产速度都得到了质的飞跃，
70年代中期，拖拉机年产量甚至达到了5000
台，这在当时那个经济落后的年代可是一个相
当厉害的数字。凭借着“丰收”拖拉机的优秀
产出，柳州拖拉机厂成了全国八大拖拉机厂之
一，这也为后面的成功做了铺垫。

然而，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还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柳州拖拉机厂出现了大量
的产品积压和亏损现象。

改革大潮面前，柳州拖拉机厂再次转型，
走向微型车时代。1982年，经过研究人员的
不懈努力，柳州拖拉机厂的第一辆微型货车终
于诞生了。在不断地测试与实验后，柳州拖拉
机厂被正式批准微型车的生产，后来还被国家
计委和机械工业部指定为中国四大微车定点生
产厂家之一。1985年，柳州拖拉机厂正式更
名为柳州微型车汽车厂。

“这组照片记录了柳州五菱汽车的发展
史，同时一叶知秋，也是柳州建设成为年产
450万辆左右汽车生产基地的缩影……”在柳
州市，随着五菱汽车工程师的不断深入介
绍，“百名台籍高校教师看广西”柳州分组的
台籍教师们对柳州这座“岭南古城”的快速
发展感到惊讶，他们为柳州五菱汽车人的坚
持和创新感到震撼，同时，他们也在自问：

“连发展这么快的柳州，在大陆居然还只是三
线城市，这就可以想象到大陆经济发展是多
么快，也理解了为什么14亿人对中华民族复
兴那么有底气！”

“真不简单，这家企业2015年才开始建厂
生产螺蛳粉食品企业，短短几年年产值就达
30多亿元人民币，在台湾简直是梦想。”当台
籍教师参观产值超百亿的柳州螺蛳粉工业园区
的生产企业时，了解到该产业带动30多万人

就业，使27万农村人口不用离乡背井，外出
打工，而靠为螺蛳粉生产企业提供豆角、竹
笋、姜、辣椒、田螺等农产品实现一二三产融
合时，发自内心的惊叹。

在桂林，台籍教师参观桂林城市经济建设
发展和广西对台交流基地之一的桂林市秀峰区
桥头村，体验传统民俗文化、民族团结进步、
乡村振兴发展情况，考察桂林市秀峰区桥头村
乡村小学，赴“百年学府”桂林市中华小学参
访，了解桂林市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发展，体验
丰厚底蕴民俗文化，感受祖国日新月异变化。

在鲁家新村和芦笛三村，当台师们看到他
们通过创新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实施“农业为
基础、文旅助农业、发展多元经济、保护生态
环境”的方针，打造国际一流的有机生态农
业、文化旅游度假区，纷纷赞叹桂林新农村建
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感慨台湾当局尽管将

“农村再生”推广了几十年，但由于政党轮替
执政更迭过密，政客缺乏长期计划，实施后效
果不明显。

在桂林傩文化博物馆，参访团成员观看了
傩文化表演。在观看傩文化面具雕刻时，台湾
少数民族教师沙部·鲁比表示，傩文化舞蹈及
傩文化面具雕刻演变于农耕文化，台湾少数民
族也有类似的舞蹈动作，可谓同宗同源。他随
即虚心地向当地演员学习傩文化舞蹈。

当了解到桂林桥头小学以“筑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为指导思想，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校
园、优秀民族文化育新人的教育活动时，台
师们对此赞不绝口，同时反思台湾由于当局修
改教科书，不真实反映历史，对学生的价值观
影响较大，是目前部分台湾青少年缺乏祖国大
陆认同感的主要原因。从桂林的实地考察中，
台籍教师们的人文历史、民族文化收获感悟是
自然而然的。

“广西钦州港片区发展真的超厉害，成千上
万个集装箱在集体作业，简直太壮观了！”在钦
州保税港区国际集装箱码头，看着一座座高耸
的起吊机一字排开，运输车载着集装箱来回穿
梭，方形的集装箱延绵到视线的尽头；大型工程
机械、特种汽车、通用轿车、空压机……

北部湾组的台师们走进防城港城市之窗、
医学赋能中心、桂台青年创业基地、桂台健康
城，了解到自“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落户防
城港以来，防城港成为全国甚至全球医药产业
的目光聚集地，感叹防城港未来发展潜力巨
大、大有可为。

台师们不禁为广西今年在现代化制造业，
便捷的高速路、高铁，现代化的港口码头、城
市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欣欣向荣的景象赞叹
不已。

■ 寻访激起民族自豪感

桂林七星公园里坐落着“八百壮士墓”。在

烈士墓前，台师们向在桂林保卫战中牺牲的将
士默哀，向抗战阵亡将士行三鞠躬礼，并认真
聆听讲解员讲述抗日八百壮士殉难的事迹。

“我们的文化、血液、基因、姓氏代表着
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承担着历史的使命，需
要把真实的历史代代相传，以此纪念为国牺牲
的民族先烈。两岸年轻一代不能忘本，应该在
共同的历史中找到民族认同感。”广西高校台
籍教师周振千时表示。

1944年11月上旬，日军进犯桂林，国民
党第四战区组织桂林保卫战，31军131师师
长阚维雍率部与敌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自杀
殉国，履行了与桂林共存亡的誓言。城防司令
部参谋长陈济桓和31军参谋长吕旃蒙突围途
中遭遇阻击，吕旃蒙阵亡，陈济桓身负重伤，
举枪殉国。131师391团官兵退守七星岩坚持
抵抗，日军向洞中施放毒气，800余名官兵壮
烈牺牲。1945年，桂林光复后，政府组织清
洁队和工程队前往七星岩，总计抬出烈士遗体
823具，公葬于普陀山博望坪之巅八百壮士墓
内，与三将军殉职纪念塔相邻而立。

“是先烈们的流血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幸
福的一代，抗战历史是两岸共同的历史。我们
找寻先烈的故事、了解先烈的故事、讲好先烈
的故事，是增强两岸认同感的必要方法。”广
西高校台籍教师潘柏年说。

在广西对台交流基地之一的刘永福故
居，北部湾组的台师们认真聆听刘永福援越
抗法、渡台抗日的介绍，对甲午中日战争爆
发后，刘永福亲自率领黑旗军渡台抗日、捍
卫祖国领土完整的英雄事迹和爱国主义精神
深有感悟。台湾教师余安顺说：“刘永福将军
在我们心中有着特别的情愫，这次能够一睹
刘将军故居真容心里倍感振奋，钦州在保护
古迹方面做得很好，这也是对我们两岸共同
历史文化的守护。”

走进南宁市昆仑关战役旧址，南宁组的台
籍教师们在昆仑关战役烈士纪念塔前、博物
馆里深切缅怀在此战役中牺牲的抗日将士。
青山环绕的昆仑关战役旧址在雨后显得格外
庄严肃穆，4月27日上午，在大陆任教的台
籍教师们来到这里，了解当年中国军队英勇
抗日的故事。来自南开大学的台研中心主
任、原中国国民党主席顾问兼大陆部主任黄
清贤表示，昆仑关是一个非常险峻的地方，
当年为了中华民族免于灭亡之难，中国10万
将士与日军3万多人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惨
烈的战斗，记录了中华民族英勇抗击外来侵
略者的历史。大陆用如此详尽的资料，还原
当年国军抗战的历史，这样更有利增进两岸
民众的认同感，让曾为国民党主席顾问的我
很感动。黄清贤说，作为抗战的历史博物
馆，昆仑关战役博物馆为两岸交流、寻找契
合，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通过了解历
史，才能增进两岸民众彼此了解，抹平彼此
的误解和差异。昆仑关的历史痕迹也展示，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同胞，我们曾有共同
的历史，我们要珍惜和平，珍惜“九二共
识”，珍惜两岸交流10年的黄金时代，不能违
背两岸同胞的和平愿望行事。

（下转7版）

“唤醒台胞的中国心与中国情”
——广西组织“百名台籍高校教师看广西”活动纪实

石 侃

最近，在涉台领域有一个微妙变化——中
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4月30日，在回
应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的谋“独”
言论时，创造了两个首次。第一个首次，是直呼
吴钊燮为“台独”顽固分子；第二个首次，是提出
对“台独”顽固分子的未来审判问题。

马晓光回应的原文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
法改变的。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
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无法阻挡的。吴钊
燮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口出狂言，不自量力，再
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甘当反
华势力棋子、制造两岸对抗的卑劣伎俩，再次表
明他们的谋“独”挑衅是危害台海和平的根源。
我们正告吴钊燮等“台独”顽固分子，大陆方面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
移，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严惩。正义审判可
能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我们知道，由于两岸关系的高度敏感性，这
也让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每一次
在涉及两岸关系的发言时，用词十分严谨。除非
必要，一般对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其当局高官都以

“台湾地区领导人”“民进党政客”“民进党当局相
关部门负责人”来称谓，而且一般情况下避免将
其高官与“台独”顽固分子结合在一起。在对台湾
地区领导人和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批
评中，即便是谴责，也多用“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损害台湾2300万民众福祉”之类的词语。从来没
有涉及对这些人未来如何具体追责问题。但4月
30日的马晓光发言，打破了这一常规。

不仅称吴钊燮为“台独”顽固分子，更强调
“正义审判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国台办这一表
态至少正在释放新的信号——统一后将对“台

独”顽固分子进行依法追责。
凡是做台湾问题研究的人都知道，台湾目

前政治生态是，蔡英文虽然做了台湾地区领导
人，但她的分工主要是三大块，即外事、防务和
两岸。尽管蔡英文已经是台湾地区一把手了，同
时还兼任民进党主席，但其实她的执政主要依
赖两个人，一是有“南霸天”之称、民进党内最大
派系新潮流的“大姐大”陈菊，另一个则是吴钊
燮。陈菊负责为蔡英文执政保驾护航事务，包括
协调党内所有派系必须挺蔡，在党内实力比蔡
英文要大。这一点从去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时，民进党实力最强候选人赖清德最终被迫宣
布退出选举便可窥得一斑。而吴钊燮，作为外事
部门负责人，其是蔡英文心腹。蔡英文 2015 年
宣布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安排其窜访美国，
并全权负责联系美国媒体、智库、反华议员、国
务院官员与蔡英文见面的就是吴钊燮。直到今
天，虽然蔡英文闺蜜萧美琴，驻美替蔡英文和民
进党当局搞关系，但吴钊燮依旧是蔡英文勾结
美国的主要中间人。因此，在美台勾结上，吴钊
燮是蔡英文的影子。

中国人有句古语，叫“打蛇打七寸”，吴钊燮
之于蔡英文而言，其实就相当于七寸。大陆对吴
钊燮直呼其“台独”顽固分子，并强调“审判不会
缺席”，就意味着对于吴钊燮这样的“台独”顽固
分子，在国家没有统一之前对他的审判不会马
上实现，所以用了“正义的审判会迟到”，但同时
马晓光强调“审判不会缺席”，则说明大陆在未
来国家统一后，必然将对像吴钊燮等这样的“台
独”顽固分子进行正义审判，追究其“台独”分裂
国家的罪行。

马晓光这样打破常规的回应自然在两岸引
起热烈反响。除了吴钊燮之外，都有谁会是马晓
光口中的“台独”顽固分子？有没有比吴钊燮层

级更高的？一时间，数亿网民脑洞大开，对民进
党当局政治人物逐个进行梳理。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国台办发言人不会也
不可能说得那么清楚。但有一个事实却是清楚
的，那就是，既然国台办定义吴钊燮为“台独”顽
固分子，但吴钊燮仅仅是民进党当局一个部门
负责人，并没有决策权，他只是他身后那个有
决策权人的替身或代言人而已。如果说，大陆
未来对吴钊燮做正义审判，那作为吴钊燮身后
的那个决策者或者说是指使者，就没有不接受
正义审判的道理。如此说来，如果一味坚持

“台独”顽固立场，在国家统一后，作为吴钊
燮的顶头上司，蔡英文恐怕也难逃正义审判。
因此，不知道蔡英文对马晓光这个发言的弦外
之音会如何理解？

当然，对于装睡的人而言，也许你是永远也
叫不醒的。

我们相信，蔡英文听懂了马晓光的弦外之
音，只是她不信或心存侥幸罢了。而其不信则主
要源于蔡英文的两个错误判断。一是，根据台湾

“国安会”及美国中情局的所谓研判，中国大陆
不会在2025年之前实现国家统一计划。而2025
年以后，蔡英文早干完第二任期下台。所以即便
大陆统一台湾，彼时其已经下台了，“大陆能奈
我何？”二是，学法律出身的蔡英文认为，大陆对
台的法律只有一部，那就是《反分裂国家法》，但
该法没有对“台独”顽固分子追责的规定。

对于第一个误判，记者近日从台湾“国安
会”一位人士处得到证实，根据台湾“国安会”和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判，的确研判中国大陆不会
早于2025年启动国家统一计划。正是这个判断
直接导致蔡英文在两岸关系决策上有恃无恐，
动辄勾连美日，主动做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一
次次对大陆发出挑衅。同时为了追求她个人所

谓历史定位，蔡英文想在第二任期大干一场，完
成李登辉、陈水扁想做却不敢的事——除了不
宣布“台湾独立”外，台湾一切都实现“台独化”。

对于第二个误判，看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
因为在《反分裂国家法》中，的确没有对“台独”
顽固分子进行惩罚的条款。不过，蔡英文却没有
想到的是，《反分裂国家法》是在大陆经济军事
还不强大，对“台独”分裂活动还没有足够遏制
手段背景下制定的，旨在威慑“台独”分裂势力
和外来干涉和“暂时维持台海现状”的法律。

但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
军事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以及国家统一问题
被列为中共三大历史任务，“国家必须统一，也
必然统一”成为大势的背景下，大陆立法部门也
与时俱进，开始悄然启动国家统一立法程序，未
来统一法将把《反分裂国家法》和刑法、国家安
全法等法律中关于分裂国家犯罪等融入其中。
并将规定统一后，该法可以对“台独”顽固分子
在统一前犯下的分裂罪行进行追溯。如此，即便
当未来国家统一时，一些“台独”顽固分子虽然
已经下台，但对其在统一前犯下的分裂罪行责
任追究追溯依旧有效。

此外，蔡英文或许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
近期，大陆两个女新闻发言人——外交部的华
春莹和国台办朱凤莲，都在记者会上抛出同样
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统一不会一代一代拖下
去，我们这代人一定要看到祖国统一。不能一代
一代拖下去，而一代的定义又是什么？按照学界
划分，一代人一般指20年，所以，即便不是2025
年实现国家统一，蔡英文们可以算算，即便从中
共十八大以来计算，20年又是哪一年？

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发言人都曾经不
止一次警告，“台独”只会是死路一条。而事
实上，摆在“台独”顽固分子面前其实只有三
条路，一是赶紧改弦更张，回到“一中”；二
是等着把牢底坐穿；三是流亡海外亡命天涯。
此外，“台独”别无他路。对于这些弦外之
音，蔡英文都听懂了吗？

（高杨）

“审判不会缺席！”国台办弦外之音蔡英文听懂了吗？

“这次研学之旅太有趣了，我不仅在重
庆打卡了长江索道，还在成都亲眼看到了
大熊猫，收获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期
待下次还能来成渝地区游玩！”在日前举办
的“首届两岸青少年成渝双城研学营活动”
闭营仪式上，东莞台商子弟学校学生苏菲
雅难掩内心的激动之情。

首届两岸青少年成渝双城研学营活动以
“川渝山水 亲亲童年”为主题，由成都市石
笋街小学、成都市娇子小学、重庆市曾家岩
小学、东莞台商子弟学校共同举办，于4月
21日在重庆开营，29日在四川闭营。9天时
间里，来自东莞台商子弟学校的34位师生
代表分别与川渝两地同龄学子结对交流联
谊、开展文化研学，多元感受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情况和两地自然人文、历史地理
与风土人情。

在重庆段的行程里，台商学子前往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等探寻
了山城历史记忆，在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
聆听了抗战故事，在定心茶园体验了茶道
文化，打卡了重庆大礼堂、大剧院、科技
馆、长江索道等地标景观。在四川段的行
程里，结对两岸学子在成都市娇子小学学
习了《蜀蚕吐绣》《川茶叶韵》《绮丽年
画》《探秘草编》等天府文化课程；在成
都市石笋街小学体验了种植友谊苗、制作
刨花画、提炼精油、体验VR视界等和美
特色课程；在金沙遗址、武侯祠、锦里古
街等地感受了蓉城民俗文化；在都江堰熊
猫乐园开展了大熊猫保育实习体验，并为
熊猫制作了窝窝头，还前往了都江堰观看
水利工程，了解天府之国成因。

台生许瑜珍直言，“难忘自己11岁的
生日惊喜，我会永远记得活动带来的美
好。我与四川、重庆的结对伙伴也互加了
微信，希望有机会在东莞和台湾见面”。
结营当天，许瑜珍还与结对的四川小营员
王乙淇共同种下了象征友谊的鸢尾花。台
生林奕铭的研学手账簿则集纳了他此行的
点滴收获与感动，“从没想过会触摸猫熊的
便便”“熊猫窝窝头营养多、味道也好”“自
己吃不了辣的，很谢谢结对小伙伴的爸爸
妈妈这么照顾我的口味”……

东莞台商子弟学校小学部教务主任
曾建薇分享研学感受说，“‘真心真情真
义’是我对这次活动的第一印象，在这里
要感谢川渝两地活动主办学校及相关部
门的艰辛付出。”她说，“‘童心童真童
颜’是我们筹办这次研学活动的初衷。
很高兴看到两岸小朋友的情谊已经萌
芽，看见孩子们的脸庞从紧张羞涩到笑
容灿烂……这一路，巴蜀人文历史的古
今碰撞，科技与现代的繁华让我们视野
大开，感谢研学活动让我们结下深厚缘
分，让我们相约东莞再会。”

成都市石笋街小学副校长吴倩表示，
此次活动立足于两岸同龄学子间的沟通交
流，有利于增进两岸学子彼此交流融合，
同时增强大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感与
认同感。“活动让孩子们学习知识不只是
停留在书本和网络上，而是面对面地真情
交流，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吴倩说道。

此次研学活动还对表现优秀的小营
员颁发了“神采飞扬”“匠心独运”“才
思敏捷”“出口成章”“妙笔生花”“明察
秋毫”等奖项。 （修菁）

首届“两岸青少年成渝双城
研学营活动”圆满收官

为帮助台企克服新冠疫情影响实现全
面复工复产，帮助台胞更健康安全地在黔
工作和生活，贵州省各级台办积极行动，
主动协调相关部门，启动了台胞新冠病毒
疫苗的接种工作。

遵义正安县台资企业钰丰乐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忠原说，在台办的协调下，他从厦
门隔离结束后返回贵州，产业园区专门派救
护车到机场将他接回正安，在正安台湾产业
园中第一个接种了疫苗，今后他在大陆的工
作、生活、出行更加便利了，当他提出公司
董事长近期将从台湾返回，也想接种疫苗
后，台办和园区负责人立即联系卫健部门预
留了疫苗，保证董事长一回来就能接种。他
感慨地说，大陆对台胞发展的系列政策落实
得很好，对台胞的工作生活和身体健康也非
常关心，他对今后在大陆发展充满信心。

据悉，通过台办协调，遵义、安顺、
铜仁、毕节、黔南等市州已开启台胞接种
通道，部分台胞在知情、同意、自愿的情
况下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目前，各级台
办正积极推进这项工作，保障在黔台胞的
健康、安全。 （修菁）

贵州省各级台办积极协调帮助
在黔台胞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台籍教师拜谒昆仑关战役烈士
陵园，缅怀抗日先烈。

周桂芬 摄

▲

台籍教师考察广西钦州现代化
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