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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讯（记者 吴姝静） 11 月 28 日，国台办

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就

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问。他强调，两年多来，真

正影响两岸交流合作、阻挠台湾同胞受益的是民进

党当局设置的障碍，这些障碍越早排除，台湾同胞获

益就越大。民进党及其当局只有放弃“台独”立场，

认同“九二共识”，才能在两岸关系中找到出路。

“31 条惠台措施”的最新落实情况，是本次新闻

发布会的重点之一。马晓光介绍，11 月下旬以来，

又有内蒙古自治区，湖北省武汉市，广东省东莞市，

江苏省无锡市、扬州市推出了“31 条”的具体落地措

施，迄今为止已经有 20 个省区市的 49 个地方结合当

地实际推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

“在各地区、各部门推出的具体措施中，不少措

施富有地方特色，给人感受非常突出，也受到了普遍

关注和好评。”马晓光说。

他举例指出，北京市鼓励中关村示范区的台资

企业以知识产权质押的方式向银行贷款，通过评审

的项目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上海市支持台资企业

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展示、销售和采购；江苏

省定期举办针对台资企业的“紫峰奖”评选活动，获

奖企业可享受相关产业的政策支持；福建省实施“源

头管理、口岸验放”的闽台商品快速验放的模式，扩

大台湾进口商品等第三方检测结果的采信范围；贵

州省支持台资企业参与贵州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的

发展，参与“健康贵州”的战略行动；内蒙古自治区支

持台资企业参加“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参加中蒙

博览会等自治区的重点会展。

目前“31 条”措施的落实和推进已经取得显著

效果，马晓光列举六方面例证予以说明。

在文教科技领域，福建省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联合设立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批准

立项 107 项，资助经费 2.73 亿元，130 多位台湾科学

家参与了项目研究。

在台湾同胞参评各类荣誉奖项方面，湖北省、

江苏省、江西省已有数十位台胞获评当地的“三八

红旗手”“五一劳动荣誉奖章”“青年五四奖章”等

荣誉称号。

在两岸影视合作方面，大陆广播电视节目和电

视剧制作聘用台湾人士数量的限制已经放开。两岸

合拍电视剧在主创人员比例、大陆元素、投资比例等

方面均已经取消限制。台湾人士踊跃参与大陆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北京、上海、新疆等地广播电视主管

部门收到了多家两岸制作公司合拍电视剧和纪录片

的意向。多家台湾制作公司正在积极筹备两岸合作

拍片。

在资金支持方面，福建已有华佳彩等 5 个台资

项 目 获 专 项 补 助 1830 万 元 、技 改 基 金 投 资 4.6 亿

元。两岸合作设立的光电集成一体化技术两岸联合

研 发 中 心 和 东 南 汽 车 研 究 院 共 获 得 资 助 1630 万

元。江苏海门慧聚药业等三家台企获得省科技成果

转化专项资金，获科技资金资助共计 1750 万元。

在参与公共工程建设方面，台企研华科技公司与昆山交发集团达成战略

合作，将为昆山的智能交通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目前，已经有 6 个项目正在

进行设计，将通过优化政府采购流程、促进台资企业产品来实现本地化应用。

在农业领域，鲜活果汁、波力食品等台企入选江苏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福建集辰农林科技等 3 家台资农业企业享受农机购置补贴，并有 13

款台企农机产品列入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

此外，马晓光还向记者介绍了今年年底最值得期待的两项大型两岸交流

活动——“2018 两岸企业家峰会”和“第二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的具体

情况。

据介绍，两岸企业家峰会将于 12 月 3 日至 5 日在厦门举办，今年的年会主

题是：融合新举措、共享新商机。届时，两岸知名企业家、工商团体负责人、中

小企业和青年创业者的代表总共大约 1100 人将与会，为促进两岸产业合作、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二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

赛将于 12 月 1 日至 8 日在广东深圳举办。第一届的成功举办，在两岸特别是

在两岸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好评。今年赛事规模扩大，比赛场次

由去年的 64 场增加到 100 场。两岸选手共计 888 人，其中，20 支台湾地区代表

队分别来自岛内 10个县市，共计 441人。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 11 月 24 日晚落下帷幕，执

政的民进党当局遭遇大溃败。22 个地方县市长席位

中，国民党拿下 15 席，民进党仅有 6 席，另有 1 席为无

党籍。舆论普遍认为，这个结果表明民进党当局两年

多来的执政不得民心。

《联合报》25 日社论指出，民进党面对积弱不振且

“口袋空空”的国民党，在高雄市、云林县、嘉义市等“深

绿”地区溃败，与其说是候选人实力太差，不如说集中

反映了选民对民进党当局执政的怨怒。社论说，选举

失败折射民进党当局的经济、能源、两岸等政策与台湾

民众的期待相去甚远。

《中国时报》25 日社论认为，这次选举也彰显出台

湾民众厌恶蓝绿意识形态恶斗。文章称，蓝绿两大党

勿再以意识形态筑起高墙，锐化社会对立，阻碍经济发

展；而应关注民生议题，重视基层福祉。

《旺报》26 日社论表示，面对失败，民进党需要改

变两岸思维，不能一味和大陆站在对立面，也不能一直

靠打“反中牌”而得天下。

该报社论期待，两岸城市合作机制范围可望大幅

扩展，新北、台中和高雄等县市可望和大陆一线城市缔

结双城合作机制。这些县市若能和大陆城市发展成

“一日生活圈”，不仅可以带来巨大商机，也利于扭转两

岸关系目前僵局。

《工商时报》26 日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选举惨

败，最显而易见的两岸相关因素，是当局不承认“九二

共识”，导致大陆来台旅游人数大减，并且绿营主政市

县农产品销路不畅。因而，市面、乡间的庶民经济趋于

萧条，颇多小商、小农深感营生困难、怨气冲天。

对于国民党夺下多数县市长席位，《工商时报》表示，

这会大幅强化两岸经济民生联结，形塑两岸经贸新局

面。对此，民进党当局宜理性面对，调整政策，不能再走

排斥拒绝的老路。大陆市场可为台湾经济增长提供养

分，当局理应改变策略，加强与大陆经贸合作。

本报综合消息 台湾地区 11 月 24 日举行“九合一”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斩获

15 个县市长席位。而选举过后，不少当选人都高喊要

坚持“九二共识”，更直接表明，蔡英文当局不与大陆交

流，“我们地方‘政府’积极交流”。

在此次选举中，国民党从民进党手中直接夺取 7

席。国民党韩国瑜更是在高雄选战中胜出，打破民进

党在高雄连续 20 年“执政”的“神话”。韩国瑜在受访

时表示，“九二共识”就是他对两岸的看法，未来新的高

雄市“政府”将成立“两岸工作小组”，在“九二共识”前

提下与大陆进行经贸沟通，帮助高雄经济找出口。

韩国瑜的一番话让“九二共识”在台湾成为热点话

题。据台湾 TVBS 电视台 26 日报道，“九二共识”在选

举后的一天网络搜索量突然暴增，冲到热搜词第一名，

且进行搜索的网民几乎都来自于高雄市。

台中市长当选人卢秀燕 25 日呼应了韩国瑜的说

法，她表示，未来台中不谈政治只拼经济拼民生，“九二

共识”最能发展经济，带来和平，是可以给民众带来好

日子的共识。

此外，在此次选举中得票率第二高的南投县长林

明溱也表示，自己举双手赞成“九二共识”。林明溱

说，蔡当局虽然口说两岸要“维持现状”，但其实早已

脱 离 现 状 ，甚 至 跟 大 陆 已 经“ 严 重 对 立 ”，这 样 的 对

立，对台湾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南投县的观光客减

少，饭店、民宿和游艇业，整个观光产业都很萧条，韩

国瑜主张接受“九二共识”，“我举双手赞成”，同时将

快速成立两岸工作小组，蔡英文当局不交流，“我们

地方政府积极交流”。

多位县市当选人力挺“九二共识”，无疑是一种民

心所向的体现。

从 2016 年“5·20”以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破坏两岸的共同政治基

础，放任纵容“去中国化”“渐进台独”，阻挠限制两岸的

交流合作，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的紧张对立，两岸同胞对

此都是坚决反对的。

而蔡当局的做法也压垮了台湾的经济民生，台湾

南部、东部等经济体质较弱地区哀鸿遍野，众多观光产

业链业者都不支倒地，这种情况下，民众急切地寻找好

的解决方法。港媒评论称，此次选举民进党惨败，表示

台湾新民意已经出现了。这种新民意就是两岸要和

平、和解，要大交流，台湾要大发展。

（团 宗）

勿再锐化社会对立 阻碍经济发展
——台湾舆论热议“九合一”选举结果

□张晓曦

搜索量冲到第一

“九二共识”再成台湾热词

国台办发言人谈“九合一”选举

谈选举结果对两岸关系影响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

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不断扩大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坚定不

移地为两岸同胞谋福祉。

谈“奥运正名公投”结果

所谓“奥运正名公投”遭到挫败，说明拿台湾运

动员的利益做赌注不得人心，搞“台独”注定失败。

谈蔡英文“继续坚持既有路线”言论

民进党当局应该深切检讨，正视台湾民众希望

继续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希望改善经济

民生的强烈愿望，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

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

谈民进党打“统独牌”遭失败

岛内外的一些人、一些势力散布各种谣言，栽赃

诬蔑大陆，企图制造危情、煽动对抗、捞取选举利益、

破坏两岸关系。事实充分证明，他们低估了台湾民

众的判断力。

谈高雄“翻天”

在对两岸关系性质、两岸城市交流的性质有正

确认知的基础上，我们欢迎包括高雄在内的台湾更

多县市参与两岸城市交流合作，共同增进两岸同胞

的亲情和福祉。

谈赖清德“尊重”基层“九二共识”

如果他们真的愿意从善如流，就应该回到“九二

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

确道路上来。

本报北京讯（记者 黄昌盛） 11 月 27 日，

民革北京市委会接待了来访的台湾老兵高

秉涵一行，并就两岸关系发展前景和民革在

祖国统一中的责任与作为展开座谈交流。

高秉涵是目前年龄最小的滞台老兵，曾

自 费 将 数 百 在 台 老 兵 的 骨 灰 送 回 大 陆 老

家。也因这一义举，他被评为 2012 年度“感

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座谈中，高秉涵以

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引，回顾了两岸关系从对

立走向合作、从骨肉分离走向“两岸一家亲”

的历程。

高秉涵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

来之不易，我们不能忘记当年的历史苦难，因

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可能让下一代遭受新的

历史苦难。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严峻，但包括

在台老兵在内的台湾有识之士都高度期盼两

岸关系持续走在和平发展道路上，最终实现

祖国的和平统一。

民革北京市委会有关领导代表市委会

对高秉涵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高秉涵

致力于两岸亲情往来的义举表示感谢。她

说，长期以来，民革北京市委会在开展对台

联络交流、抢救性保护抗战老兵历史资料等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与台湾有特殊

渊源的参政党，民革对祖国统一的期盼与台

湾各界是一致的，今后将继续为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座谈会中，民革北京市委会祖统委部分

成员、北京市台办有关负责人、部分关心两

岸关系发展的作家作了交流发言。民革北

京市委会、北京市台办、北京市台港澳交流

促进会相关人士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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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山东菏泽城, 流落台

岛苦读经。天涯断肠七十载，忧

恐不见九州同。”11 月 27 日，台湾

老兵高秉涵在北京与民革北京市

委会邀请的部分国民党老兵后裔

相聚时，深情地吟出了这样一首

诗。他说，此生最大的遗憾是苦

等数十年，没有见到母亲一面，最

大的愿望是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统一。

1935 年出生的高秉涵在两岸深受各界崇

敬，因为送 150 多位大陆籍老兵骨灰回乡，他被

中央电视台评选为 2012 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

物”。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两岸关系发生历史

性转变的 40 年，高秉涵在这一浪潮中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抒写着感人至深的两岸亲情故事。

“儿啊，娘等你活着回来”

83 岁的高秉涵声音洪亮、体态硬朗，但比

常人更为深陷的眼窝背后，是他无数个失眠之

夜。高秉涵说，没有经历过长夜痛哭就不足以

谈人生，而他的眼睛早就哭干了泪水。

高秉涵的飘零始于 1948 年。那时正逢战

乱，母亲希望他离开山东菏泽的老家到外地避

险，高秉涵就被送往南京就读。“儿啊，娘等你

活着回来。”临行前，母亲在父亲的坟前嘱咐

他，一定要活下去。13 岁的高秉涵并不知道，

这次分别就是永远的诀别。

没多久，学校因战事临近解散，高秉涵跟

着人流往南移，最后在厦门登船来到台湾。初

来台湾的几个月，举目无亲的高秉涵只能留宿

台北火车站，和垃圾场的野狗抢食。“在绝境的

时候，也不知道害怕了，也不哭了，只想着活着

回去见娘。”他说。

偶然的机会，高秉涵遇见了自己小学的

老师，这才结束了孤儿般的流亡生活。他被

安排到一间卫生所工作，白天当卫生员、晚上

去夜校补课。由于勤奋好学，高秉涵一步步

顺利升学并考取了一所公立大学的法律系。

学生时期，他最难熬的日子就是过年，每到大

年初一，他就会独自跑到淡水河边大哭一场，

大声喊娘。

毕业后的高秉涵先是在金门当了军事法

庭法官，后又退伍做了律师。生活中或坎坷、

或 平 淡 ，想 家 想 娘 是 他 一 直 没 断 过 的 念 头 。

1979 年，高秉涵赴西班牙参加国际会议前得

知，大陆方面也将派出一个团体。于是，他动

念要给母亲写封家信，通过大陆代表捎回山

东。由于害怕被国民党当局迫害，最终这封信

在他回台后通过在美国的朋友寄出，辗转一年

后才收到回信。

收到回信的高秉涵，却迟迟不敢打开，一

天后鼓起勇气拆信却在看到第一段后再也看

不下去——“母亲去了”。那天，高秉涵没去上

班，在家盯着天花板看了一天，“不知流了多少

眼泪”。

后来，两岸通过第三地的通信往来渐渐多

了起来，高秉涵和老家亲人的联系也多了起

来。1984 年，高秉涵和大姐、二姐以及弟弟，约

在香港碰面。5 天时间，他们将 40 年的岁月从

头聊过。

又过了 7年，高秉涵首次回到菏泽，终于见

到了娘。在村西头的父母合墓前，他长跪不

起。这时，他已离家 43 年。答应母亲“活着回

来”，回来时母亲却已不在，高秉涵说，这是心

中最大的遗憾。

“大哥，我一定会送你回去”

大学期间，高秉涵遇到了自己一生的伴侣

——石慧丽。他对大陆朋友说，自己最感谢的

人就是妻子，不只感谢她对自己冒着风险“任

性”寻根的支持，更感谢她对自己把家里堆满

骨灰盒的容忍。

高秉涵说的骨灰盒，是大陆籍老兵生前拜

托他带回大陆安葬的。1948 年，年长得多的同

乡老兵牵着高秉涵来台，他渐渐地成为其中没

有事业、没有家庭的同乡老兵在户籍卡上的

“紧急联络人”。

还在律所工作时，同乡老兵们就常到办公

室找高秉涵喝茶，话题总离不开家乡，回家则

成了他们生活中最后的期待。1987 年，台湾发

生以“回家”为诉求的老兵返乡探亲运动，高秉

涵曾两次参与游行。最终，台当局迫于压力开

放探亲，但高秉涵身边却有不少老兵或因经济

能力、或因身体因素有家归不得。

由于高秉涵已经成家立业，孤苦的老兵

们都把这个小同乡当成了依靠。一到过年，

同乡便聚在他家里，一起回忆、一起欢笑、一

起 痛 哭 。“ 一 次 ，有 个 年 纪 大 的 老 哥 对 我 说 ，

‘高秉涵，我这辈子估计回不去了，你是我们

当中最小的，要负责把我们的骨灰送回去。’

然后大家就鼓掌通过了。”高秉涵回忆说，脸

上有些许笑意。

随着老兵们一位位凋零，高秉涵也逐渐履

行 着 自 己 的 承 诺 。 他 说“ 我 是 他 们 的‘ 小 家

长’，有这个责任。他们手把手拉着我过来，我

就要把他们抱回老家去。”台湾的骨灰盒多用

大理石制作，重达数十斤，高秉涵还真就一下

飞机盒子不离手地带到老兵们的老家。

自从 1991 年高秉涵抱着第一盒骨灰回大

陆开始，二十多年来，他已将 150 多位老兵一一

带回大陆。

几年前一个深夜，睡梦中的高秉涵突然

接到一通医院的电话，一名杨姓老兵病危，需

要联络人前去签字。高秉涵抵达时，杨大哥

已无法动弹，只是双眼瞪大望向上方。高秉

涵一面轻合上他的双眼一面小声说：“大哥，

我答应过你，就一定会送你回去。”听完这句

话，早已无生理反应多日的杨大哥流下了泪

水，随即含笑而逝。

如今，当时同来的老兵在世的已经不多

了，但 83 岁高龄的高秉涵仍然记着自己的承

诺。老哥们“生前已做游子，死后拒做游魂”，

他还会继续送下去。

“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两岸统一”

就在高秉涵这次来北京之前，一位 96 岁的

老哥把他叫到病床前，对他说：

“我们这辈人，最大的愿望有两

个，一个是回老家，一个是看到

国家统一。前一个有你，我也

不怕了，就怕撑不到看到统一

的一天了。”

高秉涵信心满满地鼓励老

哥：“你放心，我们的这个愿望

一定能实现。”然而，一边说着，他的内心却有

些担忧，尤其担忧下一代人“中国认同”的逐渐

消磨。

高秉涵在台湾生活近 70 年，自小携带的东

西只剩一张小学毕业证直接证明着 70 年前他

在故乡的生活，但他一口山东乡音仍未改变，

期盼国家统一的心也从未改变。

高秉涵夫妇二人育有一子一女，儿女各自

又有两个女儿。三代同堂，其乐融融，但祖孙之

间在祖国认同上，却总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念。

“这些都是李登辉等人搞“文化台独”的恶

果。”高秉涵说，李登辉及其之后的陈水扁、现

在的蔡英文大肆推行“文化台独”对年轻人造

成了恶劣影响。“小孩子刚上学后，肯定是老师

教什么就是什么，他们的祖国认同观被严重扭

曲。”他说。

为了扭转孙女和外孙女的观念，消除“文

化台独”在她们当中的影响，他经常要和小辈

们聊天，讲过往、讲真实的大陆。2016 年 7 月，

他还带上家人前往大陆，祭祖、拜孔、寻根。“我

想趁自己还活着，带她们认识一下真正的大

陆、真正的故土。”他说。

这些年，高秉涵往返两岸除了“背老兵回

家”，还常应邀参加一些两岸交流活动，向两

岸各界讲自己的故事、讲两岸的亲缘、讲统一

的渴望。

高秉涵说，几十年来，大陆发展越来越迅

速，他对统一也越来越有信心。“我今年 83岁了，

我相信在有生之年一定能等到这一天。”

高秉涵还早早写下了遗书：我往生火化后

即送往菏泽故乡，将骨灰洒在高庄四周的田园

里，不作碑、不立墓。

生已做游子，死拒做游魂
——台湾老兵高秉涵的数十年寻根之旅

□本报记者 黄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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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 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