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邱斌玲

兩岸A 14 2024年3月18日 星期一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民黨近期推動內部改革，包括改組黃
復興黨部、縮編智庫規模等相關舉措。
國民黨中常會早前通過改革方案，決定
將 「黃復興」 （目前黨內唯一的特種黨
部）改為 「退伍軍人服務委員會」 ，該
黨部在台灣各縣市支部將被整合進地方
黨部。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要由退役軍
人及軍眷組成，被稱為藍營內部最 「鐵
桿」 的支持力量。黨主席朱立倫解釋，
此舉旨在整併縣市黨部力量， 「黃復
興」 的名稱、幹部及經費都將保留。

國民黨智庫 「國政研究基金會」 日
前舉行新任董監事改選。朱立倫表示，
該智庫資金僅剩1億元新台幣，需大幅
改革實現 「內造化」 、輕量化、年輕
化，目標是讓智庫永續發展。具體改革
將從人事、經費兩方面着手。據介紹，
國民黨計劃分階段縮減研究員人數，強
化智庫與立法機構合作。改選後，多位
現任 「立委」 成為新董事。

有分析文章認為，中國國民黨接連
採取動作，究其根源是 「囊中羞澀」 ，
養不起特種黨部及組織較大的智庫。

「國政研究基金會」 執行長、現任 「立
委」 柯志恩也表示，之所以要急迫改
革，最大原因就是 「沒錢了」 。

兩項舉措均在黨內引起不小震動。
支持者認為，國民黨不能再 「黨中有
黨」 ，改革可以幫助建立新形象；所謂
「內造化」 智庫、縮編人員，有利於基
金會高效運轉。反對意見則認為，選舉
之後才採取改革，會讓外界產生黨內高
層 「過河拆橋」 的觀感。《聯合報》評
論文章認為，國民黨如不能安撫部分支
持者情緒，會收到反效果，恐釀危機。

國民黨改革：縮編智庫 改組黃復興黨部 台電價將漲一成 民眾憂加重生活負擔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當局電價審議委員會將召開，預計
在4月調漲電價，平均漲幅達到10%以
上，今年夏天更可能出現史上最高的
每度8元（新台幣，下同）民生電價。

據台媒17日報道，電價審議委員
會將於22日前召開，預計民生用電
500度以上調漲7%，超過1000度漲
10%，以一家三口平均一個月用電
800度而言，或需多支付700至800
元，夏季電費恐怕增加至每度8元，為
史上最高。產業用電方面，一般產業

用戶電價將上漲約15%，工業特大用
電戶電價則將上漲超過20%。

針對民生用電恐突破每度8元，台
當局行政機構負責人陳建仁17日稱，
俄烏戰爭後所有燃料價格大量提升，
通過台電公司吸收相關費用，台灣電
價上升幅度與其他國家或地區而言相
對較低。

由於多人共用電錶，此次電價上
漲將對北部地區廣大租房族造成明顯
影響，有租房民眾表示，夏季電價若
突破8元，將大幅加重生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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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爺爺在
1989年從台灣到重慶經

商，是重慶第一批台商，
我跟隨父母在2003年到重
慶。」 生在台中、長在重慶
的楊京儒大學本科就讀於西南
政法大學，之後跨專業考上了
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大學二年
級，她嘗試微商創業，賺到了人

生第一桶金。 「我10歲開始在重慶生
活，父母也在重慶，研究生畢業後選
擇回到重慶。2019年，經過7輪篩
選，入職某房地產企業從事商業推
廣。」 楊京儒性格外向， 「我鬼點子
比較多，有很多新意的想法，適合做
推廣。」

一直關注新媒體的楊京儒希望自
己創業。 「通過短視頻記錄生活的方
式交流，是推進兩岸年輕人了解彼此
很好方式。」 萌生通過視頻溝通兩岸
念頭後，她辭去房地產公司工作，成
為一名自媒體從業者。 「台灣很多人
接觸不到大陸的真實情況，我把重慶
夜景給台灣朋友看，她們驚訝到：
『這不就是香港嗎？』 」 由此，楊京

儒嘗試拍攝了關於 「重慶·台灣周」
的第一段短視頻，開篇話語是： 「有
很多人看到重慶夜景都會問我，這不
就是香港嗎？」 之後，《黃桷樹——
重慶歷史的縮影》《中山四路的前世
今生》……楊京儒以親歷者實地探
訪，有理有據地將歷史與現實在互聯
網傳播，受到眾多網友關注。

傳頌重慶抗戰英雄事跡
「台灣朋友一提到重慶，會覺得

這是一座網紅城市。其實，重慶還有

很多方面值得了解。」 楊京儒用濃濃
的台灣腔強調。隨着拍攝製作的短視
頻越來越多，她發現兩岸年輕人對衣
食住行、流行文化的品位是互通的，
但對彼此所在城市的歷史文化底蘊卻
不夠了解，於是楊京儒將視頻製作方
向轉向文化領域。去年 「十一」 黃金
周剛結束，楊京儒在拍攝重慶大轟炸
遺址時當場落淚。 「震撼與難過的同
時，帶給我很深觸動，當時解放碑那
麼多遊客，可距離解放碑僅幾百米的
重慶大轟炸遺址卻基本無人参訪，難
道大家對這段歷史都遺忘了嗎？重慶
在遊客的眼裏，難道就只是網紅城
市？」

「大家都在拍照打卡，有多少人
思考解放碑到底在紀念什麼？重慶是
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城市，重慶抗戰
英雄的事跡需要更多傳頌。」 楊京儒
希望大眾了解重慶人具有不屈的精
神。因此，她着手拍攝了重慶英雄
之城合集，近兩個月時間，
每天在外奔波。她拍攝
的《解放碑為什麼少
一撇》視頻全網播
放量超過千萬次，
《重慶不只是網紅
景點》、《重慶英
雄之城上大分》、
《重慶渣滓洞永遠
的精神豐碑》、《愈
炸 愈 強 這 就 是 重
慶！》等關於重慶抗戰文化
視頻播出後也備受海內外關注。

「視頻得到廣大網友認可，
給予我很大信心。短視頻可突破區域
壁壘，把鮮活的人文風景直接呈現在

大眾面前。」 作為在社交網絡上頗有
人氣的自媒體主播，楊京儒成立了公
司，希望能夠招募更多兩岸青年一起
加入做自媒體。 「一個人的能力總是
有限的，就算我有1000萬粉絲，也
只有1000萬人關注。如果同時有好
幾位主播共同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就
可能有好幾千萬的關注。台灣朋友們
如果多去大陸看一看，兩岸民眾就會
越走越近。」

台青慣用社交媒體了解大陸
「增進台灣青年對大陸了解，很

有效的方式是讓更多台灣年輕人到大
陸，通過所見所聞，認識真實的大
陸。現在台灣年輕人習慣用社交媒體
探索認識大陸。」 在楊京儒看來，抖
音、小紅書、B站等自媒體平台傳播
的內容，讓台灣年輕人看到與以往認
知不一樣的大陸，改變了他們以前的

刻板印象，甚至是偏見。新媒體傳
播可讓台灣民眾看到發

展、多元、進步和真
實的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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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楊京儒拍視
頻介紹重慶歷史、
文化等。

▲台青楊京儒接受大陸傳媒的採訪。感覺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重慶人
性格豪爽的台青楊京儒在朋友眼

裏與重慶妹子沒有兩樣。當她用重慶
話受訪時，完全是重慶本地人的標準
腔調。 「重慶話講得地道，因為小學
四年級就在重慶念書，當時同學們對
我很好奇，他們還笑我的台灣腔好
嗲。」 楊京儒捂嘴笑言， 「為了
練習重慶話、融入重慶，放學時
家人會在校門口堵我，督促我每
天練習一句重慶方言，沒有學會
不准回家。小學時基本學會了重

慶話；上初中時，我可以跟同學們
流利地講重慶話；到了高中，我講
一口地道的重慶話，感覺是土生土
長的重慶人。」

從年少懵懂，到飛揚青春，
除了在廈門大學讀研三年，楊京
儒的生活幾乎在重慶，從有軌電
車到穿梭於江山之間的輕軌，她
一步步見證了山城翻天覆地的變

化。 「如今重慶已是飛速發

展中的8D魔幻城市，大陸這二十年
發展太快。在台灣，小時候喜歡的店
舖，現在回去還找得到，變化不太
大。」 初到重慶不習慣食辣，連續吃
了幾年肉鬆配米飯的楊京儒打趣地
說， 「那種怕麻辣的感覺在重慶美食
面前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重慶與台灣的計程車都是黃
色，到底有什麼淵源呢？」 楊京儒介
紹，1997年重慶進行交通方面的改
革。由於爺爺曾在台灣經營第一家民
營交通公司，重慶方面便諮詢他和其

他台商的
意見。當時爺
爺提出增設紅綠燈、
計程車顏色由紅換黃
的建議。或許黃色在
霧都重慶更亮麗更顯
眼，最後建議被採納。
「現在見到重慶黃色計程
車 ， 會 蠻 想 念 爺
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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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當歸視頻火爆網絡

▶台青楊京儒與侄女
拍攝的 「小當歸」 視頻
在網絡受到廣泛關注。

「中藥材當歸和台灣的地圖很相
像。」 台青楊京儒說，沒想到她與侄女
拍攝的 「小當歸」 視頻火爆網絡。 「小
侄女問： 『小姨，廣西叫砂糖橘殿下，
雲南叫小菌主，我也想當小公主。』
『你想大家怎麼叫你呢？叫你小鳳梨
殿下？』 」 視頻中，其侄女嗲嗲地
回答： 「我不要叫小鳳梨，我要叫
小當歸。」 視頻一出，全國各地很
多網友淚目。 「大家都說，離家
久了是該回來看看了。」 楊京儒
介紹，小當歸有應當回歸意思。

全國各地網友都在 「小當
歸」 視頻下留言。有留言稱
「歡迎你們回家，叔叔派車隊
落地接待，費用全包。」 記者
查閱5000餘條留言中，包括
「小當歸一說出來，14億人都
破防了，你是妥妥的小當歸公
主。 」 「遊子當歸，應當回
歸。」 「歡迎小當歸回家，我從
首都安排護送。」 「14億人渴望小
當歸回家，天天盼着，望着，希望
有生之年能夠看到小當歸回家。」

楊京儒與另一名侄女拍了 「台灣
艦」 短視頻。 「你知道我們祖國有幾艘
航空母艦嗎？」 「三艘。遼寧艦、山東
艦、福建艦。」 「你覺得第四艘航母應
該叫什麼？有人建議叫四川艦或廣東
艦。」 小侄女稚氣而堅定地回答： 「都
不好，要叫台灣艦。」 楊京儒回憶，
「剪輯視頻時，想到了諧音梗：台灣艦
就是 『台灣見』 ，這條視頻也火了。」
四川網友留言， 「只要台灣願意，四川
願讓出第四艘航母命名權，命名台灣
艦。」 廣東網友也很積極， 「廣東不
爭了，非常支持叫台灣
艦。」

楊 京 儒 表
示， 「小侄女當
時為什麼會說
出 『 小 當
歸 』 ， 我
一點也不
意外。父
母教導我
們做堂堂
正正的中
國人。這
是一代接一
代的傳承。」

台妹楊京儒21年前隨父

母到重慶生活、學習，成長

在山城，築夢在大陸。她製作的短視頻聚

焦兩岸交流、旅遊文化等領域，不到半年時

間，其賬號已累計超過50萬粉絲，全網曝光逾

億次。 「許多台灣網友通過我的視頻

認識了真實的、進步的大陸，大陸同

胞也通過我來了解台胞對大陸的想

法。」楊京儒表示，自媒體是一座

很好的橋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搭起兩岸的 「連心橋」，講好台

灣、重慶兩個家鄉的故事，促

進文化交流，增進彼此了解。

大公報記者 韓毅重慶報道

▼▶台青楊京
儒製作的短視
頻聚焦兩岸交
流、旅遊文化
等 領 域 。
受訪者提供

自媒體是一座很好的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