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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數
字「第一家園」服務平台日前在福州市上
線，將運用信息技術手段為在閩台胞
提供綜合性的對台數字化綜合服務平
台，助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陸第一家
園。

自去年9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
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
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

見》出台以來，福建日益成為台胞台
企「登陸」的第一家園。截至目前在福建
創業就業、實習研學的台胞近5萬人。

據平台運營方負責人介紹，平台
分為 「我來看」 「我來查」 「我來
辦」 三大服務板塊，展示兩岸資訊、
求職招聘、我要辦事等15個服務欄
目。台胞台企通過平台可直接獲取兩
岸最新資訊、涉台政策法律等內容，

解答台胞入閩後最關心的台胞證辦
理、銀行卡辦理、租房申請等問題，
高效便捷辦理涉台服務事項。

在閩台胞、陽光學院兩岸融合發
展研究院院長馬彥彬登錄平台 「嚐
鮮」 後表示，全面的資訊和各項服務
可以充分滿足台胞的各種需求。尤其
是對於首次來大陸就職和生活的台胞
而言，非常便捷。

第一家園服務平台福州上線 解答台胞疑難 台民調：45%受訪民眾反對罷免基隆市長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基隆

市長謝國樑罷免案將於13日投票。1日
有民調指，45%民眾反對罷免，22%
民眾同意，19%表示不會去投票。台灣
中廣公司前董事長趙少康表示，選民應
該用選票否決這場罷免。

逾四成人指民進黨幕後操作
趙少康1日公布中廣公司委託第三

方做的民調指，43%民眾認同 「罷樑」
是民進黨幕後主導的政治操作；50%民
眾對謝國樑就任至今的施政表現感到滿
意。台北市前市長郝龍斌說，民進黨操
作目的是為削弱國民黨 「立委」 席次，
裂解藍白合，想通過 「罷樑」 為明年二
月罷免 「立委」 做準備，重回立法機構
席次過半，若失去立法機構制衡力量，
絕非台灣民主之福。

最近台灣海
峽好不「熱鬧」。
繼9月13日德國
兩艘軍艦通過台

灣海峽後，日本 「漣」 號護衛艦、澳洲
「悉尼」 號驅逐艦、新西蘭 「奧特亞羅

瓦」 號補給艦9月25日過航台灣海峽，解
放軍全程跟監警戒。

眾所周知，台海屬於敏感區域，
德、澳、新等國派出軍艦以及日本派遣
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通過台灣海峽，恐怕
是意有所指。尤其這些國家多是美國盟
友，而這些年美國大打 「台灣牌」 ，可
見這些軍艦 「扎堆」 前來台灣海峽，顯
然不是進行所謂 「自由航行」 這麼簡
單。外界尤為關注日方的舉動。 「台日
關係」 頗有淵源，而且奉行 「台獨」 路

線的民進黨與 「反華」 的日本右翼勢力
臭味相投，此次更是日本政府首次派遣
自衛隊艦艇進入台灣海峽活動，到底意
欲何為？

外國軍艦進入台灣海峽，始作俑者
是美國政府。這些年美方實施 「全面圍
堵中國」 的策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干
涉台灣問題，企圖以此挑釁中方，分散
中方的精力。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美
國開始固定每個月都派軍艦通過台灣海
峽，表面上聲稱 「捍衛台海航行自
由」 ，但實際上是營造 「軍事護台」 的
氛圍，後來又糾集盟友一起過航台灣海
峽，包括英國、法國、加拿大、德國、
澳洲、新西蘭和日本等，藉此利用台灣
問題向中方 「集體施壓」 。

從地緣政治的度來看，日本自衛隊

護衛艦通過台灣海峽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更甚。近年，民進黨當局與日本一些政
客交往相當頻密。今年5月20日，日本國
會最大跨黨派友台組織 「日華議員懇談
會」 派出超過30人的代表團赴台參加賴
清德就職典禮，是歷年參加規模最大的
一次。賴清德也宣稱 「台灣和日本是生
死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台灣有事就是日
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台灣有事」 。如
今日本派 「漣」 號護衛艦赴台海，會令
賴當局覺得 「台日關係將進一步強
化」 ，也會令島內 「台獨」 勢力認為日
本政府將在軍事方面 「挺台」 ，從而令
「台獨」 分子更為囂張。

日本政府在外交、安全領域向來唯
美國馬首是瞻。這些年美國把戰略重心
放在打壓和圍堵中方，提升台灣的戰略

位置，日本政府自然也心領神會，近年
在涉台問題的表態也日趨高調。2021年3
月時任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與美國國防
部長奧斯汀會談時就確認在台灣發生突
發事態將密切合作。同年7月時任日本副
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又叫囂 「日美
必須一起防衛台灣」 。已故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卸任後更大放厥詞，說 「台灣
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也可以說是等同
『日美同盟』 有事」 。由此可見，這次

雖是日方首次派遣自衛隊護衛艦赴台
海，卻也不令人意外。

值得關注的是，在事後日本政府的
態度反而比較低調，對相關事宜 「不予
評論」 。據說日本自衛隊也並未對此次
過航台灣海峽的行動發表任何影像資
料。有人透過查閱船舶自動辨識系統資

料庫，也找不到日本 「漣」 號護衛艦穿
越台灣海峽的航跡紀錄。看來，日本雖
然跟隨美國步伐，在台灣問題上挑釁中
方，但也有所顧忌。畢竟中日經貿關係
緊密，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第二
大出口對象國和最大進口來源國。超過
50%的日本企業把中國視為最重要的市場
或三大重要市場之一。此外，倘若台海
發生戰事，美國若採用軍事手段 「挺
台」 ，建有多個美軍基地的日本也擔心
戰火是否會波及日本國土。

日方對台灣問題的處理相當微妙，
一方面它不樂見兩岸統一、不樂見中國
越來越強大，但另一方面在經貿領域，
它又離不開中國市場，所以，日本打
「台灣牌」 ，猶如走鋼絲，一不小心就

會墜入萬丈深淵。

日本打台灣牌像走鋼絲恐墜萬丈深淵

台胞康永明
定居福州後，除了感受到
福州橄欖球愛好者的熱情
外，福建的利好政策也讓他
很心動。 「福建省正在建設兩
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從日常生活
到就業工作再到同等待遇，相信
它為台胞推出的各項支持政策，
都會幫助我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
越來越便利。」 受訪中，康永明
驚歎於福州的辦事效率。他去年
底剛 「登陸」 時，用一周時間就
辦好了台灣居民居住證，還申請
了海峽銀行卡和台胞公寓的過渡
住房，享受了三個月的免費住
宿。

在福建省橄欖球協會、福州
市青年創業促進會的幫助下，康
永明結識了福州各行各業的人
士，感受到這座城市的溫暖與包
容。7月初，他把家人從台灣接
到福州工作、生活。兩個孩子屆
時將入學福州倉山區金港灣實驗
學校的七年級和一年級，妻子王

怡文將從事美
妝服飾電商行業，一
家人都對福州的生活充滿了期
待。

康永明說： 「這些年大陸飛
速發展，希望我的孩子在大陸也
能開拓寬闊的眼界和格局。剛到
福州，女兒就參加兩岸福馬夏令
營，很快結識了大陸第一個好朋
友。兒子參加了青少年無人機交
流賽，獲得了二等獎，大家
都收穫滿滿。」 康永明已
逐漸融入當地的生
活，直言來大陸是一
個正確的選擇。

台胞康永明除了在福建推廣
欖球，也不忘尋根謁祖。他說，
小時候常常聽父親說康家的
「根」 是在海峽對岸的廈門，這

份血脈相連、靈魂相依的故鄉深
情深深埋進了他的心底。多年
來，他一直很想回廈門，看一看
家鄉的風景，嘗一嘗家鄉的美
食，見一見家鄉的親人。今年春
節前夕，在兩岸友人的協助下，
康永明踏上了尋根謁祖之旅，終
於找到了位於廈門同安洪前箱山
的祖籍地。

談及此次尋根經歷，康永明
熱淚盈眶。當站在家鄉的土地
上，看到祖先們生活的地方，他
心底的歸屬感油然而生， 「原
來，我的根就是在這裏啊！」 聽
到大家介紹在宗祠上的祭拜禮節

遵循着相同的古
法，康永明感慨閩台兩地文

化習俗上的淵源。康永明告訴記
者，此次踏上祖輩生活過的土
地，心之相繫、情之交融的團
聚，既替82歲的父親圓了 「歸鄉
夢」 ，也圓了很早就植根於他心
中的 「尋根」 心願。

康永明計劃，明年過年期間
將攜妻兒前往廈門同安開啟尋根
之旅，探本溯源， 「相信屆時一
家人親眼看到家族宗祠，聽到鄉
音，肯定非常激動。」 康永明
說，台灣有句話叫 「食果子拜樹
頭，食米飯敬鋤頭」 ，意思就是
要 「飲水思源」 。在康永明看
來，兩岸本是同根同源，有着無
法割捨的親情。 「無論過了多少
年，我們的根一直都在這裏。」
他希望孩子們都能夠明白自己的
來處，這也是他堅持尋根謁祖的
初衷。

把運動精神帶給兩岸更多學子

▼康永明在福州的推廣
工作頗有成效。不少青
少年感受到橄欖球帶來
的快樂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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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享便利
全家移居福州

▶今年7月康永
明被聘為福州外
語外貿學院體育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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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永明在
福州的學校
推廣橄欖球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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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着閩台體育界交流的深入，越來越多的
台灣體育教師選擇西進。他們帶來獨具特色的教學

理念和方法，打造閩台體育特色交流項目，在大陸
闖出一片天。被稱為 「圓滿大叔」 的台胞康永明曾

是台灣新竹市香山高中的英式橄欖球隊教練，去年底
赴福建省福州市發展。上月，他踏上人生新征程─

成為福州外語外貿學院的一名體育教師。康永明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表示，心安之處即是家，人生下半場想

在福建推廣橄欖球運動。未來他計劃成立並帶領英式
橄欖球校隊，讓這項充滿激情與團隊協作的運動，
成為聯結兩岸青少年的橋樑。他希望未來兩岸
的體育交流更加熱絡，讓兩岸的民心走得
更親更近。叔

「圓滿大叔」 是康永明的外號。 「我希望自己的人
生圓滿，也想幫助別人實現圓滿人生。」 今年46歲的康
永明擁有20年的執教經驗。在台任教期間，曾帶領台灣
U20青年代表隊榮獲亞洲橄欖球青年錦標賽亞軍，也曾榮
膺台灣地區橄欖球貢獻獎。家有賢妻，兒女雙全，但是康
永明不甘於一成不變的生活。他說： 「我想跳出舒適圈，
迎接人生的無限可能。」 機緣巧合之下，康永明結識了福
建省橄欖球協會會長吳露生，在他的熱情邀約下於去年底
走訪福州。

看好大陸體育市場
在福州，康永明多次觀摩當地隊員的訓練，很欣賞

和認同隊員們身上的那股熱情和幹勁。他說，橄欖球運動
在台灣起步早、普及度高。在福州雖然這是一項小眾運
動，但隨着近年來的推廣普及，橄欖球運動在校園愈發受
歡迎。在他看來，這也意味着機遇。通過一周的考察，康
永明對大陸的體育市場充滿信心， 「大陸是發展體育事業
的大舞台，閩台同文同種，語言習俗相近，因此我和家人
決定在福建開啟 『人生的下半場』 ，希望能為福州的橄欖
球事業盡一分力。」

目前，福州已發展成為大陸校園橄欖球建設的典型
示範，近60所學校常態化開展橄欖球項目。在福州期
間，康永明相繼走進福州大學、福州華威高級中學等學校
推廣橄欖球運動。 「跑起來」 「不要留在原地」 ……在
校園戶外體驗環節中，康永明一手抱着橄欖球，一手向身
邊的隊員快速揮舞着，中氣十足的聲音在球場迴盪。同學
們在他的指導下奔跑、傳球、接球、達陣，盡情釋放着青
春活力。短短八個月時間，康永明已經訓練了上百名大陸
學生，讓他們感受到橄欖球帶來的快樂和挑戰。康永明表
示，橄欖球運動不僅能達到強身健體的效果，還可以推動
人際互動與合作。

兩岸球隊結對交流
不久前，康永明有了個新身份：福建省橄欖球協會

橄欖球校園推廣顧問。在康永明的牽線下，在福州市8月
舉行的 「第十二屆海峽青年節．第九屆海峽兩岸（福建）
青年英式橄欖球交流賽」 上，台灣桃園市立石門中學首次
跨海而來，並與福州市倉山區金港灣實驗學校橄欖球隊結
對交流。康永明曾教過的學生劉大誠、葉照祥，也上場與
大陸球隊競技，為兩岸橄欖球交流打開了更廣闊的空間。

「橄欖球有一個傳統，在比賽結束術語 『No
side』 響起後，場上雙方需要握手，屆時無論勝負，只有
朋友。我相信這項運動會讓兩岸青少年在交流交往中越走
越近，希望把橄欖球運動傳統和精神帶給更多學生。」 康
永明說。

去年9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
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
提出，支持閩台兩岸開展青少年特色體育項目合作等。在
政策利好的加持下，康永明充滿期待。上月開學，康永明
教授大學二年級趣味腰旗橄欖球的體育必修課，一周16
個課時。同時他計劃赴台挑選一批橄欖球好苗子，組
建一支閩台融合的橄欖球隊。

康永明認為，目前，台灣 「少子化」 嚴
重，橄欖球運動的土壤越來越貧瘠，但是
大陸擁有廣闊市場，他呼籲更多台灣
體育界人才赴大陸發展，在奮鬥
中體會那種在更寬廣舞台發
揮才能的成就感，那種
學以致用、創造價
值、受到肯定
的榮譽感。

大公報記者 蘇榕蓉福州報道

▼

康
永
明
希
望
和
大
陸
朋

友
一
起
推
廣
橄
欖
球
，
讓

更
多
人
愛
上
這
項
運
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