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次旱情讓島內民
眾進一步認識到民進
黨施政無能。有學者
表示，在兩岸早已是
經濟命運共同體的當

下，大陸向金門供水保障金門用水無
虞，讓台灣民眾看到了兩岸魚水情深，

或許今次旱情將令台灣社會開始重新審
視兩岸「新四通」（通水、通電、通天
然氣、通橋）及台灣未來。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教授吳建忠相
信，金門供水工程在今次乾旱災情面
前，其「民心工程」的意義在島內，尤
其在金門，將得到更廣泛認可。「大陸

向 金 門 供
水後兩岸水情相通，同飲

一江水。雖當前兩岸關係陷入僵局，但
相信會有更多兩岸有識之士借此夯實兩
岸共識，並以此為契機，恢復和擴大兩
岸交流合作。」吳建忠說。

吳建忠認為，兩岸原本就是一家親，任
憑「台獨」勢力近年來屢屢上下其手進行
政治操弄，亦無法改變。「兩岸本就優勢

互補、互通有無，今年前三個月台灣對大
陸出口再創新高，說明台灣產業發展、經
貿發展離不開大陸，根源亦在兩岸共情。」
島內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相信，兩岸
情深「斷不了，變不了」。

2018年8月福建晉江率先實現向金門
供水，2019年1月完成福建沿海地區向
金門、馬祖聯網供電方案的論證和容量
準備，一旦聯網工程實施，即可供電。
同年2月，已投運的西氣東輸三線東段在

廈門、福清預留對台通氣接口；同年12
月，福建向馬祖縣（台稱連江縣）近期
供水工程啟用。今年2月，福州至台北的
高鐵路線出現在《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
規劃綱要》中。

「今次旱情，相信金門供水，以及兩
岸『新四通』，將會在島內再次引發討
論，民眾或許對此已有不一樣的認
知。」吳建忠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

重新審視「新四通」
兩岸情深斷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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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豐沛的台灣缺水，主要問題在於當局水資源管理不善。」具水利工程
學歷背景的島內學者謝正一直指台灣遭遇的嚴重缺水問題是「人禍大於天災」。
謝正一認為，台灣水資源長期缺乏管理。他舉例，台灣全年農業用水約160億
噸，工業和民生基本一致，約30億噸。「但農業用水有30%因水渠失修導致損
耗，自來水管道老舊、滲漏，有20%損失。」台當局認為，農業灌溉水源佔比高，
但產出經濟效益僅佔台灣GDP的3%。為了科技園區尤其芯片製造不因缺水斷供，
只能讓農田斷水。「但他們沒想到的是，農田灌溉的水源乃大部分融入大氣循環。
若停止農田灌溉，台灣氣溫會提升3℃，簡直亂搞。」謝正一說。
謝正一亦批評當局短視。「『北水南調』提了30年沒有任何進展，過段時間下

雨問題緩解，他們又都忘記了。政黨輪替的制度，讓台灣每一屆當局都無法對台灣
未來發展進行長遠規劃布
局。」島內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龐建國則批評，當局唯喜
「『放煙花』，讓民眾立刻有
感」，而對於民眾看不見的基
礎性設施建設，顯然缺乏熱
情，面對旱情除了求雨更無良
方。
「但民進黨當局玩政治很有

一套。切斷農業灌溉支援工
業，企業對民進黨感恩戴德，
對休耕農民進行補助，耗費公
帑討好民眾。其實統統都是為
了選票。」謝正一說。

相比台灣本島，金門年降雨量不足1,100毫米，歷來缺水。然而，自2018年8月起
幸有大陸供水，缺水的金門至今用水無虞，福建晉江清澈的淡水每天源源不斷地輸送
到金門，「兩岸一家親，共飲一江水」的美好願景在此刻更成佳話。金門縣長楊鎮浯
在臉書帖文指，「金門遭遇50年最嚴重旱災，但民生用水上，因有陸水補充，至今未
執行限水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14日從福建相關部門獲悉，截至14日，福建向金門供水總量已達

1,246.42萬噸，在去年日均供水量1.4萬噸的基礎下，今年元旦起福建向金門日均供水
量提升到1.71萬噸。
台灣水利部門數據顯示，2021年3月，金門縣民生及工業用水量為2.32萬噸/天，
若以當前大陸日均供水1.7萬噸計，則自大陸引水量佔比已達73.3%。據了解，目前
福建晉金供水有限公司與金門水廠已形成「月計劃、周調整、日供應」的供水機制，
做到「需則供水、供則足量」，完全可以滿足金門的用水需求。
「金門供水談了20年，從我年輕時談到退休。」金門縣原民意代表王再生於1994
年成為民代，「當時的案子是我提的。其實當時提了3個，引水、接電、建橋。」
1995年3月，福建宣布組織實施向金門跨海供水工程，2009年3月福建與金門達成供
水線路方案、供水工程規模、投資管理模式和雙方業主單位等四點共識。
「都談好了金門供水，民進黨還一直反彈抗議，恐嚇民眾，大陸會毒死金門人。」

王再生說。即便如此，金門供水工程仍不斷推進。從線路方案確定，到商定引水量、
水價等，再到國家發改委批覆金門供水工程項目，簽訂購水合同，2015年10月工程
開工到最後通水，王再生十分感慨：「路程不遠，20幾公里，兩岸共同努力也跌跌撞
撞走了20年。」

今天，香港人喝的每10杯水裏，或有七八杯來自內地供應。其實
香港是一座淡水奇缺的城市，最嚴重時出現過每4天才供水4小時的
情況。1895年、1929年、1963年……水荒籠罩下的香港，港府
屢次宣布「限水」，洗澡、洗衣都成了問題。1962年秋至1963
年夏，香港遭遇百年大旱。飛機撒乾冰造雨，沒用。信眾開祈
雨法會，沒效。想着挖地鑿井，出來的不是水，是泥漿。香
港水庫的所有存水，只夠350萬人飲用43天。
翻閱1963年的舊報紙，水荒使經濟剛上道的香港，陷
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香港中華總商會請求祖國支
援」「港九工會聯合會來電請求幫助」……求援信如
雪花般湧向北京。1963年12月，周恩來總理特
批，中央財政撥款3,800萬元，東深供水工程開始
修築。
1965年3月1日，後來被譽為「香港人生命

線」的東深供水工程，通過深圳水庫，正式
對港供水。
東深工程初建的年份裏，不僅香

港受旱，南粵也鬧水荒，但水先供
給香港。1991 年，廣東大
旱，缺水嚴重的時候，水
也先供給香港。與之類
似，當前同樣遭受乾
旱威脅的福建，
仍優先供水
給金門。

民進黨曾說大陸水會毒死金門人
金門「不渴

」
東深供水

香港從此不缺水

只顧選票

人禍大於天災

台灣遭遇50餘年來最嚴重旱情，但民進黨無暇應對，所謂「台美交

流」政治秀才是蔡當局最花心思的議題。至於旱情，只要不影響芯片生

產，也萬萬算不得什麼大事，因為在蔡當局看來，農業產出經濟僅佔台灣

GDP的3%，不重要，甚至為了不影響芯片製造，還做出讓農田斷水的缺德決

定。當下，苗栗、台中及彰化等地，不僅民眾生活用水受影響，中南部地

區地下水超抽嚴重，部分鐵路地基存在坍塌風險，但蔡當局顧不得鐵路，

顧不得民生，哪怕「太魯閣號」列車的冤魂未散，哪怕農民因缺水而休

耕，此刻蔡當局正在跪拜美國，甚至放出讓民眾「自己打井應對旱情」

的甩鍋狂語。

和台鐵鐵路周邊沒有圍欄沒人管一樣，台灣水資源長期缺乏管理，

水渠失修，自來水管道老舊、滲漏，甚至「北水南調」提了30

年沒進展。島內學者批評，蔡當局唯喜「『放煙花』，為的是

讓選民看見，為的是選票一張，至於與民生最貼近的基礎性設

施建設，算了吧，誰行誰上，反正蔡當局是不會當回事

的。面對旱情，百姓除了求雨別無良方，蔡當局

繼續將天災擴大為人禍。所幸的是，緊靠大陸的

金門有大陸供水，免受蔡當局無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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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一春耕就休耕」
「我們的日月潭，已經變成『日月灘』，可以從泳渡改跑路了。」原在大陸創業

的陳俊宇回到台中，眼見原本該「清明時節雨紛紛」的季節，台灣卻全島水庫紛紛
見底告急，遭遇一場「56年來最嚴重的」的旱災，民眾叫苦不迭。
台中從4月13日開始進入了第二輪「供5停2」限水模式，陳俊宇用「慘兮兮」

來形容缺水的窘境。「飲用水買礦泉水也就算了，台中施行分區停水，如果洗漱用
的儲備水沒了，只能跑去不停水的朋友家裏借用，好尷尬。」天氣漸熱，若乾旱持
續，又傳出台中或將施行「供4停3」讓他更感到不安。
「台灣水庫即時水情」網顯示，台中的德基水庫12日儲水量僅剩4.6%，恐撐不

了23天。缺水讓台灣亂象頻發：水桶脫銷，逢甲夜市關門，海鮮店閉門謝客，各公
司「搶水車」補水，高雄市長陳其邁卻「腦洞大開」，讓高雄市民飲用來自屏東東
港溪的水，但東港溪有當地養豬的畜牧業廢水排洩，水質重度污染。
「活到40歲了，第一次遇到台灣這麼缺水。」台青林毓峰的家在嘉義，如今亦出現

了用水緊張，「為難的是農
民。」林毓峰的堂哥在嘉義有農
田耕種，但因缺水已休耕：「剛
一春耕就休耕，休耕那是冬天才
有的事。」
台灣當局已切斷了五分之一的

農田灌溉，優先保障工業用水。
林毓峰擔心，台南、雲林、嘉義
三地為台灣稻米主產區，切斷農
業灌溉水源，接下去台灣大米、
蔬果恐怕價格又要大漲，增加島
內民眾生活負擔。

農民為難

●● 台中大甲鎮瀾台中大甲鎮瀾
宮時隔宮時隔5858年舉辦年舉辦「「祈祈

雨法會雨法會」，」，民眾甚至民眾甚至「「披披
麻戴孝麻戴孝」」期盼天降甘霖幫助台期盼天降甘霖幫助台
灣旱情嚴峻的狀況灣旱情嚴峻的狀況。。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久旱少雨，台灣桃園石門水庫的水位不斷下降。4
月13日，石門水庫蓄水率跌至30.25％。 新華社

●●竹苗地區旱象嚴重竹苗地區旱象嚴重。。其中寶山水庫藏身湖其中寶山水庫藏身湖
底約四十年的永安橋重見天日底約四十年的永安橋重見天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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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南部久旱不雨，高雄左營蓮池潭龍虎
塔淺灘乾涸見底，露出底泥。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