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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九族櫻花祭日前
拉開帷幕，數以千
計的台灣山櫻與日
本八重櫻綻放，給
園區披上一層粉色
頭紗，仿若夢幻仙
境，櫻花樹下你儂
我儂的情侶、扶老
攜幼的家庭紛紛拿
起相機、手機，興
奮地與花朵 「同框
」 。 新華社

日月潭櫻花綻放 仿若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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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台胞出力 萬斤菜送閩醫院

在廈門海滄經營蔬菜種植專業合作社的顏金榮，連日
來收購了10萬斤蔬菜，準備捐贈給奮戰在抗擊新冠肺炎一
線的醫護人員。這幾天，來自廈門海滄、翔安等地的菜農
陸續將10萬斤的蔬菜運送到顏金榮的合作社，這些蔬菜在
進行分類打包後，將陸續送往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杏林
分院、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廈門醫院等多家醫院的食堂
。為了保證新鮮度，這10萬斤蔬菜將分成三次配送每周配
送一次。得知合作社人手不足，二十多位在廈台胞與村民
們紛紛自願前來幫忙，希望為抗擊疫情出一分力。

「下個禮拜我們還要去」
在廈門海滄定居已兩年的台胞王女士夫妻倆帶着兩個

女兒也前去幫忙。 「我們2月1號就回到廈門，在台灣得知
大陸疫情嚴重也比較焦心，想早點回來看看能不能幫忙做
點什麼。」 回到廈門，王女士把在台灣跑了多個便利店才
買到為數不多的口罩分給附近的村民。

居家隔離期間，由於每天都關注疫情消息，五歲的小
女兒有天畫了一幅 「打倒新冠病毒為武漢加油」 的畫讓她
頗有感觸，於是她鼓勵女兒幼兒園的小夥伴們一起用畫作
來為戰勝病毒加油，並將他們的畫作拍成視頻發送網上，
「看到小朋友們純真的表達，很多人看後都很感動。」 在

得知捐贈蔬菜缺人手分裝打包後，王女士的兩個女兒爭相
要求和爸爸媽媽一起去幫忙。王女士告訴大公報記者，她
想用實際行動告訴孩子，兩岸同胞血濃於水，就應該互幫
互助。 「下個禮拜我們還要去。」 王女士說。

台胞在廈生活非常穩定
「我居家隔離期滿後，就到社區去當疫情防控志願者

，幫忙檢查小區出入人員量體溫。」 2月10日從台灣回到
廈門的楊先生在空閒時間和王女士一起去幫忙分裝打包蔬
菜。他向大公報記者表示，在小區出入口當疫情防控志願
者幾天後發現，當地自上而下有非常強有力的執行力，每
個社區每個人都積極的響應，自覺地把防控工作做好，實
在令人驚嘆。

「在疫情面前，台灣民眾不能缺席，應與大陸同胞共
渡難關。」 海峽城鄉發展基金會秘書長、台胞李佩珍向大
公報記者介紹，當聽到捐贈蔬菜需要人手幫忙時，台胞們
都非常高興自己能為抗疫防控做點事情。

「目前疫情控制得非常好，我們台胞在這裏也得到很
大的照顧，生活上相對來講非常穩定。我們希望可以貢獻
我們一點點心力。」 李佩珍說。

「知道大陸疫情嚴重，就早早回廈門
，看看能不能幫忙做些什麼。」 在廈門定
居兩年的台胞王女士，得知海滄區農民顏
金榮要捐10萬斤新鮮蔬菜給市內多家抗擊
新冠肺炎醫院，卻苦於人手不足時，一家
四口毫不猶豫就前往幫忙分裝、打包，用
行動守護一線抗疫人員。包括王女士以及
其他參與幫忙的台胞向大公報表示，兩岸
一家人，世界任何角落，大家都應該守望
相助。

兩岸一家人攜手相助 用行動守護前線人員

台灣經濟主管部門
20日公布台灣今年1月
外銷訂單金額353.1億
美元，與上年同月比較

減少51.8億美元，年減12.8%，較上月
則減少19.4%。

其中，7大類訂單受到產業淡季及

春節因素，金額全面減少，包括信息通
信、電子產品、光學器材、基本金屬、
機械、塑橡膠製品及化學品等島內主要
接單項目，因產業淡季及春節工作日減
少影響，1月外銷訂單較上一個月減少
84.8億美元，幅度接近20%。

中時電子報

台一月外銷訂單額銳減兩成

簡 訊

「鑽石公主」 號郵輪上19名台灣旅
客21日晚間搭乘包機抵台並送醫採檢，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2日說明，19人
在21日晚入住負壓隔離病房，目前為止
都沒有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採檢工作
持續中。

據悉，包機抵達桃園機場，19名旅
客下機後被送往醫院住院篩檢。根據疫
情指揮中心日前的說法，該批旅客採檢
一旦呈陽性就立即住院治療，若採檢2
次都呈陰性則送至檢疫所隔離14天。

中通社

19名返台郵輪客暫無症狀

【大公報訊】記者蔣煌基泉州報
道：日前，兩家在閩台資企業獲批
1000萬元（人民幣，下同）貸款額度
，應對疫情帶來的困難。這是福建省
設立的首批20億元福建省重點台資企
業應急資金專項貸款，支持疫情期間
台企穩定生產所需。

獲批貸款之一的泉州榮祺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長楊榮輝告訴記者，此番
獲批貸款，對企業而言是一筆續命錢
。福建是台胞台企 「登陸」 的第一家
園，越是在這種特殊境況下，越能感
受到大陸積極為台胞落實同等待遇，
對台胞的關懷與照顧。

納「24條措施」 享同等待遇
楊榮輝表示，作為出口型企業，

受此次疫情影響，公司復工延滯，目

前員工到崗率僅為60%，4成的外省員
工仍然還未到崗，導致產品無法及時
出口，公司資金回籠也出現問題。 「
雖然只是暫時性的困難，企業各方面
也都很健康。但資金流就像人體血液
，資金回流速度慢，導致公司下一步
的生產將會受到影響。」 楊榮輝說。

幾天前，楊榮輝還在忙於為下個
月的青梅等原材料收購籌備資金。這
次獲得1000萬元貸款，實在是太及時
了。 「我大概17號申請貸款，3天就通
過審批，且開放了綠色通道，手續很
簡單。」 楊榮輝說。

另外，位於龍岩市的福建新佳鑫
實業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中小微
企業，主要從事機械零部件研發製造
及加工等。此番1000萬元貸款，亦將
用於公司日常經營的流動資金所需。

據悉，為了讓更多在閩台企獲得
金融扶持，福建省台港澳辦正協調各
地將 「台資企業」 同等納入福建省應
對新冠肺炎疫情感染的 「24條工作措
施」 支持範圍，在各項金融服務保障
方面同等享受政策支持。

閩兩台企獲千萬貸款 復工穩產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證
監會近日核准設立金圓統一證券有限
公司，首家兩岸合資證券公司正式落
地廈門自貿片區。

金圓統一證券有限公司由廈門金
圓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聯合台灣地區統
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發起成立，
註冊資本金12億元人民幣，其中金圓

集團持股51%，統一證券持股49%，
公司經營業務範圍為證券經紀、證券
自營、證券承銷與保薦。

據介紹，作為首家兩岸合資證券
公司，金圓統一證券將積極發揮各股
東資源優勢，為在大陸深耕發展的台
資企業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助力東
南沿海企業利用資本市場做大做強，

打造 「扎根東南沿海、服務台資企業
、打造精品投行」 三位一體的新設綜
合類證券公司。

業內人士認為，發起新設金圓統
一證券有限公司對於深化兩岸金融交
流合作、豐富區域金融產業鏈、促進
資本和人才聚集、豐富廈門自貿區金
融改革創新內涵具有重要意義。

首家兩岸合資證券行落地廈門

【大公報訊】記者張帆、朱燁報道：
在大陸奮力抗擊新冠病毒之際，台胞台商
不退縮，紛紛出錢出力。日前，一批由在滬
台企捐贈給湖北抗疫一線的物資從上海浦
江鎮的斯米克物流園區出發，運往武漢。

這批物資主要由老牌台企斯米克集團
捐贈，包括前線急需的13台心電監護儀，
另外還有900箱共計56400條／片符合抗疫
前線標準的衛生巾、安睡褲和12000包潔雲
祛菌濕巾，連同2台負離子汗蒸房，以保障
抗疫一線醫務人員必需的生活用品需求。

面對疫情，京、津兩地台商、台青慷
慨解囊，截至2月9日，北京台商捐款捐物
超2500萬元（人民幣，下同）；截至2月17日
，在津台商台企捐款捐物合計372.326萬元

。其中台灣知名藝人吳奇隆為北京協和醫
院捐贈800套防護服、300個護目鏡。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月18日，台企台
商已累計捐助善款和物資超過2億元。

台胞續捐醫護品 總值逾兩億在閩台胞守望相助
1，2月3日起，福州台青、 「拎咖啡」 品牌創始人郭屹凡

陸續向當地醫護人員送出500多杯手作咖啡。

2，元宵節前，泉州台青楊棋崴和父親將海外輾轉買到的
8千多隻口罩贈給當地。

3，福州台胞蔣佩琪利用世界各地渠道籌集15萬副醫療手
套以及醫用口罩、護目鏡等物資捐贈連江縣。

4，泉州國宇醫院台灣醫學博士張峻斌，跑遍台南藥店買
到十支耳背電子體溫監測計，捐給安溪縣。

5，台灣社工楊昭玲大年初一毅然返回福州新蓮花醫院與
同事共抗疫情，強調疫情當前 「我不能隔岸觀火」 。

6，台灣教師李珊紅在春節假期認真搜集資料，製作防疫
小視頻、手抄報，在學生當中宣介疫情防控知識。

記者何德花整理 ▲深圳台商協會22日捐贈33.5萬雙醫用手
套和2.6萬套醫用防護服助力深圳抗擊新冠
肺炎疫情 中新社

▲楊榮輝在品檢車間查看即將出廠的
產品 大公報記者蔣煌基攝

◀2月20日，20多位在廈門台胞和當
地居民一起幫助捐贈蔬菜給醫護人員
的菜農分裝打包蔬菜 受訪者供圖

▲廈門台胞在分裝打包蔬菜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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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近一周兩岸及港澳航線旅客
量只剩不到一成。

據台灣民航部門統計，因應新冠肺炎
防疫需求，10日起，兩岸航線的大陸航點
，只有北京首都機場、上海浦東及虹橋機場
、廈門高崎機場和成都雙流機場可飛，其他

台灣往返航的兩岸航線全部暫停。
目前，五處仍可飛的大陸航點機場，

每周有193班航班，佔兩岸航線運量約三成
五。據台民航部門15日至21日的統計，兩
岸只飛了79班航班、載運1.3餘萬人次，與
去年12月及今年1月平均值相比，航班減少
都超過85%，旅客減少都逾90%。

兩岸航線旅客量減逾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