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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 多条生命无辜逝去，百行百业备受冲

击，平民百姓生计堪忧，民众心理遭受创伤……

自5月中旬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台三级防疫警

戒已实施满两个月，负面效应不断浮现，大量民

众苦于基本生活难以为继，身心备受煎熬。民

进党当局防疫不力、执政无能失德引致的严重

后果，令岛内民众的怒火越烧越旺。网络中、媒

体上、寻常巷陌里，人们纷纷发问：疫情何时能

根本控制？经济民生的解方何在？

由于疫苗紧缺、接种速度缓慢，疫情迟迟得

不到根本控制，全台三级防疫警戒时间一再延

长。防疫措施持续紧绷，令经济民生遭受重创，

尤其是关乎“庶民经济”的行业。据岛内媒体报

道，以内需消费、餐饮、观光为主的相关产业、企

业，有些业绩下跌八九成，更有直接“归零”者，

不少餐饮、小吃店只能关门，坐吃山空。

近期民进党当局公布的一系列数据，直观

反映了疫情对经济民生影响之大。5月份，岛内

失业率升至4.11%，为 2013年 12月以来新高；就

业人数较上月减少 12.6万人，是 1978年有调查

以来最大跌幅；全台实施无薪假人数突破 3万

人。全台物价普涨，6月份，蔬菜、水果、鸡蛋价

格分别同比涨8.78%、6.58%、11.46%。“饿死的比

病死的多”虽是民众一句戏言，却也折射民生多

艰。

除浮出表面、易观察到的冲击之外，疫情也

对民众心理造成重创。台湾《联合报》社论指

出，民进党当局决策常常怠忽的是，两个月近乎

禁足的生活，对一般人民的身心健康可能造成

多大的损伤，比如体能下降、忧郁上升、家庭暴

力增加等等。日前，新北市五股区一名游览车

司机，因营业受疫情严重冲击，形同长期失业，

在和亲人餐叙诉苦之后，从 16层高的大楼顶楼

坠楼身亡。面对这一惨剧，台湾《中国时报》在

题为《救救穷苦人》的社论中批评民进党当局，

因自满而不知风险和问题所在，让错误的政策

继续“杀人”。

面对民生艰困，民进党当局迫于无奈，只好

宣布松绑部分防疫措施，进行“微解封”，然而岛

内民众和地方县市却不买账。说到底，民众早

已对民进党当局丧失了信任和信心，担心防疫

措施松绑增加疫情再起的风险。

如何破解当前的经济民生困局？岛内舆论

普遍认为，首先要控制疫情，提高疫苗接种率，

建立起免疫屏障，民生经济复苏才真正有望。

但现实却是，岛内接种速度缓慢，至今接种一剂

覆盖率仅两成。台湾《工商时报》预估，岛内要

达到 60％群体免疫的基本门槛，需要六个月时

间。该报形容当前的台湾像是一个“焖烧锅”，

充满着集体焦虑感，更重创经济社会长期发

展。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认

为，欧美疫苗既缺又慢，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

尽快引入充足的大陆疫苗，进一步学习大陆防

疫经验，让台湾防疫政策更加有效、有针对性，

防止新一轮疫情暴发。

舆论认为，台湾要脱困，离不开大陆；疫情

之后，要尽快恢复两岸各领域交流往来。台湾

《旺报》社评指出，经历民进党荒腔走板的防疫

政策与违反民主的威权本质，让越来越多台湾

人认清民进党的真面目；两岸人民绝大多数还

是希望两岸和平发展，拒绝成为政治势力的牺

牲品。只有恢复两岸交流交往，岛内观光、餐

饮、消费等行业才有可能恢复景气，从业者才能

找回生计。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两岸进出口总额为

1514.63亿美元，同比增长34.8%；台湾对大陆贸

易顺差达780.27亿美元。台湾《中华日报》的评

论一针见血：民进党当局铆足全力“抗中”五年

多，但两岸经贸热度却仍是越烧越旺，再一次证

明政治力量难以扭转经济市场力量。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指出，不论是

疫情中还是疫情后，以外贸为导向的台湾必须

与全球联结产业才能生存，哪里有市场、有商

机，商人就会往哪里去，大陆市场就在隔壁，更

不该舍弃。“要思考老百姓的民生经济，若是撑

不住就可能发生暴乱。”

疫情造成的严重恶果已无法逆转，也戳破

民进党当局营造的种种假象。台湾清华大学通

识教育中心副教授翁晓玲在报章上刊文指出，

民众终于看清，当局防疫施政处处充斥政治味

和利益算计，根本无视民众的生存安危，民众迟

早会向那群冷漠无情的酷吏究责讨回公道。若

听得懂民众的声音，民进党当局就当以苍生为

重，否则必遭民意背弃。 （来源：新华社）

■石龙洪 陆华东

疫情之下台湾民生艰困，解方何在？

信札，是读懂历史的一道入口。广东河源

革命历史、革命烈士纪念馆珍藏的阮啸仙烈士

的家书，感动了无数观众：“我简直不知道你今

年已经是十三岁，还以为是在广州兰苑住时一

样童稚呢，其实在那时我也不知道你多少年

纪。这样对于自己儿子不相关的父亲，说起来

真难为情呀！爱儿！你不要怨恨我这不尽职的

父亲……”

在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下，阮啸仙与儿子

聚少离多，写信时距上次相见已是7年。纸短情

长，薄薄几页泛黄的信纸，充满了父亲对爱子的

深情，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国家”

的革命风范。

“不尽职的父亲”，是一位尽职尽责、为理想

信念奉献和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员。无论是

大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运动，还是设定“六不准”

原则，在中央苏区卓有成效地开展审计工作，阮

啸仙始终用责任和担当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几封家书，成为阮啸仙留下的珍

贵精神财富。

革命烈士的家书中，有家国情怀，有缱绻情

意，有静水流深，都充满震撼人心的力量。“我的

孩子！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红岩》

中“蓝胡子”的原型蓝蒂裕烈士，英勇就义前在

一张烟盒纸上写下对 5岁儿子的期望。一字一

句，满怀革命必胜的豪情，也深藏感人至深的温

情。“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

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

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赵

一曼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对

儿子的歉疚与期望。一封封沉甸甸的红色家

书，是战火纷飞年代的一首首生命赞歌，展现出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革命烈士的家

书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最生动、最有说服力

的教材”。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1 年至 1949

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 370

多万人。国家危亡之时，无数满怀热血的仁

人志士，告别父母妻儿，义无反顾地走向战

场，救百姓于水火、救民族于危难之中。“为着

中华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他们把对家人

的爱深埋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国家

和人民。面对生离死别，面对流血牺牲，没有

一丝一毫的畏惧与退缩，因为他们对共产主

义的信仰无比忠诚，因为他们坚信正义的事

业必然胜利。

信仰的力量在传承中跨越时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医生曹晓英给儿子留

下一封家书后毅然进入隔离区。“使命必达，在

所不辞”，这是一位妈妈对儿子的承诺，也是一

名党员对党和人民的承诺。为啃下脱贫攻坚最

硬的骨头，余永流留下一封“请罪书”，辞别家中

尚未满月的小女，扎根脱贫攻坚一线。从艰苦

卓绝的革命年代到白手起家的建设岁月，从波

澜壮阔的改革时期到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时代，时光流转，中国共产党人“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必将永远闪耀在历

史的星空。

（来源：人民日报）

■孙现富

字里行间家国情
——从红色文物感悟初心使命

只因和同学发生误会，一名 13岁的初中女生被“网

络水军”发文辱骂为“渣女”。这些不法分子还以“有偿删

帖”为名对该女生进行敲诈勒索，致其身心受创。这不是

电影《少年的你》中的情节，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

起网络霸凌未成年人案件。

正值暑假，青少年群体在网络上十分活跃。然而，其

中一些人却被所谓“网赚”机会吸引，误入网络犯罪陷

阱。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当前有网络犯罪黑手千方百

计伸向青少年：一方面，不少案件中受害人是“00后”；另

一方面，部分青少年因法律意识淡薄，贪图小利，成为“网

络水军”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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