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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近視率世界第一
小六生比例65％

訴求多元化：促救經濟 反建核電廠 反媒體壟斷

綠營7萬人「倒馬」專家：效果有限 根據「衛生署」統計，台灣的小一學童，每五個就有一個
有近視眼，到了小學六年級更誇張，近視比例高達六成五，
其中有3到4%，屬於高度近視，台灣的近視比例，世界第
一，醫師更呼籲，這些小小近視族，一旦惡化成高度近視，
未來眼睛病變的機率，不但相對提高，最嚴重還會喪失視
力，千萬不能輕忽。
台灣的國小上課時間長、課業壓力大，到了放學後智慧型

手機和平板電腦不離手，就讀小六的林羽莛就是這樣，把眼
睛給玩壞了。
近距離加上長時間讓眼睛工作，眼球內的睫狀肌會不斷收

縮，先是水晶體變胖，經年累月下來眼軸的長度也跟 增
加，就成了真近視，看看台灣的小朋友小小年紀個個已經成
為四眼田雞，一旦惡化成高度近視，未來眼睛出現病變的機
率將會大大增加。

經濟差「豪不起」
台軍盒飯迎尾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距離農曆年不足一個月，台
灣社會中的各大機關、商戶陸續依傳統舉辦尾牙宴會答謝員
工。不過，鑒於2012年的台灣經濟疲弱，「送龍迎蛇」的尾牙
盛宴不復見往年的千桌流水席、百萬元巨獎，台灣政府部門更
是謹小慎微，不僅「總統府」、「立法院」罕有地宣布不舉辦
尾牙宴之外，台灣軍方12日晚間的尾牙宴也厲行撙節風氣，上
至「軍方一哥」高華柱，下至一般將官，一人一個行軍飯盒，
一桌一個火鍋，往年的大抽獎、文娛表演全部取消。

這次遊行下午3時開始，大會打出「換內閣、反
媒體壟斷、召開國是會議」三大訴求，黨主席

蘇貞昌、蔡英文、謝長廷、遊錫 與呂秀蓮等天王
齊聚台北「督師」。不過，各個遊行隊伍各有訴求，
與民進黨的「三面大旗」並不配合，有人控訴經濟
低迷，有人訴求改革退休制度，有人反對興建核電
廠，有人不滿媒體併購壟斷等等。

陳沖：不少訴求 已在處理中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院長李義虎教授、台灣嘉義
大學教授吳昆財博士等兩岸專家，分析是次遊行對
台灣政局及民進黨的影響，兩岸專家均認為，此番
「火大遊行」主題不明、效果有限，甚至認為由此次
遊行可見蘇貞昌在黨內的「共主」地位不穩，其個
人未來政途隱含變數。
「只是一場為反對而反對的遊行！」李義虎分

析，台灣過去一年經濟表現欠佳，民間對馬英九及
其執政團隊「有些怨氣」，這場遊行剛好給人民一個
表達的機會。「(示威民眾)也就是散散步！」身兼時
事評論員的吳昆財則稱，這場遊行的只是讓民眾在
疲憊經濟衝擊下的一次宣洩，坦言「台灣經常都會
有。」
對於民眾的各項訴求，台灣行政團隊負責人陳沖

傍晚回應：「不少訴求，其實政府已在 手處理當
中。」他指出，如反媒體壟斷訴求，政府早已在做
立法的工作，但指出立法需要時間去斟酌法律條
文，呼籲民眾等待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精心法案。

效果沒達預期 或影響2016大選

李義虎分析，此番遊行最大起因是民眾不滿過往
一年經濟欠佳，生活品質受影響，因此趁機反彈，
「蘇貞昌剛好找到一個 力點！」但他指出，整場遊

行只有控訴，蘇貞昌及整個民進黨，「並沒有就所
控訴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李義虎坦言，「這顯示
這只是一場為反對而反對的遊行。」
在島內密切關注遊行的吳昆財指出，這次是蘇貞

昌上任黨主席以來首次遊行，也是檢閱他個人號召
力的一次「考試」。不過耗盡黨務系統強力動員，也
不過僅有數萬南部民眾北上相挺。他分析，過往如
2006年由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倒扁遊行」等，都
可見民進黨其實有驚人的動員力量，但「火大」催
動整個黨務系統也僅見數萬人，「成績很差！」
廈門大學台研所專家陳先才分析，可從此次遊行的

效果來預判蘇貞昌在2014(地方七合一選舉)乃至2016
年(領導人大選)的成功概率。遊行人數及效果不如預
期，黨內很可能有人趁機遷怒蘇貞昌，發起「倒蘇」
浪潮，使之陷入被動與尷尬，對蘇個人明年角逐連任
黨主席乃至未來出征2016大選都是不利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

台灣民進黨13日中午發起「人

民火大、一路嗆馬」的反馬英

九政府遊行，黨主席蘇貞昌及

蔡英文等大老紛紛北上坐鎮，

號稱有15萬群眾支持。但台北

市警方同日晚間公布數據表

示，有關活動大約只有7萬人次

參與。有專家稱此番「火大遊

行」主題不明、效果有限。
台灣前領導人蔣經國逝世25周年紀念日，13日馬英九循

例前往大溪頭寮謁陵，表達追思。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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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火大雷射光束上總統府。

中央社 ■民進黨13日在台北舉辦火大遊行，民眾帶 憤怒鳥的氣球上街遊行。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龍金 福州報道）「2013
福州海峽創意設計周」12日在福州三坊七巷正式開
幕，來自台灣、北京、上海等兩岸二十多位知名創
意設計師合作展出與現代生活息息相關的藝術設計
作品以及老手工藝品。
據悉，本屆創意設計周以「讓藝術與設計走進生

活」為主題，
分 成 當 代 圓
滿、新生活、
老手藝三部分
展覽。設計師
就設計傳承與
發揚傳統文化
之間關係以及
創意產業對城
市發展的推動
等方面進行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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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洗屎尿褲，照顧孩子
起居飲食，這本是母親的
天職。但這個孩子69歲一
米八高，卻癱瘓在床，他
的母親今年已經98歲了。

李婆婆是房建華豐公司的退
休工人，每月有1,700元的退休
金，原來居住在建新路。由於
東華里拆遷改造，7年前，李
婆婆和兒子就拿 600元的臨
遷費和退休金臨時入住昇平敬
老院。

沒想到，入住敬老院一年
後，兒子突然中風，不但癱瘓
在床，還患上了腦萎縮。由於
收入低，婆婆無法請護工護理
兒子，無可奈何之際，婆婆只
好自己動手，幫兒子洗澡、餵
飯、洗衣服，親力親為。
入住敬老院後，李婆婆得到

了蒲公英志願服務隊的義工幫
助；基督教會慈善會每月也資
助婆婆150元生活費。

■廣佛都市網

「世界冰王」金松浩13日來到延吉阿里郎冰雪

節表演現場，表演耐寒絕技。他不僅埋在齊腰深

的雪坑中作畫、唱歌，還在冰面上用60桶冰水沖

浴。 中新社

兩岸設計師妙手
讓藝術走進生活

■李婆婆98歲了，但在照顧兒子的事情上總是親

力親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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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阿作住在逢雨便漏的簡陋平房裡，約15平米的房間內，一半被打穀
機、水桶等雜物佔據，屋內外都沒有粉刷，觸目皆是裸露的磚頭和

縫隙。李阿作家裡有七口人，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大姐和二哥小學畢
業後就到廣東打工，現在她和大哥李世成、弟弟李阿主留守在家。
那地的1月氣溫多在零度徘徊，寒風吹在臉上生疼。即便這樣，李阿作

每天5點就要起床收拾家務，為哥哥弟弟做菜做飯，一切收拾完畢後，才
能去上學。

省錢挨凍 只為讀書

由於家窮，寒冷的冬季李阿作沒有買過半斤木炭，而是用玉
米稈燒火取暖，每隔兩三天她就揹 背簍到對面的山上撿玉米
稈，山體陡而滑，背簍在李阿作的背上搖搖晃晃，在巍峨的
群山中，孩子顯得異常纖弱。
李阿作和弟弟睡的床是用幾塊木板拼湊起來的，床上鋪
一張涼席，一床薄薄的被子顯得有些凌亂。「冬天有時冷
得發抖，常常被冷醒」。但李阿作說冷不可怕，只是希望
能攢點錢，多買幾本書讀，能考上大學，走出大山。

這個9歲孩子的堅強，其實更多折射的是當前留
守兒童面臨的艱難以及農村貧困地區生育孩子過
多造成的困境。數據顯示，目前，廣西中小學
校中的農村留守兒童約有141萬人，佔義務教育
階段學生總數的22.5%。一些基層幹部表示，
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還在不斷增加，這個特殊
群體需要社會更多的關愛。

9歲，對於很多孩子來說仍是在父母身邊撒嬌的年

紀，而廣西隆林縣德峨鄉那地村留守女童李阿作卻用稚

嫩的肩膀撐起了一個家：4年前，父母外出打工，年僅5

歲的李阿作開始照顧3歲的弟弟和上小學的哥哥，做

飯、洗衣、餵豬⋯⋯只要父母不回家，她就要一直堅持

下去。網友讚歎李阿作的堅強，認為她就是「最堅強留

守女童」，同時呼籲有關政府方面應該盡快伸出援手。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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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一種「安全帶T恤」日前在網上賣

得「火熱」。在淘寶網的一家網店
中，「安全帶T恤」是一件秋冬
款的黑色衛衣，衛衣正面從左
肩到右腰印上了一條灰色帶狀
條紋(見圖)。

商家稱，穿上這類衣服，可以
免安全帶約束，也可躲避電子眼
抓拍。對於這種設計，有市民覺得有創意。但更多的市
民認為，這是在拿生命開玩笑。高速交警部門表示，如
果有司機穿這種T恤不繫安全帶開車，他們會加大力度
查處，勸司機不要「自欺欺人」。 ■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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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劉二哥」的他叫劉學鋼，56歲，是河東區
中山門街殘疾人專職聯絡員，肢體殘疾。權力不
大，可是工作量大，全街2,000多名殘疾人的事他全
操持 ，哪位殘疾人家裡有困難他肯定親自登門幫
助解決。

他表示：「我也是殘疾人，深知殘疾人的疾苦，能為
殘疾人做點事，為社會做點貢獻，心裡高興。」2011
年，他被中國殘聯評為「全國優秀專職委員」。

■天津北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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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聯絡員 身殘心腸熱

「安全帶T恤」熱賣
警勸勿「自欺欺人」

■台灣設計師廖柏晴利用廢棄物製成

的漆器。　 本報記者傅龍金攝

九旬母親侍癱兒 換洗餵食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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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冬中揀

柴的李阿作顯

得特別弱小。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