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7 ■責任編輯：李曉斌 2013年4月14日(星期日)聞新中國新聞 地大/

呂秀蓮：民進黨應多了解大陸
籲勿只放精力在選舉上 須因應情勢檢討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高鐵列
車與「立委」盧嘉辰服務處12日先後遭人
放置爆裂物，警方初步鎖定為同一批人所
為。由於兩起爆裂物案，都發現有可以助
燃的硝酸銨粉末，警方懷疑歹徒有化工背
景，正循線追查。同時警方也透過監視器
以雲端科技分析資料，鎖定車號追人。
前天上午高鐵列車發現爆裂物後，不到

3小時又在「立委」盧嘉辰新北市服務處
發現同類型爆裂物。時間接近且爆裂物構
造相近，由鐵路警察局高鐵警務段、刑事
局偵五隊、偵七隊與新北市警局組成的專
案小組初步鎖定是同一批人所為。
警方已調閱高鐵沿線車站與「立委」服

務處附近監視器進行比對。包括「立委」
服務處監視器畫面中，發現一名男子穿反
光雨衣、戴鴨舌帽，雙手各提裝 爆裂物
的箱子至盧嘉辰的服務處門口，又折返車
上將寫 「關聖帝君千秋 馬英九」的字
條貼在行李箱上。警方已鎖定該輛休旅車

的型號、車牌號碼，將以雲端技術交叉比對，追查
該名男子的身份，並重建其犯案路線。
另外，警方認為2件爆裂物，都是出自同一集

團，先清查擁有專業爆破知識的人口，再逐一排
除，加上高鐵站的進出監視器，目前已經掌握70人
的關鍵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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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前「行政院長」謝長廷表示民進黨過去兩岸政
策失敗一事，呂秀蓮回應說，任何政黨都有成

功、失敗，兩岸政策的確需要與時俱進，民進黨過去
兩岸政策是不是失敗，「這是他個人價值觀」，但這
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要因應情勢改變，檢討改進。
呂秀蓮今天到華府喬治華盛頓大學席格爾亞洲研究

中心以「亞太新觀點」進行專題演講，會後對媒體詢
問做出上述表示。

拋兩岸「遠親近鄰」論

呂秀蓮會後接受訪問時說，民進黨與國民黨面對

1996年後的兩岸關係，應該定位為「遠親近鄰」。
對國民黨以「九二共識」作為兩岸談判基礎，呂秀

蓮表示不認同。她說，1996年台灣人民第1次「大
選」，這個「九六共識」就可以推翻「九二共識」，就
像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可以取代1991年民進黨的
「台獨」黨綱一樣，因為法律上有情勢變更原則。

此外，呂秀蓮認為，兩岸是「遠親」也是「近
鄰」，沒有仇恨也不應該有戰爭，中國大陸應該要尊
重台灣的存在，和平共存，進行產業分工合作，台灣
文化的確有相當多部分是來自中華文化，但台灣也接
受很多世界文化，兩岸可以在文化方面交流共榮。
當被問及大陸對「遠親近鄰」主張的反應，呂秀蓮

則說，「他們對我主張很有興趣地傾聽」，至於要不
要去大陸訪問交流，她則幽默地說，「現在資訊這麼
發達，等一下網路都會報出去，去不去不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昨天在華府表示，兩岸最好的解釋是遠親

近鄰關係，她認為台灣未來走向絕對受國際與中國大陸影響，民進黨應該花更多時間了解大

陸，不要只放精力在個人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
灣一名變態男，在桃園一家食店
裡假借跌錢包，趁鄰座女學生幫
他撿錢包的時候，趁機在女學生

的麵碗(見圖)內倒入他的精液，
「想看她吃下去的反應」，還好一
名女顧客見狀及時提醒，女學生
才沒「吞精」，報警逮人後直呼
超惡心。
沈男撿完還對陳女說謝謝，偷

偷躲在貨架後觀察，由於涼麵醬
料氣味香、顏色深，陳女沒發現
被「加料」，夾麵到嘴邊時，一
名女顧客趕緊跑過來提醒「剛剛
那個男的好像在你麵裡加東西，

要小心。」
陳女仔細觀察眼前的麵條，才

發現沾了透明液體，急忙向店員
求助，店員幫忙報警，和女顧客
一起堵住大門，不讓沈男離開超
商。
警方說，沈姓男子（卅七歲）

未婚、沒女友，是某知名手機大
廠作業員，落網後坦承最近Ａ片
看太多，一時克制不住情慾，以
性騷擾罪移送後，已遭解僱。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新聞
台常出包，遭人詬病，但也有優質主
播為媒體人爭光。前年代主播張介英
(見圖)，日前被上海外語頻道網羅，成
為第一位在大陸播報英語新聞的台灣
籍主播。
張介英在英美兩地分別拿到博士學

位後，在2010年前往大陸蘇州、上海
的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被學生尊稱
「帥哥教授」，他最難以忘懷的，仍是
播報新聞。日前他被上海外語頻道延
攬，敲定4月6日重返幕前播英語新
聞，「張介英」的名號也開始在上海
新聞圈傳開，很有大將之風。

寶島主播上海報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商務部台
港澳司司長陳星日前在廈門舉行的「2013海峽兩岸經
貿論壇」上宣佈，大陸計劃將部分對台小額貿易點列
入第二批擴大開放試點名單，冀望以此為兩岸經貿交
流增添新的亮點。
對台小額貿易是指台灣地區居民在大陸沿海指定口

岸依照有關規定進行的貨物交易。與「兩岸直航」相
比，其作為點對點之間的貿易，貿易點多、距離較
短、運時較少，時效性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為使人民幣回流管道順
暢，台灣擬向大陸爭取，台資企業若在「兩岸產業合
作試驗區」（目前為昆山）設籍登記，台企可先在台
籌措人民幣資金，再轉到大陸投資，且無額度限制。
在人民幣貨幣清算機制上路後，島內銀行積極吸收

人民幣存款，金管會也鼓勵企業發行人民幣債券，但
目前大筆人民幣資金無處可去，非常需要建立人民幣
回流管道。

第二批小額貿易試點擬開放

在台籌人民幣 擬可投資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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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這是一組可怕的數字，卻
飽含 父母對癱瘓兒子無私的愛：16790個日
夜，每天要為兒子擦洗身體，累計餵飯50370
頓，翻身134320次，接屎尿184690次⋯⋯儘
管兒子孫志國1歲癱瘓，從未說過一句完整

的話，可46年來，他的父母從未想過要放棄。

遼寧葫蘆島市龍港區龍灣街道朝暉社區有一
對八旬夫婦，他們照顧癱瘓兒子已有46年了。
他們的兒子孫志國47歲，身高只有1.1米左右，
雙手、雙腳和脊柱已變形，無法坐立。孫志國1
歲時發高燒後，一直癱瘓在床。因為兒子長期
臥床，身體機能差，父母親每3小時要幫他翻身
1次，接尿1次，每天排便要2至3次。另外，每
天還要擦洗身體，他們已經堅持了46年。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記者粗略統計，一年365

天，共16790個日夜，老人要為兒子擦洗身體
16790次，餵飯50370頓，翻身134320次，接屎
尿184690次。
「這畢竟是一個生命，我們把他當成嬰兒來

照顧。為了他，我們得健康地活 。」83歲的
父親孫陰廷說。 ■華商晨報

香港文匯報訊 這幾日，山西長治的
一個警示牌火了。如來神掌雕塑、掌
心裡一個紅紅的「慢」字（見圖），網
友調侃「犯困馬上被震醒」。
前日上午，微博網友@晶閣僚發帖，

稱「開車行駛在長治繞城高速上，正犯困 ，被這個警示牌震醒
了」。從微博配圖來看，震醒人的警示牌是一尊佛掌雕塑。佛掌
高約1米，五根手指微微張開，掌心赫然寫 一紅色「慢」字。
有網友給這個警示牌命名「如來神掌」，認為該警示牌有創意、
夠醒目，「警示牌如此醒目，你還敢超速嗎？」網友@微觀祿勸
調侃：誰敢超速，如來神掌壓他500年！
常規警示牌多是方形鐵質牌子外加長串文字提醒，是名副其實

的以「牌」警示。如來佛掌式的藝術石雕警示，上面只寫一個
「慢」字，有網友認為，以這種藝術形式震撼人心，正是佛掌警
示牌的獨特之處。 ■南方日報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江西省九
江市彭澤縣一村
民家的一頭母豬
產下一隻「雙頭

豬」（見圖），令人稱
奇。
據介紹，4月9日上

午，一名歐陽姓的村民家中的母豬共產下12隻幼崽，其
中一隻幼崽長有兩顆頭、三隻眼、四條腿。該「雙頭豬」
身長28厘米，重約1公斤，肢體跟其它新生豬沒什麼兩
樣，不同的是牠的頭部略顯大。據當地獸醫介紹，這是
一例典型的胚胎先天畸形發育症，很少見，在5萬至10
萬次懷孕中才有一例，幼體一般也難存活。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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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旬父母堅守病兒46載

罕見「雙頭豬」
三隻眼 四條腿

■一場映在人體上的光影「彩繪」表演在山西太原舉

行，吸引了眾多攝影愛好者競逐光影藝術。 中新社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盧麗寬、特

約通訊員 鄒

善水 龍岩報

道）近日，福建
連城縣四堡鄉霧閣村鄒莽展示一張「中國農民銀行節約
建國儲蓄券」（見圖），券面為泛黃白紙紅色印刷品，長
16.5厘米，高9厘米，比現在的佰圓人民幣稍大。
鄒莽介紹說，這是爺爺1942年買的儲蓄券。此券券面

上行從右至左印有「節約建國儲蓄券」、「中國農民銀
行發行」、「甲種」等繁體字樣發行說明，券面右側有
繁體豎排「購糧儲蓄券週息八厘四年到期兌付本息共國
幣六元八角四分正」，左側則豎印「中國農民銀行永安
分行經理」、經理簽名章等等。
節約建國儲蓄券，是當年民國政府為維持政局穩定，

以充裕抗戰資金等名義發行的一種準貨幣，是當前收藏
界流行的藏品之一。

閩發現71年前儲蓄券

■孫陰廷慈愛地看 咧嘴笑的兒子。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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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詠、李小平 新

疆報道) 「姑姑，最近身體可好？得知姑

姑身體欠佳，侄兒萬分掛念。今天侄兒

已榮幸成為一名南疆公務員，這一切都

離不開姑姑苦口婆心地教導和悉心栽

培，在我人生的旅程上，您為我點燃了

希望的光芒，姑，您辛苦了! 這恩情侄兒

永記在心」。日前，工作在新疆克孜勒蘇

柯爾克孜自治州名叫杜少勇的青年，為

他沒有血緣關係的「姑姑」蔡萍發來了

相隔千里的祝福短信。

新疆 姑姑美最
信 中的「姑姑」就是新疆著名的民營企業

家，頂勝經貿實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蔡
萍。近50歲的蔡萍先後助養了五個孩子，她的身
上永遠散發 母性的氣息，臉上始終洋溢 迷人
的笑容。她是五個孩子眼中的「最美姑姑」。談
起五個孩子，蔡萍最大的滿足是他們從認知社會
到走向社會的過程中學會了感恩，並且用他們的
愛心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母愛和奉獻最偉大

柯靜是蔡萍助養的第一個孩子，16歲的柯靜由
於父親過早去世，母親精神分裂到新疆投奔親戚
時迷了路。得知了孩子身世後，蔡萍把他留在自
己身邊，像對待親生孩子一樣悉心照料。如今孩
子已經順利完成學業，找到了滿意的工作。另一
個孩子蔡冀良，12歲時父母相繼離世，蔡萍收養
了這個孩子。對待他，蔡萍有時甚至比親生的孩
子還要親，有好吃的好玩的先僅 他，為此蔡萍
的親生兒子還質問母親，問到底誰才是親生。蔡

冀良如今成為一名特警，多次立功受嘉獎。每年
單位都會把獲獎證書轉交到蔡萍手裡。在蔡冀良
心目中，這個世界上兩種精神最偉大：母愛和奉
獻。

孩子學會善待他人

鄧靜、李華榮分別是四川、山東等地貧苦家庭
出身的孩子。在蔡萍助養下，如今孩子都已走上
工作崗位。在單位都有突出表現並經常獲得表
彰。五個孩子周末或節假日都會聚集在姑姑家
裡，這時家裡會異常熱鬧。姑姑去年生日，幾個
孩子不約而同帶 鮮花趕赴姑姑身邊，送上生日
的祝願。手捧鮮花的蔡萍感動得熱淚盈眶。
受姑姑的愛心熏陶和感召，幾個孩子都懂得善

待他人，主動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三年前，
幾個已經工作了的孩子約定每月從工資裡拿出至
少200元錢，去購買生活用品和營養品，到社區
定期看望貧困和生活在底層的居民。這種愛心行
動一直延續到今天。

高速路「如來神掌」
司機調侃被「震醒」

照亮助養孩子人生路人體光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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