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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林中森月底將率領協商代表團再次赴京，會
見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以及

陳德銘等大陸新任涉台高層，當面表達祝賀之意。林中森
接受媒體訪問時為此次會面釋出「利好」，證實服務貿易
協議已經完成協商，很快就能簽署。另有消息指，會談期
間，兩會也將針對金門與廈門通水和兩岸互設辦事處衍
生出雙方辦理旅遊簽證、人道探視等議題交換意見。
陳德銘向來給外界大氣敢言的形象，由於很早就與台

商建立情誼，對台經貿的掌握度相當高，堪稱大陸「知

台派」高官。林中森上任以來已經多次造訪大陸，加
速熟悉兩岸相關事務，也針對大陸海協會新任會長陳
德銘的背景經歷進行了解。

陳德銘熟悉對台經貿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張文生所長分析指
出，正值兩岸洽簽ECFA後續協議的重要時刻，陳德
銘的上任，預示兩岸經貿合作的腳步會加速前進。
「以陳德銘豐富的貿易經驗和對台掌握，未來兩會在經

貿方面的商談相信會更為順暢。」

學者：涉政治商談難度很大

不過對於是否能為兩岸政治商談開拓可能的空間，學

者謹慎評估現階段難度很大。台灣淡江大學張五嶽教授

指出，目前在政治上是擱置爭議，除非雙方能夠正視現

實互不否認，否則一旦觸及主權與敏感政治議題恐將陷

入僵局或談判破裂，影響得來不易的和平發展氛圍。另

一方面美、日等國基於自身國家利益，不樂見兩岸的政

治、軍事對話協商與進一步可能的發展。「基於台灣島

內的選舉生態，再有一年多時間又進入選舉周期，藍綠

在兩岸議題上均會謹慎對待，此外，台灣內部朝野在兩

岸議題上仍然嚴重對立，難以達成一定的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綜合報道）大陸海協會完成人事改組，新任會長陳德銘與海基會

董事長林中森的首次會面最快將於本月底在北京舉行。在兩岸關係逐步進入「深水區」之際，兩

會「新家長」今次互動備受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
報道，愈來愈多的大陸
民眾到台灣做醫療美容
或健康檢查，台灣「外
貿協會副秘書長」葉明
水昨天在一個宣傳活動
上說，台灣的醫療水準
高，價格也很有競爭

力，今年1到3月陸客來台醫檢的人比去年同期成長約
60%。今年估計陸客來台會有12萬人次，商機非常大。
中國企業家兼慈善家陳光標出席這場記者會時說，台

灣做健檢服務品質很高，過程中和醫護人員的溝通都是
相同語言，很親切。他透露此次健檢費用為20多萬元。

陸客醫檢 今年料12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金蘭 北京

報道）林獻堂抗日事跡陳列館在北京
台灣街五桂樓舉行開館儀式。該陳列
館首次展出了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領
袖林獻堂，與近代思想家梁啟超自
1907年至1914年8年間的30餘封信札
(見圖)以及林獻堂非武裝抗日事跡相

關文物史料及圖片共一百餘幅(件)。
在林獻堂抗日事跡陳列館儀式上，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鐵農，
台中市副市長蔡炳坤，中科院院士、
梁啟超之子梁思禮，北京石景山區副
區長司馬紅，台灣霧峰林家代表、林
獻堂孫媳林芳英，台灣文化創意產業
聯盟協會名譽董事長李永萍，中華文
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王石等出席了儀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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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內地和香港兩地搶金，台
灣也不例外。金銀珠寶公會理事長李文欽說，投資客近
半個月以來大量湧進，部分銀樓的黃金條塊已缺貨，一
、五 的飾金更是買氣噴發，成為熱門商品。
雖然買黃金的民眾增加，但銀樓業者也說，兩岸搶金

客的財力懸殊，「台灣怎麼可能拖 行李箱掃貨，一
斤、兩斤的買啦！」且據他側面了解，多數黃金大戶並
未出手。

搶金潮延燒 島內金條缺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聯合報報道，
海協會前會長陳雲林、前副會長李炳
才等一行人，應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邀請，將於6日赴台訪問一周。訪問
期間，將拜會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海
基會前董事長江丙坤等人，也將參觀
中南部、東部等風景名勝，此次為私
人行程，沒有公開活動。
台灣移民部門已通過陳雲林等人來

台一案，這是陳雲林卸任海協會長後
首次赴台，而江丙坤也已卸下海基會
董事長，兩人在台會面形成「另類江
陳會」。
連戰辦公室主任丁遠超證實，連戰

邀請陳雲林、李炳才來台。他表示，
連戰此次邀請陳雲林等人以輕鬆自在
方式，來台與老朋友們見面，促進感
情交流，沒有任何目的。

■陳雲林2011年訪台時獲連戰贈送

紀念品。 資料圖片

首次「陳林會」料月底京登場
兩會「新家長」互動受關注 將簽服務貿易協議

■大陸企業家陳光標在台北分

享到台灣醫檢的體會。中新社

■海協會上月底在北京舉行第三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

陳德銘出任新會長。 資料圖片

綠兩岸政策「三塊招牌」整合難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民進黨中常會

昨天通過「中國事務委員會」名單，除了
游錫 、蔡英文外幾乎清一色是新系人
馬。積極主張與大陸交流的謝長廷不在
「中委會」名單之內，加上親蔡英文的中生
代也醞釀提出兩岸宣言，目前民進黨可見
的就有「三塊招牌」在運作兩岸政策的論
述。有「綠委」指，「中委會」沒有實際
決策功能，難以整合民進黨的兩岸政策。
「中委會」由蘇貞昌自任召集人，委員包

括游錫 、蔡英文、柯建銘、陳菊、賴清
德、邱義仁、吳乃仁等共8人。除了游、
蔡，幾乎清一色是新系人馬。單一派系思

考，對凝聚黨內兩岸政策共識非常困難。
謝系幕僚透露，謝長廷不可能加入該委

員會，謝長廷現在的兩岸論述已經走出自
己的路，根本不需要再依靠黨中央。
另一方面，親蔡英文的中生代也醞釀在月

中全代會提出兩岸宣言，目前民進黨可見的
就有「三塊招牌」在運作兩岸政策的論述。
一位不具名綠委就分析說，蘇貞昌邀請

謝長廷組「中國事務員會」，最後還是回到
原點，變成只是蘇貞昌的想法。蘇的「中
國事務委員會」恐怕只是成為「洩壓閥」，
沒有實際決策功能，難以整合民進黨的兩
岸政策。

■謝長廷1日出席民進黨

中常會。 中央社

台抗日領袖林獻堂展館京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美
女，我想你⋯⋯」湖南
省桂陽縣23歲單身男子
何某近20多天來撥打110
報警電話400多次，最多

的一個晚上就撥打了30多
次，騷擾接線女警。
4月7日晚長夜漫漫，何某

吃完飯後怎麼也睡不 ，到
了晚上10點鐘的時候，他拿
起電話，撥打起「110」。桂
陽縣公安局的110報警電話很
快響起，而且接電話的是一
把女聲—接警員小彭。緊接
何某就一發不可收拾，20

多天頻頻撥打110、119、122
等報警電話，每次撥通後不
是騷擾接線員就是沉默不
語。接線員小彭忍無可忍下
報警，1日上午，何某在家中
被捕，因擾亂機關事業單位
秩序案被桂陽警方依法行政
拘留10天。
據何某交代，他撥打「110」

電話純屬是因為寂寞，知道
不要錢，就打了玩。他平時
也沒什麼朋友可以聯繫，也
沒有女朋友，除了打「110」
外，他還經常撥打10086中國
移動客服。 ■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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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閩西
野生動物
保護園，

前日有一隻短
尾 猴 開 鎖 成
功，上演一齣
「逃獄」好戲。

這隻猴子，
動物園園長稱

牠為「猴頭」。個頭不大，精靈聰明，身手敏
捷。「猴頭」前日下午見遊客不注意，先嘗試手
腳並用掰開U形鎖，但不奏效。後來牠用牙咬，
再使勁按了按U形鎖。這下，這U形鎖還真被打
開了。解鎖後還要解開纏了鐵籠4圈的鎖鏈，由
於經常看動物園園長解開鐵鏈，「猴頭」很輕鬆
的就解開了鐵鏈並逃上大樹。
「猴子逃跑了⋯⋯」遊客發現了並驚呼。動物

園鄭園長聞聲趕到樹下，大喊：「『猴頭』，快快
下來！」「猴頭」腦袋一撇，一時沒有理他。鄭
園長遂敲 木棍，眼睛一瞪。「猴頭」立馬從樹
上跳下來，還沒等鄭園長「出手」，「猴頭」先
伸出「手」來，和鄭園長「握手」示好。一場
「逃獄」行動就此和平告終。 ■東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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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男報警400次騷擾接線女南京男寫14萬字情書追藏女
香港文匯報訊 34歲的南京漢子

杜冬，6年前到四川理塘旅遊時，
邂逅了康巴少女曲西。當時正值
理塘一年一度的賽馬節，草原上
這個跳舞的姑娘讓杜冬一見鍾
情，「她有 水晶般深邃的眼
睛，油亮的辮子垂在番紅底金花
的藏襯衣上」，彷彿古代壁畫上的
仙女。

隻身移居拉薩
此後杜冬不斷和曲西電話聯

繫，2007年到2010年間，他6次從
上海、南京趕到理塘。藏族人古
典的家庭關係和社會結構，讓杜

冬迷戀，他喜歡上西藏的一切。
2011年，這位年輕人甚至辭掉了
在上海的工作，隻身定居拉薩。
杜冬開始習慣喝甜茶、學會了說
藏語。
杜冬追求藏族姑娘的故事近日

開始在微博上流傳。內地一家知
名出版社，將杜冬4年多積攢而
成、14萬多字的情書出版，書名
就叫《康巴情書》。
目前，杜冬已經在拉薩當上記

者和翻譯，儘管已34歲，但他表
示個人婚事不 急。此前多番追
求一直沒成功，他將這封沉甸甸
的《康巴情書》交給曲西時，這

位藏族女孩的反應也是一如往常
的平靜。 ■《揚子晚報》

動物園短尾猴
解鎖「逃獄」

■被短尾猴成功解鎖逃脫的鐵

籠。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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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多名志
願者在前
日武漢7個

中心城區給清
潔工頂班。志
願者中，一對
跨國情侶格外
引人注目。女
孩謝青青是武
漢姑娘，男友

福爾曼是德國人。
兩人沿 中山大道來回撿垃圾。半小時後，袋

子裡就裝滿了煙頭、竹籤和一些商品拆包裝後的
塑料袋。福爾曼說，在德國，路上看不到清潔
工，如果有人隨手扔垃圾，會被認為很沒有家
教。希望人們將垃圾自覺扔到桶裡，不要讓清潔
工太累。 ■《長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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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男義拾垃圾
促民眾守公德

■福爾曼（右）說，在德國如果

有人隨手扔垃圾，會被認為很

沒有家教。 網上圖片

2006
年春節，王進福騎摩托車
發生車禍致下半身癱瘓。

輸液、吃飯、擦洗、排便，王進福這6
年多以來的生活都在炕上，虎鳳鳴成了
一個全職傭人，被褥天天要洗，身子天
天得擦，除了照顧王進福，虎鳳鳴還必
須承擔起所有家務，苦力還要她來做。

前夫曾想自殺

由於缺少勞力，一年莊稼的收入連全
家生活和王進福的藥費都不夠，還債更
是無從談起，王進福的父親也已經老
去，如果這樣下去，全家人都會被徹底
擊垮。
王進福曾經想過自殺，曾經想過趕走

妻子，可是虎鳳鳴不忍心丟下丈夫，任
他怎麼趕，虎鳳鳴就是不離不棄。家庭

生活每況日下，自己不但給不了妻子幸
福，還讓她受盡了苦，王進福心中有深
深的愧疚。當妻子提出「招夫養夫」
時，王進福感情上無法接受另一個男人
和妻子結婚，他還擔心，妻子會丟下他
不管。
對於王進福的顧慮，虎鳳鳴有自己的

想法，她再找一個男人的最低條件就是
不嫌棄這個家，不難為這個家裡的每一
個人，將來就算招進門的男人不管王進
福，自己也還是會堅持下去。

善良打動現任

王進福最後同意讓虎鳳鳴再招一個丈
夫進自己家門。當年10月，在親戚的介
紹下，住在山腳下的邊家堡村村民朱錄
壽走進了王家大門，隨 了解的增多，

王進福一家開始慢慢接納朱錄壽，很快
朱錄壽就融為家庭一員。今年4月，渭
源縣法院工作人員得知虎鳳鳴的這一情
況後，親自上門為虎鳳鳴和王進福辦理
了離婚手續，緊接 虎鳳鳴與朱錄壽辦
理了結婚手續，一家人的生活慢慢開始
有了起色。
妻子前夫、癱瘓在床的王進福，王進

福的女兒和父親都需要朱錄壽來照顧，
家裡的農田也是他來耕種。至於為什麼
願意進王家大門，朱錄壽心裡最清楚，
虎鳳鳴家裡的事情他早有耳聞，就因為
她心地善良這一點打動了他。朱錄壽來
王家不久，就在兩棟房周圍蓋起了院
牆，搭起豬圈，幹農活之餘還抽空去外
面打工掙錢，幾個月時間就替王家還了
一萬多元的債務。

香港文匯報訊 甘肅省渭源縣露巴村槐山社村

民王進福(化名)癱瘓在床的6年間，妻子虎鳳鳴承

擔起家庭重擔，當這個家庭困難到再也無以為繼

的時候，她以「招夫養夫」的方式撐起整個家。

現任丈夫朱錄壽不但掙錢助王家還債，更幫忙照

顧妻子前夫，視王家人如至親。 ■《蘭州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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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去理塘，杜冬（左）已和

當地不少康巴漢子成為朋友。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