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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洲華媒精英收穫豐
期待深化合作 續提升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在此次海外華媒
組織2013年會中，有一位年僅7歲的特別隨行小團員，她叫
王心蘭，是《新西蘭信報》社長王浩女士的愛女。她們母女
二人來自新西蘭「花園之城」基督城，一路上聰明伶俐的小
心蘭是同行華媒代表眼中的開心果。
王浩女士介紹，基督城地震頻繁，她實在不忍將孩子留在

新西蘭，只好帶㠥女兒一同參加華媒年會。心蘭不僅小小年
紀就參加過地震災區的志願者服務工作，還「女承母業」，
做過小記者，採訪過不少人和事。 對於年會安排的每一場參
訪活動，心蘭都展現出極大的求知慾。有華媒代表笑㠥說：
「華媒報業後繼有人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茜婷 北京報道）美國《亞省時報》
社長的甄碩欽老先生，是一百多名華媒精英中最年長的代
表，今年已是77歲高齡。他對記者說：「我之前來過北京很
多次，但這次感受非常不一樣，我看到了北京的變化，我認
為北京是『中國夢』的開始。」
甄老還說：「這次年會，我特意帶㠥女兒一起參加，也許

這是我最後一次參加年會，但我希望我的女兒能夠融入到海
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中來，繼續為華文媒體做貢獻。」

印尼《呼聲》雜誌林超年總編輯表示，本次華
文媒體北京之行收穫頗多，「今後我們仍會

繼續參與。」他說，經營《呼聲》雜誌完全處於興
趣愛好，做媒體是準備賠錢的，但我還會繼續做下
去。在內容上，我們非常重視評論，經常轉載引用
港澳、新加坡等地報紙的文章，深受當地華人讀者
歡迎。」

白人議員《僑聲報》刊廣告

美國《僑聲報》主編高佳賢對本報記者表示，華
人有了報紙，就有了發聲的平台，就有了話語權，
才有可能受到當地主流社會的認可和尊重。「白人
議員來我們報紙刊登廣告，爭取華人選票，這體現
㠥一種認可。」高佳賢說，《僑聲報》已經從一份
社區報紙，成為能夠影響當地主流社會的平台。
談及報社發展的現狀，高佳賢指出，在非華語地

區，高素質的新聞「多面手」人才十分緊缺。她提
議，內地與海外華文報章探索建立新聞人才交流工
作機制，以培養新聞人才。
《新西蘭信報》社長王浩表示，今年正值《信報》

創刊十周年，在新媒體環境下，報章廣告收益減
少，資金運營壓力凸顯，《信報》免費報章模式仍
將繼續，並謀求新媒體領域有所突破。他告訴記
者，今年北京年會之旅收穫頗豐，華文媒體之間應
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借助中國崛起之勢，大
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傳播內地正能量。

歐華媒大有可為

《歐華天下》雜誌社社長曹望愷來自北歐瑞典，他
稱讚本報牽頭的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為包括歐洲
在內的五大洲華文報章提供了國內第一手政經版面，
是中國向海外發聲的好平台。希望今後多轉發一些有

關中國經濟的熱點專題，爭取提供英文版。
曹望愷說，瑞典雖小，華人群體達數萬人，正如

美國通過小國在國際上發聲一樣，我們應該給予重
視，歐洲的華人報章大有可為。不同國家有不同特
點，華媒亦有不同的生存之道，建議華媒間的合作
方式更具針對性。
阿根廷新大陸周刊新媒體總監歐占明認為，首次

參加年會驚喜很多，開闊了視野，拓展了海外華媒
合作的渠道。新思想、新觀點、新合作在這裡交
流、碰撞，並成為實際可操作的方案，必將助推海
外華媒報章在當地發展，他期待未來華媒合作組織
更大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在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的系列

參訪活動順利結束之際，來自五大洲的華

媒精英們紛紛表示，北京之行收穫多，期

待合作更加深化，以進一步提升華文媒體

的影響力。

菲律賓華商縱橫傳媒總裁黃棟星先生與

華商網主編戴佩卿女士探訪十三陵定陵地

宮後，專門購買《圖說明朝帝王陵》，沒想

到臨離開聽聞本書作者、明史專家胡漢生

在此，他們即追「星」，請他簽名留念。黃棟星是著名中菲問題

研究專家，但對香港很有感情，曾在港讀中學，他說參訪帝王陵

收穫多多，深入了解歷史才能理解和研判當今中國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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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長代表 望女兒續參會

7歲小團員參會
華媒報業後繼有人

菲老總喜得明史專家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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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

《中國時報》報道，「立法

院長」王金平涉入司法關說

(說情)案餘波未了，立法機

構會議陷入停擺，蔣經國之

子、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蔣孝

嚴接受專訪時力挺馬英九，

「如果我老爸還在的話，也

會講大是大非，這件事沒有

討價還價的空間，怎麼馬英

九講就錯了呢？」蔣並暗示

王金平應知所進退，辭去負

責人一職。

五千人集會「罵英九」 馬：持續與各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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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

連日來，針對特偵組在偵辦台

灣「立法院長」王金平涉及司

法關說案期間，傳出除監聽

「立委」及檢察官的電話外，

甚至連台灣「立法院」總機也

被掛線監聽，震撼台灣政壇。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昨天出席活

動時，舉出三個理由，包括馬

英九民調低於其自訂民意支持

度標準、監聽案比水門案還嚴

重等，要求馬英九道歉並下

台。中國國民黨人士昨天表

示，蘇貞昌要求馬英九道歉並

下台，根本是機關算盡，謀取

政治利益，綠營上下力挺「立

法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到

底，迴避司法關說案本質與責

任，終需接受檢驗。

「法務部」設小組調查

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昨天表

示，馬英九在日前的政治紛擾

中違法亂紀，直到近日特偵組

違法監聽「立法院」總機，這

些問題都導致台灣民主、自由

及人權受破壞，黨主席蘇貞昌

今天將召開國際記者會說明有

關事件。

「法務部」昨日宣佈成立監

聽事件調查小組，調查特偵組

監聽引來的各界質疑，還原真

相。「總統府」發言人昨天指

出，馬英九對此表示支持，希

望徹查到底，盡速釐清真相，

給社會清楚交代。

今天將接任「法務部長」的

羅瑩雪表示，檢察總長黃世銘

已表示會全力配合調查；而有

關特偵組存廢的問題近日引發

討論，羅瑩雪表示應研究利弊

得失，她對此持開放態度。

蔣孝嚴挺馬 勸王金平辭職
蔣孝嚴稱，前「國大議長」蘇南

成遭解職，當時他是國民黨秘
書長，當初李登輝找人打電話給
他，希望能保留蘇南成的黨籍，但
當時他堅持要開除。對照現在王金
平事件，他說，「如果經國先生在
的話，怎麼能容忍這樣的事發生，
他的憤怒絕對不會亞於馬英九。」

藍營因禍得福 基層更穩固

蔣孝嚴表示，在野黨以行政機構
負責人江宜樺不願道歉為由，阻撓
立法機構會議，這是他很不願意看
到的狀況；再這樣亂下去的話，台
灣要怎麼走下去？台灣已經到了是
非不分、道德淪喪的情況，希望這
件事能盡快落幕。

對於馬英九多次要求王金平知所
進退，蔣孝嚴表示，這是很重大、
赤裸裸的關說案；他強調，這個案
子就是關說案，「(王金平)自己要能
知所進退。」
蔣孝嚴稱，國民黨反倒因為這件

事，基層更加穩固，基層給黨中央
的反應，都是贊成馬英九主席採取
這樣的措施，他也坦言，「現在狀
況的確是很混亂，烏賊滿街跑，但
只要有是非性、贊成司法獨立的
人，都會力挺馬英九」。
蔣孝嚴表示，目前採取的策略

是，訴訟照打、政務照推，希望立
法機構能早日恢復正常，否則重要
民生法案無法順利推行，台灣都要
付出很大的代價。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台灣資深媒體人葛樹人、
藝人郭美珠、前紅衫軍副總指揮莊嚴等人早前揚言發
起「929罵英九怒火聯盟」，表達對當局領導人施政不
力的不滿。針對多個民間社團發起的遊行集會，馬
英九辦公室發言人李佳霏昨日表示，馬英九理解並
尊重不同團體提出的要求，當局會持續與各界溝
通，並請主管機關針對各團體的意見，提出合法、
合理與合情的解決方案。
雖然中國國民黨推遲了原本決定於當日舉行的第19

次全代會，但台灣關廠工人連線等民間社團昨日仍按
原計劃在凱達格蘭大道發起集會遊行、晚會等活動。
據香港商業電台報道，昨日在台北及高雄的四場示威
集會，合共有五千人參加。
昨日遊行活動共分三場，早上先由「公民行動倒

馬聯盟」發起白衫軍抗議行動，下午則是由「台灣
關廠工人連線」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聚集；下午
四點起，資深媒體人葛樹人發起「怒吼馬英九」抗
議活動，也聚集抗議不滿群眾，表達心中不滿，據
報道，約有兩千人參加了當天的抗議行動。

砸鞋抗議施政不力

其中，台灣關廠工人連線等民間社團發起「萬人
威鞋，募鞋」活動，以丟鞋、砸鞋等方式，訴求民

眾生活痛苦得不到改善為主軸，表達對當局領導人
施政不力的不滿，隨後參加活動的民眾頭戴印有當
局領導人照片的假面具，以模擬當局領導人被包圍
而「落跑」。
主辦單位表示，近年接連發生樂生療養院、大埔

事件、年金修惡、續建核四、凍漲工資等問題，除
了侵犯人民基本權利，也導致民怨四起，因此民眾
持續以身體衝撞體制，就是希望執政者能聽見人民
的聲音。

廈門高雄海上客運今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據廈門閩台輪渡有限
公司有關負責人介紹，廈門
至高雄海上客運班輪航線將
於今(30)日正式開通，該航
線是高雄首條連接大陸的海
上定期客運航線。
這位負責人介紹，廈門至

高雄航線每周一下午6時駛
離廈門，第二天上午9時抵
達高雄。在廈門至台中、廈
門至基隆和浙江大麥嶼至基
隆三條航線的基礎上，廈門
至高雄航線的開通，實現了
大陸至台灣北、中、南地區
航線全覆蓋。

台灣首屆Red Bull皂飛車大賽昨日在台北藝術大學舉

行，來自全台的52組創意隊伍報名參賽，挑戰長達400

公尺的自然斜坡。皂飛車沒有引擎，只靠重力推動。圖

為以台灣特有檳榔攤為理念的皂飛車。 中央社

檳榔皂飛車

■蘇貞昌出席活動時，要求馬英九道歉並下

台。 中央社

■多名集會民眾頭戴印有馬英九照片的假面具，以

模擬馬被包圍而失去支持。 中新社

■蔣經國之子、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 資料圖片

「關說」無討價還價空間 嘆父在世亦不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