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志軍今日行程（高雄—台中—彰化）

上午
7：45 參訪高雄前鎮漁港
8：54 乘高鐵赴台中
10：10 參訪霧峰林家
11：30 參訪台中市政建設，與市長胡志強會面

下午
13：50 出席彰化鹿港天后宮活動
18：25 從桃園機場搭機返回北京

整理：特派記者林舒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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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會陳菊 冀兩岸交流縮短心理距離

張志軍陸尊重台社會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特派記者 林舒婕 高雄報

道）正在訪台的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昨日抵達

南部的高雄市，與民進黨籍高雄市長陳菊

會面。張志軍表示，兩岸關係朝正確的方

向邁進，大陸尊重台灣民眾選擇的社會制

度、價值理念與生活方式。

歡迎台灣各界多參與到促進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

中來。陳菊則表示，希望大

陸方面理解並尊重台灣社會的

多元表達。台島直擊
特派記者林舒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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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16小時 體力大考驗
昨晚近10點，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陸

委會主委王郁琦結束在高雄西子灣沙灘
會所的茶敘，記者昨天連續16小時的採
訪行程終於結束。高雄、高山、高溫的
「三高之行」，是昨日記者跟隨張志軍
採訪的最大感受。因為近40度高溫、在
高雄深入高山間的小林村，真是備受考
驗的「三高」日。

清晨5點起床，從台北的酒店退房，直
奔車站搭乘6時36分的高鐵南下。進到
車廂，身邊是睡眼惺忪的同行。打過招
呼之後，大家便不再說話，各自「補
覺」。因為大家都知道，比起前兩天以
室內為主的採訪，27日的行程將是對體

力的巨大考驗。
上午9時30分完成張志軍與陳菊會面

的採訪後，記者們馬上就出發前往下一
站：小林村。原本想利用兩小時的車上
時間，整理第一站的照片和文字，不過
我很快意識到這不是個明智的主意。蜿
蜒蛇形一路向上的山路，讓人頭昏腦
亂，多看兩眼電腦屏幕，早餐便在胃裡
翻騰起來。我只得合上電腦，和同行們
一起繼續「補覺」。

抵達小林村已是中午11時30分，高雄
當天氣溫已經逼近33度，正午時分氣溫
升至最高。頂着烈日在小林紀念公園追
拍後，由於車隊過長，不在維安範圍內

的媒體車無法及時接駁，記者們不得不
背着大小器材往1公里開外的五里埔小林
重建社區衝。

張志軍在小林村的空地上接受了記者
的群訪。畫面中看起來，站着的工作人
員汗如雨下。大家看不到的是，為後排
攝影機讓出鏡頭，或蹲或跪伸着胳膊錄
音的文字記者如我，膝蓋已被地面的高
溫烤得暗掐大腿。結束小林村訪問重新
登車趕往下一站杉林鄉時，記者們都在
車上猛灌礦泉水，連下兩瓶
都沒有任何如廁感，真是不
忍多想身上水分流失速度。
■特派記者林舒婕高雄報道

會見在高雄的地標建築「小巨蛋」旁的漢來大酒店進行。張志軍談到，
很高興有機會到高雄市參訪，實地了解南部民眾的生活。此行希望與

台灣南部的鄉親多接觸、多交流，聽取大家對兩岸交流合作的意見和建
議。近年來，隨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不斷推進，包括高雄在內的許
多城市與大陸的城市交流日趨熱絡，去年兩岸民眾交往已達800萬人次。

搭建有效平台 分享發展紅利
張志軍進一步指出：「大陸的領導人也多次向台灣的朋友、同胞介紹自己
的看法，我們知道，台灣民眾非常珍惜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大
陸尊重台灣民眾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價值理念與生活方式。」
他提出，兩岸之間固然存在了一些挑戰、一些難題，但是與65年來兩岸
所走過的道路、所遇到的挑戰和難題相比的話，可以說，所有客觀公正的
同仁都應該看到這一點，就是兩岸關係是朝着正確方向邁進，兩岸主流民
意贊成和願意看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繼續下去。
張志軍表示，在兩岸關係發展的進程中，如何讓更多的民眾分享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紅利，這是需要進一步去了解、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包括台灣
南部廣大基層民眾的意見，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找出更有效的辦法、搭建
更有效的平台來逐步解決這些問題。至於兩岸之間
不只存在了地理上的距離，也存在心理上的距離，
「我們認為還是應該鼓勵兩岸之間多交流。」

蔡英文：望有兩岸跨黨派互動
陳菊向張志軍介紹了高雄市政建設，並感謝張志

軍去年協助促成兩岸城市交流，使多名大陸城市市
長得以參加在高雄舉行的亞太城市會議。雙方就加
強高雄與大陸的交流合作交換了意見。
作為此行中唯一與張志軍會面的民進黨地方首
長，陳菊在會面中提到，台灣的發展過程很艱辛，
希望大陸方面理解並尊重台灣社會的多元表達。
據中央社報道，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昨日表示，張
志軍與陳菊會面是促進兩岸更廣泛了解的重要起
步。「希望未來兩岸間能有更多不設政治前提、跨
越黨派及不同階層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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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莫拉克風災，高雄市甲仙鄉小林村慘遭
滅村，462名村民遭突然爆發的泥石流活埋，
「小林村」一度成為台灣悲傷指數最高的代名
詞。張志軍昨午赴小林村參訪，由村民代表毛瓊
荻擔任嚮導，一同向遇難者致哀。
災難發生後，時任海協會副秘書長的馬曉光為
賑災赴台，代表海協向小林村捐贈3萬美元，但
赴災區探望計劃因故未成行。當時，大陸各界也
為台灣捐款21億多新台幣（約5.44億港元），
其中1.4億港元用於修建小林村附近的火山橋野
溪。張志軍此行專程前往位於偏鄉的小林村，了
卻了當年的心願。
在小林紀念公園內，張志軍與村民來到安放往生

者牌位的小林公祠前，雙手合十，向遇難者致哀。
在毛瓊荻的引導下，張志軍在眺望台遠眺小林村舊
址。「是那個方向嗎？」張志軍輕聲問道。
「對，就是您看到的兩處山坳中間。」由於不忍
看到親人支離破碎的遺體，倖存村民決定不開挖
泥石流掩埋處，替之以紀念公園的方式緬懷親人。
毛瓊荻在銘牌牆前，忍不住落淚，張志軍拍拍
她的肩膀，鼓勵她勇敢迎接新生活。

川震受災童書信共勉
張志軍及後到災後重建遷址之一的「五里埔小

林」看望居民，送上由居住在大陸的台胞眷屬與
36名繡娘共同製作的羌繡《兩岸同心 守望相
助》，以及為四川地震受災孩童轉交書信，信中
寫道：

「當512汶川大地震爆發的瞬間，我們手足無
措……來自四面八方的援助來了，那些令我們陌
生、又親切的台灣親人們也來到我們身邊，為我
們搭建臨時板房，讓我們順利渡過那段艱苦的日
子，後來又幫助我們在廢墟上，重建美麗的校園
與家園，真是災難見真情。你們
在危難時期的愛心，我們永遠謹
記在心。」
■特派記者 林舒婕 高雄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特派記
者林舒婕高雄報道）兩岸
農業領域合作發展迅速，
張志軍昨午走訪高雄市杉
林鄉時透露，兩岸正就簡
化台果登陸的檢驗檢疫程
序，未來有希望將兩次檢
驗檢疫減少到一次，即直
接以台灣方面的相關文件
即可在大陸放行，提升台
灣水果的新鮮度。

與果農同摘木瓜
杉林是山區客家莊，張志軍在瓜農的陪同下，彎了腰進入了網

室木瓜園，與瓜農一起摘了一顆木瓜，也蹲下來了解台灣木瓜彎
曲技術的步驟與方法。張志軍表示，過去他也曾經在大陸黑龍江
有務農經驗，在木瓜園裡，他當場詢問木瓜成長的環境，還特別
詢問了產銷管道。他表示，聽到不少反映稱，雖然收購價格愈高
對果農愈好，但中間流通環節部分，也希望要有合理利潤，然
而，似乎要比生產者的利潤還要大，在大陸販售的價格也高。
張志軍向果農承諾，大陸主要是收購台灣產能過剩的水果，會

適當控制總量。蕭俊漢則向陪同參訪的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提
出，部分台灣沒有種植的水果，如蘋果，完全可以向大陸進口，
而無需繞道韓國、日本、新西蘭。

■張志軍參訪木瓜果園，與果農見面。
新華社

陸擬簡化台果檢疫程序

張志軍（左三）到高雄佛光山拜會星雲大
師（右三），許願希望兩岸以親情與智慧化解心結。星雲大師致贈一筆字書法「從善如
流」。右圖為張志軍與佛光大佛。 ■新華社/中央社

晤星雲大師 為兩岸許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張志軍昨
晚與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高雄西子灣沙
灘會館舉行茶敘，這是張志軍訪台期間雙方
第二次會面。「張王二會」日前對兩岸兩會
互設辦事處納入人道探視功能達成共識，雙
方也同意研究台灣爭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
定（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的議題。
張志軍茶敘後先行離開會場，他在場外受

訪時表示，王郁琦在會中向他介紹台灣社會
有關情況，他也向王郁琦介紹這幾天參訪的
印象。張志軍說，雙方都認為，下一步要做
的事是把第二次兩岸事務首長會議的共識落
實，讓成果真正匯集於民眾。

張王茶敘 冀落實共識

■張志軍前往高雄義守大學，與學生代
表面對面座談半小時，其中包括13名台
生、7名陸生。有學生向張志軍致贈高
雄美景相片集。 中央社

■■高雄民眾在高鐵站內歡迎高雄民眾在高鐵站內歡迎
張志軍到訪張志軍到訪。。 中新社中新社

■張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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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軍張志軍((左左))與陳菊在高雄會與陳菊在高雄會
面面，，互相握手致意互相握手致意。。 路透社路透社

在高雄市杉林區與
當地農戶座談行程，
原定只有 40分鐘，
不過張志軍對果農提
出的問題十分重視，
超出原定時間不少。
就在張志軍即將離開
時，一位果農拿着帽
子上前：「主任可以
留 下 大 名 與 日 期
嗎？」其他果農們見
狀，一個接一個遞上隨身戴着的帽子，一時間張志軍面前的帽子
堆成了小山。
坐在張志軍身邊的果農何先生找遍全身，也沒找到合適簽名的

物件。「張主任，您可以簽在我的斗笠上嗎？」張志軍認認真真
在斗笠上簽下名字，一面簽字一面有感而發：「越
進入台灣社會，越發覺民眾非常淳樸、友善與熱
情。」何先生接過斗笠，開心地表示要帶回家中收
藏。 ■特派記者林舒婕高雄報道

■張志軍為果農在斗笠上簽名。 林舒婕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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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農淳樸熱情 遞帽索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