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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加速
進行，大陸與韓國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即將完成，
而台灣卻停滯不進。《華爾街日報》昨日發表題為「台
灣自甘落後」的評論，直指「通過與大陸的協議是多元
貿易的第一步」。

對陸設障 孤立損競爭力
評論說，台灣領導人多年來警告經濟孤立有害競爭

力，現在，他們最擔心的情況可能已經成真；而抗拒更
自由貿易與經濟改革的後果，會越來越明顯可見。

大陸與韓國今年稍晚打算敲定的自由貿易協定，將賦
予大多數韓國產品零關稅進入大陸的優惠。由於台灣與
韓國都將大陸視為最大貿易夥伴，出口商彼此激烈競
爭，如果陸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會對台灣帶來問題。

台灣與大陸兩個經濟體緊密相繫，是無庸置疑的事
實。台灣對外投資中，有80%是對大陸投資，出口商品
中，也有40%前進大陸，但設立貿易與投資障礙不會解
決這種問題。

韓國已和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也有利他們加入TPP。
「如果台灣改寫過時的規定，放寬投資限制，不僅能增進島
內競爭力，還能顯示台北對加入TPP是很認真。」

《華爾街日報》：
台自甘落後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目前被囚的前「總統」陳水扁遭媒
體爆料指其出訪帕勞時以專機「空軍一號」運送4,000萬
元美金(約3.1億港元)出境、再將錢分批匯至美國洗錢一
案，台灣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偵組經過調查，並未查獲任
何陳水扁涉嫌洗錢的相關事證，昨日將全案簽結。

扁涉洗錢案查無實證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
2014年度大學考試入學
分發昨日放榜，錄取率
95.73% ， 為 近 5 年 新
高。全台共有5.26萬人
錄取成為大一新生，但
也 有 2,347 人 不 幸 落
榜。另外，今年亦有28
個校系沒招到足額的學
生，缺額 301 人近 3 年
來最高。專家分析指，
缺額除了因為少子化，
也因為這些學校地處郊
區不利招生，建議這些
學校要思考招生轉型。
據悉，香港的大學錄取
率平均僅18%，大幅低
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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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高雄市長陳菊昨日
在 災 情 會 議 中 宣
佈，為避免災民面
對漫漫訴訟長路，
市 府 將 偕 同 罹 難
者、傷者等災民，
對李長榮化工聲請
「假扣押(意指暫時
查封債務人之財產
並禁止其處分)」，
查封李長榮化工19
億 元 新 台 幣 （ 約
4.9 億 港 元 ） 資
產，避免業者規避
日後賠償。高雄市
政府法制局長曾慶
崇等昨日向地方法
院遞狀。

高雄氣爆 7 月 31 日發生，昨日臨近罹難者頭
七，國民黨中常會罕見變更議程，沒有安排

專題報告，也取消年底全台縣市長選舉造勢活
動，改由馬英九率全體中常委為高雄氣爆與澎湖
空難兩起事件的罹難者默哀1分鐘，接着發表簡短
講話。

馬英九表示，在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上，連續發
生令人心碎的意外事件，澎湖空難、高雄氣爆，這
是「台灣歷史上最悲痛的一次國殤」，他要以沉
痛、肅穆和不捨的心情，對罹難者表達最深的悼
念。

他說，然而，在重大傷痛的背後，我們也看到
「愛」奇妙的力量，相信每個人在氣爆當晚都和他
有一樣的感受，也就是所有台灣人的心都連在一
起，大家只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就是「天佑高雄，
台灣平安」。

馬英九表示，自從高雄發生氣爆的那天開始，所
有台灣人，無論是在海內外、什麼族群、支持哪個
黨派，每個人都在為高雄擔心、為高雄祈禱，每個

人的心裡面在那一刻，「每個人都是高雄人，這就
是台灣人善良的天性」。

綠藉「救災」杯葛審自經區
據中通社報道，「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昨日加開

臨時會，聯席審查「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草案，
但在民進黨「立委」抗議杯葛下，會議只開30分鐘
就草草結束，自經區條例又拖過一天。

經委會主席黃昭順首先宣佈為高雄氣爆事件死者
起立默哀1分鐘，場面肅穆。繼而介紹各官方單位代
表，宣佈自經區條例逐條審查；但台下的民進黨
「立委」則抗議聲連連，稱「現在都什麼時候了！
還在這裡逐條審那什麼東西」，並蜂擁衝向主席台
登記要求程序發言。

民進黨「立委」柯建銘其後稱收到高雄災區突然
降雨的消息，表示災區路面有崩塌的危險，希望讓
各委員能盡快回到崗位協助救災。黃昭順得知後，
立即宣佈散會，整場會議只進行了約30分鐘就草草
結束。

馬：傷痛會過去
為空難氣爆默哀 頭七藍營取消選舉造勢

香港文匯報訊 台
灣近來接連發生澎湖
空難、高雄氣爆釀成
嚴重傷亡，馬英九昨
日在國民黨中常會中
帶領默哀，並強調
「再大的風雨終究會
平息，再深的傷痛也
要過去」，希望全體
同胞相互扶持、走過
傷痛，在災難中看到
希望，祈求上蒼「天
佑 高 雄 ， 台 灣 平
安」。

■■民間團體為罹難者默哀民間團體為罹難者默哀。。中央社中央社

■■空難倖存者李小妹空難倖存者李小妹（（前右前右22））昨日昨日
出院出院，，獲院方歡送祝福獲院方歡送祝福。。 中央社中央社

■■陳菊陳菊（（前前
右右））為兩名失為兩名失
聯消防員上聯消防員上
香香，，下令下令「「任任
務 完 成 歸務 完 成 歸
隊隊」。」。中央社中央社

■■搜救人員繼續冒雨在土礫中找尋兩名搜救人員繼續冒雨在土礫中找尋兩名
已核發死亡證的失聯消防員已核發死亡證的失聯消防員。。 中央社中央社

■獲台大醫學系錄取的2名女
學生。 中央社

■■馬英九對氣爆馬英九對氣爆
和空難發表講和空難發表講
話話。。 中央社中央社

天佑台灣

餓了就吃，累了
就睡，也許是不少
人的理想生活。包

（頭）茂（名）高速公路湖南段
日前有一名男子因為「累了」，
就在公路隧道口掛起吊床酣睡。
該名王姓男子把一輛麵包車
停在應急車道，吊床一頭掛
上車身，一頭懸在鐵柱，無
視不時呼嘯而過的大貨車呼
嚕睡去。

高速交警巡邏至此，訝異
於王男「怎麼能在這麼危險
的地方睡覺？」，交警叫醒
男子並將其勸離，他還很委
屈，「我在貴州做房屋補漏
生意，賺不到錢，準備回安

徽老家，累了，在這兒睡睡。」
不少網友都發出「No zuo no

die(不作死就不會死)，why you
try?」的感歎，更有細心網友吐
槽，「看路邊的鞋子，他竟然還
是穿拖鞋開車。」 ■■華聲在線

尋債主13年

廝守七十載 夫妻同日化蝶

■「立秋」將至，中國民間當日有吃西瓜、吃秋桃等「啃秋」的習
俗，以表達「啃下酷夏、迎接秋爽」的祈願。圖為江蘇省兩位老人吃
西瓜「啃秋」。 中新社

�

吊床男睡高速吊床男睡高速 「「因為累了因為累了」」

啃秋

「願得一人心，白首不相離。」
湖北武漢年近九旬的夫婦程維學和
姚三姐，相濡以沫度過70載後，日

前在同一天離世。兩人前日一同出殯，上百名村
民自發送老人上山。他們葬在了一起，至死也沒
有分離，以一生詮釋何謂一輩子的相守。

四代同堂 憾無全家福
兩人58歲的獨子程漢華介紹，父母均出生於

1925年，照當地習俗，今年已90歲了。「父母
出生在同一個村裡，10歲就認識了，算得上青梅
竹馬，20歲左右兩人結婚，至今已風風雨雨走過

70載。」程漢華說，他的印象裡，父母對對方都
非常寬容，幾乎沒有拌過嘴，也沒有紅過臉。受
父母的影響，他結婚後，自己和妻子也少有不愉
快。

程維學夫婦有兩個孫子、一個孫女，還有一個
4歲的曾孫。據了解，孫子孫女都是程維學夫婦
帶大的，直到參加工作、甚至結婚生子，跟二老
感情都特別深。同樣，受二老影響，兄妹三人同
伴侶間也是和睦相處，相互尊重。長孫程燕軍
說，這就是他們的家風。現在一家四世同堂非常
難得，讓他們感到最遺憾的是，一家人還沒有照
張全家福。 ■■《楚天都市報》

因自家南瓜藤結出奇特的
「條紋南瓜」，家住湖北鶴
峰縣的胡義明，其菜園連日

來成了當地村民爭相觀賞之地，
甚至有村民稱見到了「最美南
瓜」。這2個南瓜呈圓球狀，體
積小於普通南瓜，直徑僅7及10
厘米，瓜身均勻分佈有10條金
黃色條紋，從瓜蒂至瓜臍將瓜身
分為10份。

胡義明接受採訪時稱，耕種這
塊田地時，除施了少許尿素、沼
液與火糞外，再沒用過其他肥
料。至於為何會長出奇怪南瓜，

胡義明表示並不清楚。下一步，
他準備把奇特南瓜晾乾做成裝飾
品留作紀念。 ■■中新網

變種變種「「條紋南瓜條紋南瓜」」惹圍觀惹圍觀
湖
北

「這是我當年借你的100元錢，

請收下。」在河南許昌市當保安的

楊軍甫，13年前借了5個工友共計

250元錢。為了還上這筆債，13年

來，他先後4次利用從福建到許昌

的機會，尋找過去借給他錢的恩

人。這份不在乎金額多少的誠信，

值得敬佩。 ■《大河報》

誠信男

更還恩情更還恩情還錢

■■一輩子的相守，盛載了多少寬容和關愛？
網上圖片

■■南瓜瓜身有南瓜瓜身有1010條金黃條金黃
色條紋色條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男子在高速隧道口掛吊床睡覺男子在高速隧道口掛吊床睡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楊軍甫楊軍甫（（左左））將一百元錢塞進將一百元錢塞進
屈順利的褲兜屈順利的褲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楊軍甫日前終於找到了其中的3位
工友(羅志勇、沈曉彬、屈順

利)，並將錢還給了其中兩位，剩餘的
兩位工友的下落，正在尋找之中。

「不還錢心裡不舒服」
當楊軍甫拿着100元遞給屈順利時，

屈順利雙手推脫着說：「這事我都忘
了。」見屈順利不要，楊軍甫將錢塞
進了屈順利的褲兜。「錢不錢不重
要，感情很難得。」屈順利感慨，楊
軍甫還錢時，他感到很溫暖，作為曾
經的同事、朋友，10多年來一直惦記
着這事，這讓人心裡酸酸的。

「不還錢，我心裡不舒服。」楊軍
甫說，「當初他們對我那麼好，當時
沒錢還，現在有錢了，就要還。」

財困幸獲5同事相助
39歲的楊軍甫，老家在江西。2001

年，他在許昌一超市當保安，當時一

個月工資才350元。楊軍甫說，這點工
資全部交給岳母當他一家三口的生活
費了，遇到和同事一起出去吃個夜宵
呀什麼的，就沒錢了，只好向同事們
借錢。

他清晰地記得，一共借了5位同事，
共計250元。其中2位同事每位50元，
1位100元，1位30元，1位20元。為
了日後還賬，他特意將賬目記在了一
個電話本上。

2002年初，他離開許昌，和妻子一
起到福建福州繼續打工。然而，借同
事們的這250元，卻沒有因為他這一走
而了之。

13年，時隔久遠，工作
單位變動不說，加上當時
的人又沒有手機，要尋找
曾經借給他錢的同事，談
何容易。但是，楊軍甫沒
有放棄。他動員老岳父以及兩個妻
舅，大家一起尋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