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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殺戮戰場已變繁榮商場
紀念金門戰役65周年 期許兩岸和平共榮

王金平黨籍案 藍提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九合一」地方選
舉進入倒計時，在上海市台協日前舉行的成立20周年慶典大會
上，上海台商協會會長葉惠德呼籲此間台商積極返台投票，強
調愈多台商投票，台當局與政黨就會愈重視台商權益。據稱，
上海台協已協調航空公司推出優惠機票，選前一周上海返台機
票將壓低至人民幣2000元（約新台幣1萬元）。
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國民黨大陸

事務部主任桂宏誠等均出席了當日的慶典活動。據悉，20年
來，上海台協從創始初期的143家會員發展到目前1300家會
員，涉及台資企業2千餘家。
葉惠德表示，「九合一」距離2016年「大選」僅一年多，

選舉結果影響持續，而台資企業發展與兩岸關係密不可分，
為了企業長遠發展，希望在滬台商11月29日務必回台投票。
專程赴上海的桂宏誠除代表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向上海台商表
達問候，也懇請台商下個月底回台，投下手中神聖的一票。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針對「立法院長」王金平
確認黨籍關係存在的訴訟案，高院9月底判決駁回，國民黨昨
日決定提出上訴。國民黨發言人陳以信強調，上訴目的並非針
對王金平個人，而是為避免政黨考紀制度崩潰，目的是要維繫
政黨政治正常運作。王金平晚間對此表示：「尊重、順其自然」。
陳以信指出，對國民黨而言，這場訴訟已成為「政黨考紀

制度保衛戰」，國民黨實有不能不爭的苦衷。他強調，外界
一直在呼籲「馬王合」的人，其實都忽略這些重要制度問
題。他表示，高院判決避重就輕，對實質問題並無墨，只
在程序問題上大做文章，結果所作判決，不了解政黨運作的
實況，判決嚴重妨礙政黨政治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媒報道，台海軍打算自製潛艇，並將在年
底完成設計，2年後動工建造。不過，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的
軍事專家強烈質疑台灣的能力，並稱「二流潛艇是水兵棺材」。
美國海軍軍令部長葛林納特、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最

近相繼證實，美國已與台灣就潛艇議題展開深入的對話。10
月初的美台防務工業會議上，台灣表達了潛艇自造的決心，
美方人士、尤其是防務業者，隨即展現了濃厚興趣。
不過，華府近日一場有關東亞潛艦競爭的研討會上，「傳

統基金會」專家成斌認為台灣既無經驗，技術也不足，他認
為，「世界上沒有比建造二流潛艇更浪費的事，這樣的潛艇
根本就是水兵的棺材」；另一智庫「戰略評估中心」的研究
員蒙哥馬利也認為，台灣與其投下巨資製造大型柴電潛艇，
不如以其他方式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採購或自造微型潛艇
或無人潛艇。

台擬自製潛艇
美專家諷「水兵棺材」

滬台協推優惠機票
吸台商選票

據了解，金門戰役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的一場
戰役，解放軍1949年10月攻下廈門後，渡海進

攻大金門，雙方戰況均十分慘烈。

「商機是最好的防務」
適逢金門戰役65周年，台軍方及金門縣政府特別
於21至22日期間舉辦多項戰地巡禮、敲鐘祈福及祭
祀典禮等活動。昨早紀念大會上，馬英九說，此刻

的金門，半個世紀前是殺戮戰場，他上任後將金門
變成和平廣場，金門廈門「小三通」後，金門貨運
量從2007年的31萬噸變成116萬噸；到金門旅遊的
陸客從32000人增加到148000人，和平廣場進而變
成繁榮商場，當金門充滿商機，就沒有人想打仗，
「這就是最好的『國防』」，未來當局會繼續協助
金門推動各項政策，讓金門鄉親共享兩岸和解帶來
的和平紅利。

他並表示，台灣未來一定會更加繁榮，兩岸也必將
邁向共榮之路，這是全體民眾共同的期待，也是台當
局未來努力的目標。
金門縣長李沃士、金門縣議長王再生呼籲，兩

岸要走向和平，世界要和平共處。王再生表示，
近年來金門大橋、兩岸通水等計劃都付諸行動，
希望實現大陸向金門輸電成為兩岸和平的另一個
里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及中通社報道，台灣軍方昨早在金

門擎天廳舉行金門戰役(台稱古寧頭戰役)65周年紀念大會。馬

英九致詞時指出，如今兩岸關係是60年來最佳狀況，金門已

從殺戮戰場變成和平廣場，再變成繁榮商場，如今沒有人想打

仗了。馬英九並期許兩岸邁向和平共榮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高鐵因面臨破產
危機，將於今日(23日)召開董事會討論財務改善方案，
全體股東預定減資六成約390億元（新台幣，下同）(約
99.5億港元)，並規劃私募、現增、全民認股等三階段增
資，增資總金額300億元(約76.5億港元)。

日均旅客不及估算一半
台灣高鐵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大的BOT（建設、經

營、移交）項目，台灣高鐵公司總投資約4800億元(約
1225億港元)，平均每公里造價近14億元(約3.57億港
元)。此外，台當局還為高鐵工程的規劃設計、購地拆遷

與相關配套工程另外支付了一千多億元費用。
按照最初的測算，在高鐵開通後幾年裡，可以達到日

均運送旅客30萬人次，但實際上搭乘人數只有日均12萬
人次左右，加之近年經濟形勢欠佳，多年來營運增長乏
力。2009年債務重組之後，台灣高鐵曾在2011年首度扭
虧為盈，此後盈利有小幅增長。但至今累計虧損仍有
500多億元(約128億港元)。
由於高鐵債務由台當局擔保，如果高鐵倒閉，債務由全

民埋單，平均每個台灣民眾需承擔1.7萬元(約4337港元)債
務。「交通部長」葉匡時曾表示，「高鐵是失敗的BOT
案」，希望高鐵即使破產，營運也不致中斷，要確保營運。■台灣高鐵面臨破產危機。 網上圖片

台高鐵臨破產 籌資300億救亡

■■到金門旅遊的陸客持續增加到金門旅遊的陸客持續增加。。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金門充滿商機金門充滿商機。。
圖為位於金門的亞圖為位於金門的亞
洲最大免稅商場金洲最大免稅商場金
湖廣場湖廣場。。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大學最後一年，他用一幅6米卷軸寫下
他的簡歷，將自己忙碌、充實的大學生活化
在筆下。」河南工業大學團委日前發佈微

博，稱該校大四學生馮紅顯，自製一幅約6米長的
簡歷，並且簡歷內容全部用毛筆手寫而成。
馮紅顯稱，這幅「創意簡歷」分別使用了草

書、篆書、行書等多種字體。他說，「簡歷不但
體現求職者的真實信息情況，還反映出求職者的
認真程度和求職態度。」
對於這種創意簡歷，有網友表示力挺，認為作

者將個人特長充分展現了出來，稱其書法才能
「秒殺」其他求職者；也有人並不看好，甚至質
疑作者是在「炒作」自己。對此馮紅顯說，「其
實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求職簡歷，只不過是對即
將結束的大學生活的總結，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
而已」。 ■本報記者 駱佳 河南報道

「等您回來」

賭徒浪子回頭 守護癱妻16載
�

大四生毛筆寫大四生毛筆寫66米長簡歷求職米長簡歷求職
河
南

夏安富8年前在廣州打工和工友發生
爭執，將對方砍傷致死，被判處無

期徒刑。妻子經受不住打擊，將孩子交
給夫家後再沒回來過。玲莉6歲上學時
始從伯母孫尚菊口中得悉爸爸媽媽的
事，她說：「我想去看看爸爸。」

父親回信 叮囑遵紀守法
在玲莉珍藏的信件盒裡，一封和爸爸

往來的信件寫：「爸爸您做錯了事，
被警察叔叔帶走，也帶去了我的思念，
更帶走了所有的希望和快樂，留給我
的，是無盡的思念與難過。希望你好好
改造，爭取早日回來。」儘管玲莉寫的
信錯別字很多，有些語句銜接不上，但
字裡行間飽含深情。
夏安富回信表示，因自己的錯導致妻

離子散，愧對所有親人。看到女兒來

信，對生活重新燃起希望。
「孩子，看到你的來信，爸爸倍
感溫暖……希望你認真讀書，遵
紀守法。」
「爸爸您一定要認真改造，無論

歲月多麼漫長，女兒一直等您回
來。」玲莉寫給爸爸的信，內容基本
是每個月學習和生活情況，結束語全都
是對爸爸的鼓勵和思念。
江南街道工作人員針對玲莉家特殊情

況組成幫扶小組，「小玲莉給爸爸寫
信，思念之情得到釋放，同時促進夏安
富積極改造。」
夏安富本以為女兒無人照料，沒想到

一直有好心人默默幫助，幫她報了戶
口、減免學費，還領了低保救助金。當
他得知這些號啕大哭，為了爭取早日出
獄，積極勞動改造。由於表現好，獲得

一次又一次減刑機
會。「我真是出乎意料，萬萬

沒有料到，我這樣一個犯罪的服刑人
員，我的家人不但沒有受到歧視，反而
得到這麼多人的關心，我一定好好改
造，早日出獄，為女兒撐起父愛的天
空，報答好心人……」

浙江寧波64歲的陸永芳照料
癱瘓在床的妻子施惠珍16年，溫
馨的畫面，讓人感動。但沒人會

想到16年前，他卻是一個沉迷賭博，夜不歸宿
的丈夫。
陸永芳年輕時在生產隊裡開拖拉機，當時工
作忙，加上喜歡賭博，常常不回家，兩個女兒
就靠施惠珍一個人照料。老伴20年前被診斷為
「頸椎第一節脫位壓迫血管和神經」，身體癱
瘓後，陸永芳便陪她四處奔波看病。直到那
時他才戒了賭博，寸步不離地守在老伴身邊。
「老太婆現在全身癱瘓，只有右手稍稍能動，
給她穿衣服可不容易，女兒和保姆都吃不消，
只有我知道怎麼穿才不會弄疼她。」

妻慶幸嫁對人「這輩子值了」
由於神經受到壓迫，施惠珍不能很好地控制

大小便，陸永芳一天最多要替老伴清洗三四
次。為免老伴躺久了渾身酸痛，陸永芳需要每
小時為妻子翻一次身。「這麼多年他沒有一個
晚上睡過囫圇覺。」施惠珍顯得愧疚和心疼。
施惠珍感慨說，她與陸永芳的婚事完全是父

母之命。「當年他又瘦又小，我見了並不十分
喜歡。但是，那時我才16歲，什麼都不懂，只
能聽從父母的。如今想起來，我很慶幸嫁給
他，有這樣一個不離不棄的丈夫，我這輩子值
了！」

■本報記者 周方怡 寧波報道

河北平山人、48歲的王志亮早前打
算重修家譜，無意間發現已故爺爺王錦
雲留下的一個布包袱中，有一張抗戰期

間發行的「抗戰股票」。王錦雲1939年為
了支援抗戰，打擊日本鬼子的經濟封鎖，在
家庭困難的情況下，拿出兩塊銀元購買了一
股當時邊區政府信用合作社發行的股票。
王志亮說朋友們看到這張股票，都笑稱自
己是大股東，並問自己能分多少紅。「我自
己也開玩笑說中國人民銀行有我們家一股，
支援抗戰我們家也出過「大力」。現在看到
這張股票，就能感受到當年「一寸山河一寸
血」的抗戰熱情，希望能找到這方面的專
家，讓這張「抗戰股票」發揮更大的作用。

■本報記者 張帆 石家莊報道

「「抗戰股票抗戰股票」」重現重現 後代笑稱後代笑稱「「大股東大股東」」
河
北

99歲女每月一信感動獄中父歲女每月一信感動獄中父
「無論歲月多麼漫長，女兒一直等着您回來。」重慶長壽區9歲女孩玲

莉，每個月都會給獄中的爸爸夏安富寫信，匯報學習生活情況，

鼓勵爸爸好好改造，爭取早日出獄回家。服刑中的夏安富

因為女兒的信對生活重燃希望，「孩子，看到你的來信，

爸爸倍感溫暖」。 ■《重慶晚報》

■玲莉將給爸爸
的信投入郵箱。

網上圖片

■陸永芳抱着癱瘓的妻子。 網上圖片

■馮紅顯展示其6米長的
毛筆字簡歷。 網上圖片

■抗戰股票。
被訪者供圖

魚鷹與漁翁
隨着時代變遷，廣西桂林

陽朔漓江上，划竹筏攜魚鷹
捕魚的僅存兩位分別80歲及
85歲的老漁翁，默默迎接黃
昏的到來和逝去。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