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民黨「2016大選」參

選人洪秀柱昨日到高雄鳳山區工協市場拜票，

數百名泛藍支持者夾道歡迎，至少有4個水果

攤販送上「包中」（包子粽子）和「旺來」

（鳳梨）討吉利。而對外界持續有「吳上洪

下」（副「總統」吳敦義上位，洪秀柱下）的

「2016大選」傳聞，洪秀柱昨日表示，國民

黨要團結，不必理會這些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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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柱高雄拜票獲贈包粽
倡議黨內團結 不必理會傳言

綜合報道，舊稱「工協市場」的鳳山共同市場旁邊就
是眷改住宅鳳山新城，民眾多為泛藍支持者，昨日

一早就有人在場揮舞旗幟等候，10點多洪秀柱車隊抵
達，她一下車就受到熱烈歡迎，民眾搶着和她握手，還
有人當面稱她是「國民黨的聖女貞德」。

三度站上茶几致意
洪秀柱先到市場內的廟宇上香，然後在國民黨籍市議
員劉德林、李雅靜、台鹽董事長楊秋興、國民黨鳳山區
「立委」參選人黃璽文陪同下繞市場拜票，由於她身形
嬌小淹沒在人群中，因此幕僚抬出長形茶几，三度讓她

站上茶几說話並向群眾揮手致意。洪秀柱展現十足誠
意，到每個攤位均一一握手寒暄，光是繞市場四分之一
圈就花了1個多小時。
洪秀柱還參加了玄門總會舉辦的高雄氣爆祈福法會。

台鹽公司董事長楊秋興、國民黨籍「立委」被提名人郭
倫豪都到場陪同。
媒體會後提問，造勢場合有許多「立委」參選人來參

加，是否開始有母雞帶小雞的效果？洪秀柱說，「立
委」心中自有評價，她還是秉持一心，除了自己要努力
衝出一片天，更期盼所有提名「立委」都能順利當選。
因為「立法院」過半與否對未來執政會有很大影響。
至於媒體報道國民黨謠傳「吳上洪下」（吳敦義上
位，洪秀柱下）的傳言，洪秀柱表示，國民黨內要團
結，有的聲音也許不是自己內部產生，所以不要理會。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行政院」發言人孫立群昨日
表示，課綱微調引發爭議，「行政院長」毛治國請
「教育部長」吳思華繼續與社會各界用心溝通立場不
變。至於「立法會」是否召開臨時會處理課綱微調
案，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賴士葆說，雖未正式統
計，但感覺黨團成員不想開的人較多。

「立院」臨時會或「胎死腹中」
據中通社報道，「教育部」表示，吳思華今日將與
「反課綱」微調學生代表對談，參與對談的學生對象
不設限。
至於「立法院」明日召開委員談話會決定是否開

臨時會，孫立群說，「行政院」尊重「立法院」，

如果有需要，將請「教育部」向「立法院」提專案
報告。
對於「反課綱」學生及綠營所盼望的臨時會可能在

明日的談話會「胎死腹中」，「立委」王育敏昨日受
訪時表示，爭議點已經逐漸釐清，沒召開臨時會的必
要。「立委」廖正井也反對指出，立法不該干涉行
政，也不該替「教育部」「擦屁股」。「立委」廖國
棟則表示，在委員各奔東西下，臨時會召開的機率很
低。
賴士葆說，雖然還未正式調查，但他感覺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成員中，不想開臨時會的人較多，認
為課綱微調是「行政權」，「立法院」開臨時會通過
僅具「建請」性質的決議案「有點開玩笑」。

台當局籲課綱爭議多溝通

■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右）、大同大學校長何明果（左）
等數所大學院校校長昨日發表聲明，支持「教育部」提出的
新舊課綱並行方案，呼籲政黨善用力量讓爭議回歸理性討
論。 中央社

陸委會：
陸客中轉未掛鈎航路優化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陸委會昨日表示，正積

極與大陸方面溝通大陸旅客來台中轉議題，航
路優化是不同於大陸旅客來台中轉的另一個議
題，兩項議題的商談互不掛鈎。
據中通社報道，陸客來台中轉指大陸方面的

國際航班以台灣為中轉站，可增加台灣的機場
流量，並延伸創造觀光服務業相關效益。今年
5月第三次主管兩岸事務首長會議「張夏會」
上曾達成共識，雙方同意年中實施陸客中轉。
而媒體昨日報道，陸客來台中轉卡在陸方不

願承諾具體實施時間，且希望將兩岸航路優化
問題掛鈎在一起談。報道並指出，由於陸客中
轉議題未獲突破，恐怕會影響台灣海峽交流基
金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第11次高層會談
舉行時間。
陸委會回應表示，大陸方面的確曾在商談陸

客中轉工作時，表達希望雙方適時就航路優化
等進一步便利兩岸人民往來措施進行溝通，但
台灣方面認為航路優化是另一個問題。
目前兩岸直航航班已達到每周840班，且未

來可能持續增班。陸委會表示，可依兩岸空運
補充協議的第一條「飛行航路」等規定，就現
有航路如何優化交換意見，不涉及直接穿越海
峽中線的問題；至於未來雙方將在什麼平台進
行意見交換，仍待後續溝通。

梅山追思畫梅大師蔣青融
香港文匯報訊 畫梅大師蔣青融今年4月底辭
世，享年95歲，嘉義縣梅山文教基金會為感念
他對藝文界、教育界的貢獻，昨日舉行追思
會。
據中央社報道，嘉義縣梅山鄉「晚晴畫室」

主人蔣青融，原籍湖南常德，1921年生，今年
4月29日逝世於斗六榮民之家，享年95歲。
蔣青融1949年跟隨國民政府赴台後，從事教

職，畢生熱愛畫梅。1962年因愛梅、畫梅而定
居嘉義縣梅山鄉，同時擔任梅山國中美術教
師。2010年11月，90歲高齡的蔣青融還舉辦
「九十華誕書畫傳承教育菁華展」，被藝文界
傳為佳話。梅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葉和榮表
示，1994年梅山文教基金會成立時，蔣青融為
了協助籌建會館，特地捐出畫作義賣；地方各
界在他辭世後，哀傷不已，因此在基金會館舉
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追思會。追思會
上，除了播映蔣青融生前紀錄影片之外，還展
出他生前的37幅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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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佛來山現罕見日暈四川佛來山現罕見日暈

河南省輝縣市七旬老人郭
池善演繹了一段現代愚公的
故事——14年獨自建造了一
座長40米、寬6米、高12米
的石拱橋，這座橋被鄉親們
尊稱為「一人橋」。
據郭池善老人介紹，「一
人橋」由大小逾5萬塊石頭砌
成。在橋頭的一側，原本是
一座石頭小山，擋住了村民通往外界的路。
現在，它被郭池善老人鑿平了一半，這鑿下
的石料，成為老人修橋的原材料。

移山建橋 造福後代
1994年，郭池善決定回老家修橋，打通村

口到山邊的公路，讓村裡四五十口人少繞幾
百米崎嶇的山路。「一家五口人在城裡住得
好好的，回山溝裡修橋幹啥？」妻子宋蘭榮
不解。郭池善沒動搖：「我修多少算多少，
給後人留條路，算沒白活。」此後，逢星期

天他就會來到村裡鑿門口的山，退休後更是
直接搬回山裡專職修橋。郭池善說，整個工
程都是他自掏腰包，將積蓄都用在了購買工
具上，和老伴沒少慪氣。「前前後後花進去
兩萬多塊錢吧。」
2007年，橋正式通行，村裡人都很佩服

他。今年5月，郭池善又自己出資購買了橋
體上的護欄。「現在橋面上還有許多不平整
的地方，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有朝一日能把橋
面整得像柏油馬路一樣平整。」

■記者 孫芳芹 河南報道

7月31日傍晚，因大風和強對
流雨，四川省長寧縣佛來山景區
8月 1日中午出現了罕見的日
暈。

據了解，日暈是日光
通過雲層中的冰晶時，
經折射而形成的光現
象，呈彩色，環形圍繞
太陽。日暈是一種比較
罕見的天象，有全暈圈
和缺口暈。此次出現日
暈的佛來山屬於「國家
AAA 級旅遊景區」、
「全國農業旅遊示範
點」，其森林覆蓋率達
80%以上，以盛產梨、

李、櫻桃等水果著名。
■記者劉銳、

實習記者張文竹四川報道

日本遺孤著回憶錄
讓日人了解中國人善心

當代愚公14載建「一人橋」

昨日，四川成都大熊貓基地的熊貓「晶晶」、「思
緣」各誕下一對雄性雙胞胎。「晶晶」幼崽出生體重
分別為171.5克、163.5克，「思緣」幼崽出生體重分
別為174.1克、180.4克。大熊貓幼崽各項體徵良好，
活潑健康。截至目前，成都大熊貓基地今年已成功繁
育大熊貓5胎9仔。 ■文 / 圖：中新社

新生熊貓

山東省沂源縣近日在重修當地
抗戰史時，發現一處葬有267名
抗戰陣亡將士的陵墓。據史料及
陵墓殘存的碑刻記載，安葬
其中的將士大部分為1941
年2月27日，同進犯沂源縣
石橋鄉黃墩河一帶的日軍進
行戰鬥，而捐軀的國軍51
軍將士。
這片陵園位於沂源縣石橋

鎮龍官莊村口西南角，目前
已是一片逾兩畝的楊樹林。
據記載，當年中日軍隊交
火，重傷 300 多人，陣亡
267人。1943年，國民政府
興建陵園，將陣亡的將士安
葬在此。目前，山東省政協

委員董方軍及一些公益人士，正
在積極推動陵園的修復重建。

■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

山東現山東現267267陣亡將士墓陣亡將士墓

「結婚離婚，不過九蚊」，這
句俚語在廣州已成為歷史。本月
起，新老廣州人都可以一文不花
便能把老婆娶回家。記者從廣州
市民政局獲悉，結婚免費首日，
新人辦理結婚時不需再付9元的

結婚證工本費。據
悉，廣州實施婚姻登
記免收證件工本費
後，其相應補貼也將
由各區財政承擔。
除了結婚免費，離

婚手續的9元工本費
也同時取消。據介
紹，新版離婚證書中

每頁都有中國傳統「囍」字樣水
印。離婚證「變臉」，反映了社
會觀念的更新，離婚不能簡單地
認為是一種不幸，而是新生活的
開始。

■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廣州結婚離婚一分不花廣州結婚離婚一分不花

他叫陳慶和，也叫李成林、趙成林，日文名字是中島幼八。作為一名日本遺孤，他在70歲

高齡之際完成回憶錄《何有此生》，並掏出養老金在日本自費出書。如今，這本書的中文版

由三聯書店在中國出版發行。73歲的老人在首發式上鄭重鞠躬說：「謝謝中國！」

■中新社

1942 年生於東
京的中島
幼八，一
歲時與父
母隨「日
本 開 拓

團」來到中國東北。抗戰後由中國養父母撫養長
大。之後一直從事翻譯工作，為兩國的交流服務。

「我和中國血肉相連」
1945年日本戰敗後，父親被徵兵不歸，當年冬

天食物匱乏，中島剛出生的妹妹不幸夭折，他的
生母在一個寒夜把餓得奄奄一息的中島託付給了
中國小販老王。老王用擔子挑着熟睡的中島挨家

挨戶尋找好心人。「這個小生命多可憐，我來
養！」一位名叫孫振琴的中國農婦收留了他。
中島仍然記得，「養母每天早上用手反覆輕揉

我的肚子，因為消化不良，我的肚子一直是鼓鼓
的。她再把吃的東西嚼爛餵我。經過她的精心照
料，終於把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了。」在養母撫
養中島的13年中，他們一起經歷了很多艱難時
刻，為了給中島一個戶口，養母將他放在工人趙
樹森家中撫養。

「日是祖國華是家鄉」
16歲歸國後，中島幼八一直惦記着中國親友。成年

後，他幾次回鄉看望他們，為去世的人掃墓。中島幼八
說，「日本是我的祖國，中國是我的家鄉，我身上流的
是日本人的血，長的是中國人的肉，血肉相連。」

「像我這樣的戰爭遺孤不少已經離世，再不寫
就來不及了。」中島說明自己寫這本回憶錄的初
衷，要用文字讓養父母和中國鄉親們的形象留下
去，這是我的一筆財產。
「必須用真實的故事打動人心，讓日本老百姓

知道中國人熱情、實在、心善，他們就不會相信
中國威脅論。」他說，自己是被中國老百姓養大
的，那些人本來就很窮苦，卻收留了他，就是純
粹的善良。「我這個日本孩子，對他們來說本是
敵對國家的後代，被他們拯救和撫養成人，這是
何等崇高的精神！」
談及此書，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表示，這是獨

一無二、不可重複的題材。其個人的經歷見證了
可貴的歷史，是非常可貴的第一手記錄，還原了
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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