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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競總成立 藍天王齊撐
馬王洪等人「回家」現場萬民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民黨台灣「2016年大選」候選人朱立倫

競選總部昨日成立，活動主軸以「入厝」方式歡迎黨員溫馨回

家，現場湧入近萬人。除朱立倫外，黨內大老都到場力挺，呈現

大團結局面，現場支持聲不斷。最後一眾藍營天王齊上台，進行

「ONE TAIWAN」啟動儀式。

朱蔡表態支持陸生納健保

陳德銘賞陶藝木雕讚有特色

三黨參選人明首同台 與青年暢談未來

陳稱對「大選」原則上只觀不參

■ 90 歲高齡
「竹南蛇窯」
的創辦人林添
福（左）示範
手拉坯，寶刀
未老的功力讓
陳 德 銘 頻 讚
「不簡單」。
陳還不時鼓掌
表示林添福技
藝精湛。

中央社

兩岸四地近60詩友聚首海口

東北首家台印象館長春登陸

■國民黨「2016大選」參選人朱立倫（上左2）與副手參選人王如玄（上右2）台灣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昨日舉行，馬英九（上左）等藍營重要人
物均參與此次活動，並一起高喊凍蒜（當選）。其中，「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下右二）更是首度公開出席支持朱立倫活動。 中央社

■大陸東
北首家台
灣印象館
昨日在吉
林省長春
市開幕。

中央社

據中通社報道，距離台灣「2016年大選」僅剩下40多天，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昨日盛大舉行。台灣「正、副總統」馬英九、吳敦義，台灣「立法院正、

副院長」王金平、洪秀柱，「前副總統」蕭萬長，前黨主席連戰、吳伯雄等一
眾黨內重要人士都出席力挺朱立倫。
朱立倫在接近中午時刻，與副手王如玄在眾人的歡呼下進場。朱立倫強調，

台灣最主流的力量就是溫和、理性、中道的力量，希望社會安定和諧。年輕人
共同的期待是台灣經濟趕快轉型，更重要的還有一個信念，就是兩岸要和平、
下個世代要共同合作。他指出，國民黨的選情比較低迷、困難，但看到民主進
步黨驕傲的身影，稱等着勝選，他呼籲期待兩岸和平的朋友，一定要站出來共
同努力。
黨部為每位回家黨員準備一道入厝應景佳餚，搭配吉祥話，慶祝總部啟用圓

滿。馬英九送上紅粿與湯圓，祝福鴻運當頭、圓圓滿滿，他表示，看到這麼多
人，感到朱立倫氣勢都起來了，他呼籲民眾下定決心，選讓兩岸和平、支持
「九二共識」的「總統」。

洪首度公開為朱立倫加油
近日因與朱立倫「破冰」成為焦點的洪秀柱，受邀擔任競選總部顧問團總團長，
她當日也送上蘋果給朱立倫，希望選舉平平安安。
洪秀柱非常感謝過去幾個月大家對她的肯定及照顧，很抱歉努力不夠令選情低
迷，但她強調，黨有難，她承擔，當大家站在台上，就沒有個人得失，沒有計較，
不為任何位置，而是為了大局，呼籲支持者忘掉過去，一起為兩岸和平及台灣未來
努力，支持國民黨提名的朱立倫。這也是洪首次在公開場合為朱立倫加油。

「我們是打不倒的國民黨」
擔任競選總部後援會總會長的王金平，也帶來象徵「好彩頭」的菜頭粿祝

賀。王金平表示，檢視一下陳水扁時代的施政結果，大家非常不滿意，由這些
人繼續執政，大家會有信心嗎？所以選對的人非常重要。唯有國民黨執政，兩
岸才能繼續和平，並開放市場、加入區域經濟組織。
競總主委胡志強則說，最近多了兩個綽號，有人叫他「胡5秒」及「胡工

頭」，因為他認為國民黨已到危急存亡之秋，因此朱立倫一開口，5秒鐘就答應接
任競選主委，而也有人說怎麼會在一個像工地工寮的競選總部努力。他說，重要
的不是工寮般的競選總部，重要的是要蓋一個漂亮大廈給台灣，最後他帶領大家
喊義無反顧、全力以赴、迎向勝利，並高喊「我們是打不倒的國民黨」。
朱立倫競選總部設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旁的停車場，基於安全考量，朱立倫和

副手王如玄不會進駐辦公，主要用於舉辦活動或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2016年大選」進入6
周倒數階段，為搶攻更多的青年選票，中國國
民黨「總統」參選人朱立倫、民進黨「副總
統」參選人陳建仁和親民黨「總統」參選人宋
楚瑜明日將與台灣青年學子暢談青年政策。民
進黨「2016大選」參選人蔡英文則以「另有行
程」回絕。
據中通社報道，由台灣7所大學學生會主

辦，以及近40所大學學生會協辦的這場對談活

動，由於3黨參選人都有出席，也成為另一種
形式的「總統」級政策辯論會。主辦單位預估
明日現場將有2,500位青年與會，主持人將會
向候選人發問，並且各追問一次，最後會有半
小時的Q&A時間，現場共抽3題發問作為結
尾。
主辦單位昨日公佈青年代表將提出的5大問

題，其中涉及高等教育的本質，應對論文產業
化，青年就業時薪低狀況，青年居住的問題，

及稅制不公、退休制度和年金制度。而對談的
目的，是希望台灣地區未來的領導人正視青年
所面臨的問題，如教育、就業、居住等議題，
讓青年在政治的場合上得到社會的注目，同時
呼籲在學的學生關心社會與未來的環境。
此前朱立倫質疑蔡英文本人不親自出席，是

否不夠尊重青年。蔡英文表示，請副手去不代
表是不尊重年輕人，她認為不能用簡單的邏輯
來看這件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德銘昨日到苗
栗縣參訪竹南蛇窯及三義木雕博物館，陶藝與木雕都是當
地特色工藝，陳德銘表示，兩者「很有特色」，老中青世
代傳承也各有風格。
據中央社報道，陳德銘率大陸海協會參訪團來台，昨日

進入第6天，上午先後參訪位於苗栗縣竹南鎮的「竹南蛇
窯」及三義鄉「木雕博物館」；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
局長邱蓬新全程陪同。
「竹南蛇窯」創辦人林添福精通「採土」到「造窯」的

各種技術，40多年前率領多名師傅親自造模、印土磚，打
造23米長的蛇窯，目前長度為20米，是台灣少數殘存的蛇
窯中，保存最完整、且能繼續燒製的傳統蛇窯。蛇窯第2
代窯主林瑞華傳承父親的技藝，並鑽研高溫柴燒，開啟
「釉母」陶藝的新境界，曾創下世界最高溫柴燒紀錄。
陳德銘對蛇窯結構、製陶方式充滿好奇，一邊品嚐東方

美人茶，一邊與林瑞華深入討論柴燒、電燒差異及高溫產
生的各種變化。他說，蛇窯和大陸的龍窯類似，只是大
小、長短不同，對於窯主林瑞華用更高溫度，使陶釉化學
物質產生不同變化，「這種探索很有意義」。

為人瑞拉坯鼓掌
90歲高齡的林添福還現場示範拉坯，動作十分沉穩，不一會

兒功夫就完成一件茶碗粗坯；陳德銘時而站立、時而屈膝蹲在
對面仔細觀看，頻頻稱讚「不簡單」，還拍手替林添福鼓掌。
陳德銘一行人接着轉往三義木雕博物館參觀，三義早期

是木材集散地，逐漸發展為台灣木雕重鎮，木雕館是島內
唯一專以木雕成立的公立博物館，負有台灣木雕傳承發揚
與創新等重要使命。
陳德銘緩步欣賞館內作品，看到一尊自在觀音像，特別

停下腳步細細端詳雕工、神韻，並先後與工藝家柯錦中與
木雕大師楊永在討論木雕工藝。陳德銘說，看見工藝的傳
承，老一代雕刻的傳統作品非常精緻，新的一代則有文化
創意，「很有特色」。

香港文匯報訊 海協會會長陳德銘昨日說，「『大
選』是台灣的政治生活」，原則是觀察但不參與。
據中央社報道，陳德銘先到魚池鄉澀水社區參訪茶
農、在陶坯留下簽名、品日月潭紅茶，再到朝霧碼頭
搭乘遊艇欣賞日月潭、聆聽導遊介紹湖邊景點、品嚐
茶葉蛋，行程結束後，在碼頭接受媒體訪問。
媒體提問，台灣汽車產業關心整車輸入大陸及降
關稅議題等，陸方是否會有善意回應，給出優惠。

陳德銘笑說，「你應該知道我的答案」，不能公佈
談判內容，但汽車零附件是談判重點之一，整車是
整車的政策，汽車零附件是汽車零附件的政策，陸
方會釋放善意。
記者提問，這次訪台是「大選」前兩岸重要交

流，如何定位這趟旅程？有無達到預期效果？陳德
銘說，這次會面早已敲定，「大選是台灣的政治生
活」。

香港文匯報訊 以「詩意中國」為主題的2015
兩岸詩會昨日在大陸海南省海口市開幕。在上午
的論壇中，著名詩人鄭愁予等來自海峽兩岸、港
澳的近60位詩人及社會名流，就傳承發揚中華詩
歌文化傳統和當代詩歌美學建構等進行探討。
據中新社報道，詩會期間，鄭愁予表示，希望

兩岸的青年詩人以詩歌作媒介，表達對生活的寫
實、對美的展現。4日更恰逢鄭愁予八十二壽
辰，兩岸詩界友人共同為其慶生。而兩岸詩會發
起人、《詩刊》副主編李少君希望兩岸的詩人把
漢語詩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融合和創造，在
新詩百年之際創造新的高潮。
為期5天的2015兩岸詩會期間，還將舉辦2015

兩岸音樂詩會暨桂冠詩人頒獎典禮、「尋找海南
文化之美」采風活動、「詩歌進校園進課堂」和
捐贈書籍公益等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大陸東北第一家台灣印象館昨
日在吉林長春開門揖客，日月潭、誠品書店、鄧
麗君音樂角等場景化設計情境再現。官方介紹
稱，這是吉林省經營多年對台旅遊業務之後，全
新打造的又一個精品項目。
據中新社報道，走進台灣印象館，精美圖片、

影像和陶瓷器物一一展現，館內所有物品均來自
台灣，體驗者可在此了解台灣旅遊線路、品嚐台
灣特色食品。配上鄧麗君的音樂、高山茶的醇
香，讓體驗者彷彿置身台灣當地。
「這家台灣印象館，以旅遊為主線，在展示台

灣風光、風情的同時，將進一步促進長春市民對
台灣的了解。」長春市旅遊局長邵大明說。而長
春在台北的旅遊體驗中心也即將落成，將和台灣
印象館成為互動平台，為兩地旅遊業界交流搭建
橋樑。

■ 方 明
（中）等
人在進行
詩朗誦。
中新社

■朱立倫與蔡英文均表態贊同陸生納保，朱立倫更表示
不應以特定立場看學生是陸生還是外生。圖為兩岸學生
歡聚情景。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陸生納入台灣全民健康保險議題未能
通過，引發在台陸生熱議，政黨人士紛紛表態。中國國
民黨「2016大選」參選人朱立倫昨日表示，不要以特定
立場看陸生與外籍生；民進黨「2016大選」參選人蔡英
文也提到，要對所有外來學生在健保上的待遇一致。

收費應由「衛福部」評估
據中通社報道，朱立倫昨日上午出席活動時表示，最重

要是看付費的機制跟相對給付問題，而這也是大家可以取
得共識的問題，不要特定立場看他是陸生還是外生。
蔡英文當日也表示，陸生納保不是問題，民進黨也支
持，並認為要對所有外來學生在健保上的待遇一致。陸
生與其他外籍生在健保補助的問題上，應該有結構檢
討，從健保規定修訂解決，她希望能更根本處理，而不

是權宜修改兩岸相關法律條文。台北市長柯文哲則認
為，醫療保險是人權，基於人權，陸生納保是對的，只
要保費不同就可。
對此，台灣「教育部次長」陳德華重申立場，希望陸
生能和其他境外生一樣納入健保。至於保費要怎麼收、
政府補貼的比例，應由「衛生福利部」根據科學數據做
評估。目前外籍生納保，保費自付6成，政府補貼4
成。陳德華提到，整體而言，年輕學生身體較健康，根
據過去數據，繳交的保費多於使用的資源。因此要求境
外生全額自付，也不見得是公平的做法，必須由「衛福
部」評估。
台灣「立法院」11月27日原定針對陸生納入健保議
題進行處理，而台灣團結聯盟揚言杯葛，國民黨團因此
同意暫不處理，陸生納保案確定不會在本會期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