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浙江報道）一導遊微信公眾號
前晚發了一篇推文《驚了！寧
波遊客在日本拿走酒店馬桶
蓋，查證後酒店要求導遊寄
回……》。該文章迅速在網絡
發酵，閱讀量超過十萬，經記
者查證，該遊客戶籍地為浙江
台州，因為參加了位於寧波的
浙江東港旅行社的日本團，所
以被誤認為寧波遊客。據悉，
目前遊客已將馬桶蓋寄回日
本，並寫下道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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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浙江東港旅行社負責人介紹，文中的遊客
是一對「80後」夫妻，他們帶着5歲的孩子

參加了10月17日出遊日本的旅行團，搭乘的是
上海春秋航空公司的包機。當晚入住名古屋一間
酒店，夫妻倆將雙人房的單人床挪到一起時，發
覺床底有一個盒子，以為是前一位住客遺落物
品，抱着貪小便宜心理，將此物帶出酒店。酒店
發現後，立即打電話給導遊並報警。
據了解，馬桶蓋已於前日寄還給酒店，目前
該遊客及領隊都還在日本，計劃於22日回國。
對於將酒店馬桶蓋帶出房間的事情，這對夫妻
也覺得很抱歉，並寫了一份道歉信。道歉信
中，提及事件給地接社、酒店等單位造成麻
煩，當事人由衷地表示歉意、懺悔，希望酒
店、地接社能夠寬大處理；並稱這種不當行為

保證不會再發生，非常抱歉。

回程向酒店當面道歉
據澎湃新聞報道，按行程，10月21日晚該團

還將入住肇事酒店，22日回國。「遊客表示，
屆時會再次向酒店方當面道歉。」東港旅行社
負責人稱。
雖然遊客還未回國，但其行為已在網絡上引

起軒然大波，大部分網友都對這對夫妻的行為
進行譴責，認為他們將臉丟到國外。網友「藍
色幽靈110」說：「有錢去日本旅遊，難道還缺
一個馬桶蓋的錢？自己丟人就算了，但你們丟
的是中國人的臉啊！」網友「你最珍貴」則表
示，帶着孩子竟然拿酒店物品，這樣的家長如
何作榜樣？

浙夫婦盜日酒店廁板
寄還兼附道歉信 承認因貪小便宜而犯錯

網友有話說
網友「laura靖」：重點不是寧波人或台州人，重點是「中國

人」，以後建議出國審批要與個人誠信掛鈎。

網友「Tracyloves7」：這也挺尷尬的，遊客還跟着導遊在日本，

事情就已經在國內傳遍了。

網友「陳礪志」：行李箱再大，也無法遮蓋丟掉的臉。

網友「我眼中的童話」：對他們而言，屁股比臉重要。

網友「藍色幽靈110」：有錢去日本旅遊，難道還缺一個馬桶蓋

的錢？自己丟人就算了，但你們丟的是中國人的臉啊！

網友「你最珍貴」：還帶着孩子？這樣的家長如何給孩子作榜樣？

資料來源：記者俞晝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近期有報道指中
國遊客在韓國遭遇強制購物、百
餘名中國遊客在濟州島入境被拒
事件，引發輿論對韓國旅遊環境
的擔憂。對此，韓國文化體育觀
光部觀光政策室長黃明善受訪時
澄清說，韓國政府從未考慮取消
中國遊客免簽入境濟州島政策，
更沒有刻意針對中國遊客加強入
境審核，這次中國遊客被拒事
件，只是在中國國慶小長假期間
發生的偶然事件，訪問濟州島的
中國個人遊遊客增多，是這次事
件發生的一個客觀原因。

不會取消濟洲免簽政策
據新華社報道，黃明善說，此

前通過濟州島免簽入境的中國遊
客以團隊遊為主，導遊會為遊客
集體填寫入境卡。但是隨着近期
個人遊遊客增多，一些遊客因不
太了解情況而未正確填寫入境卡
造成誤解的情況也有所增多。針
對這種現象，韓國文化體育觀光
部計劃通過駐華使領館和韓國旅
遊發展局的官網公告，以及在中
國召開說明會的方式，加大宣傳
力度，引導中國遊客在免簽入境
濟州島時清楚填寫入境卡，並在
接受入境審查時如實告知住宿地
名稱、旅遊行程等具體信息。
針對一些媒體炒作韓國當局以

中國人犯罪率上升為由擬取消濟
州島免簽政策，黃明善表示，取
消免簽只是民間一部分人的想
法，韓國政府從未考慮因一兩宗
事件就取消濟州島免簽制度。中
國遊客促進了濟州島經濟發展，
犯罪率與免簽政策之間沒有必然

聯繫。韓國應進一步提高旅遊服務水準，改善
旅遊環境，提高遊客滿意度。
近期，一段有關韓國導遊與中國遊客圍繞購物

問題發生爭吵的視頻在網上熱傳。對此，黃明善
表示，韓國政府高度重視這一事件，正與警方合
作，對涉事導遊和相關地接社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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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家衛
生計生委昨日發佈《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
2016》。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達
2.47億人，其中逾半數人口是「80後」。流動人口佔
總人口18%，相當於每6個人中有1個是流動人口。

報告預測，流動老年和流動兒童的數量將不斷增
加，人口流動整體趨於穩定化、家庭化，定居意願
普遍增加。
昨日是國家衛計委連續第七年發佈年度流動人口報

告。報告顯示，新生代流動人口佔比持續提高，流動人

口的平均年齡明顯上升，且老化速度快於全國人口。
2013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為27.9歲，2015年為29.3
歲，增加了1.4歲。
國家衛計委流動人口司司長王謙表示，人口流動的

特點首先是青壯年獨立流出，接着是夫妻兩人流
出，然後趕緊把孩子接過來，最後就是整個家搬進
來，中國人口遷移流動已進入以家庭化遷移為主要
特徵的階段。

內地逾二億流動人口「80後」佔逾半

■■浙江夫婦在日本酒店偷浙江夫婦在日本酒店偷
走的廁所板走的廁所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犯下盜竊行為的浙江夫婦手犯下盜竊行為的浙江夫婦手
寫了道歉信寫了道歉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早前發生了百餘名中早前發生了百餘名中
國遊客在濟州島入境被國遊客在濟州島入境被
拒事件拒事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武警20年用生命護川藏公路

柬埔寨僧侶將來華深造

川藏公路從開建的那天起，便鑿
出兩條路，一條是連結「世界屋
脊」和四川盆地的天險奇路，一條
則是橫亘在一代又一代護路人內心
深處不敢輕易觸碰的「心路」。
「在搶險保通現場，滑坡、泥

石流隨時都有再次發生的可能，
但武警沒有一個退縮，他們甚至
把生命搭進去了，車子沒剎住掉
河裡，推土機連人和機械墮入江
中……」談起這十幾年發生在怒

江溝裡的往事，武警交通二支隊
五中隊操作手白剛並不願過多提
起。

天上無飛鳥 地上無水草
前日，是中國第一支機械化道

路養護部隊武警交通二支隊上勤
川藏公路20周年。始建於上世紀
50年代的川藏線是川西和藏東南
地區生產生活和戰備物資運輸的
唯一陸上通道，被稱為「國防大

動脈」、「旅遊黃金線」。
該支隊負責養護保通的西藏境

內（林芝至金沙江大橋）782.5公
里路段，是整個川藏線海拔最
高、災害最多、路況最險的路
段，沿線有400多公里穿行在懸崖
絕壁上，100多公里處於「天上無
飛鳥、地上無水草」的無人區，
雪崩、泥石流、塌方平均每年300
多次，被稱為「世界公路病害百
科全書」。 ■中新社

時隔60年，「人民藝術家」常香玉大
師生前創辦的「香玉劇社」再次成立。
前日下午，河南省香玉劇社恢復揭牌儀
式在河南省人民會堂舉行，常香玉的三
個女兒和常派弟子悉數到場，共同見證
這一意義深遠的歷史時刻。
1948年，香玉大師在西安創立「香玉

劇社」。1951年在老一輩革命家習仲勳
等同志關懷下，常香玉帶領「香玉劇
社」先後在開封、鄭州、新鄉、湖北武
漢、廣州、湖南長沙等城市通過義演，
為志願軍捐獻一架戰鬥機，後又冒着槍
林彈雨赴朝鮮戰場慰問志願軍，受到毛
主席等老一輩領導人的肯定和讚譽。毛
澤東主席接見常香玉時稱讚：「你這個
香玉了不起嘛！我該向你學習。」葉劍
英元帥為香玉劇社全體同志題詞「愛國
藝人」；習仲勳書記為常香玉題詞「愛
國主義的典範」。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海南省佛教協會會長、
南海佛學院院長印順大和尚一行，日前赴柬埔寨
進行為期四天的友好交流訪問。應柬方提出的派
駐學僧赴中國深造的提議，印順大和尚決定，將
向柬方每年提供60個留學名額，資助他們前往南
海佛學院學習深造。他表示，中國向來有「家家
彌勒佛，戶戶觀世音」的說法，觀音信仰體系歷
史悠久且保存完整，甚至影響到廣大的南傳佛教
國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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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穗故地重遊
重拾魯迅舌尖美味
昨日是魯迅逝世80周年。除了朋友圈等社交平台，網友

轉帖懷念魯迅外，不少文藝青年還根據魯迅與其第二任妻子

許廣平的《兩地書》，探訪許廣平羊城故居白雲樓，以及書

中兩人談及的茶樓酒肆，開啟了「跟着魯迅、許廣平吃廣

州」的美食之旅。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魯迅愛下館子也被後人周知，尤
其是與許廣平談吃傳情，不亦

樂乎。從浙江紹興到北京，輾轉福
建廈門、廣州，最後定居上海，魯
迅一路遷徙，途中盡顯「吃貨」的
執念與可愛。薪酬不菲的魯迅在北
上廣吃過很多館子，嚐遍東西南

北菜。相比起北京的14年、上海的
9年，魯迅在廣州逗留的時間最短，
只有8個多月，253天。1927年，魯
迅與許廣平在廣州熱戀，從這年1
月18日至9月27日的200多天，可
能是魯迅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

據電文日記梳理出食肆
俗話說，食在廣州。「魯迅粉
絲」們似乎對魯迅的吃食行蹤都
了如指掌。不少文青根據魯迅電
報文及流水賬一樣的日記裡，梳
理出魯迅在廣州期間到過的餐
廳，作為自己探訪廣州的依據。
在魯迅逝世 80 周年的日子
裡，不少文藝青年重訪魯迅
在廣州吃過的酒樓、茶樓、
茶室、冰室。「80後魯迅粉
絲」陳茉早早開始了整理工

作，得知魯迅在廣州吃過薈芳園、
北園、別有春、陸園茶室、大觀園
茶室、陶陶居、國民飯店、一景飯
店、福來居、松花館、在山泉茶室
等25家。據悉，魯迅去過又保留至
今的西餐廳，最著名的就是太平
館。
此次，她特意空出一天走訪廣州

的大街小巷，探訪當年魯迅與許廣
平的廣州足跡。說起魯迅，陳茉
說，每次讀《兩地書》就會被魯迅
的「吃貨執念」笑開懷。
她分享了一個她最喜歡的魯迅故

事。內容是魯迅得了兩包柿霜糖，
許廣平說「這糖可以治嘴角生
瘡」，於是魯迅便把糖珍藏起來。
到晚上，他又覺得「嘴角生瘡的時
候不多，還不如趁現在新鮮吃一
點」，於是又偷偷拿出來吃完了。

■魯迅在
廣州最初
住 白 雲
樓，成了
許多市民追
憶魯迅的必
到 景 點 。

記者
胡若璋攝

■河南省香玉劇社復牌。 記者劉蕊攝

■印順大和尚與柬埔寨大宗派狄旺僧王簽訂友好
合作協議。 本報深圳傳真

■川藏公路上著名的「怒江72拐」。
資料圖片

■魯迅與妻子許廣平。 網上圖片

■■據說據說，，魯迅在廣州魯迅在廣州
吃過吃過2525家酒樓茶室家酒樓茶室
等等，，陶陶居是其中一陶陶居是其中一
家家。。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