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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龍斌批蔡當局
年改方案「六輸」

「媽祖第一行宮」兩岸信眾進香熱

朱立倫祝福所有黨主席人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兩岸政治氛圍不佳，影響陸客赴台過

年消費意願。根據台灣旅行全聯會統計，今年春節期間赴台陸客，不論

是團體遊或個人遊都少了近兩成。台灣旅行全聯會發言人李奇嶽對台媒

表示，今年春節旅行業送件數大幅下滑，連假平均每天僅有1萬2千至

1萬4千名陸客赴台，春節過後，陸客更下滑至每天7、8千人。

春節陸客遊台減近兩成
兩岸政治氛圍不佳 影響消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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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報報道，此一說法也印證大陸攜程
網日前公佈《2017年春節旅遊大數

據報告》的預測，原本2016年春節出境
遊第3、4、9名的台灣、韓國與香港，今
年均因政治因素，優勢地位不保；台
灣、香港被擠出10名外，韓國還勉強撐
在第7名。
李奇嶽表示，從去年5月即陷入苦撐的

旅行業者終於在農曆年前爆發裁員潮，
甚至有業者全面退出陸客市場，轉往東
南亞開發新客源，也有業者乾脆關門大
吉，遊覽車、飯店求售的比比皆是。

飯店等相關產業受衝擊
李奇嶽不諱言，大陸官方強調陸客出

境遊是自由市場，任由民眾選擇要去的

地方，但官方對台灣的政治態度深度影
響大陸社會輿論，就能嚴重衝擊消費末
端的旅遊業。舉例來說，大陸旅遊業者
沒有停售任何「台灣行」產品，只是消極
地不推薦，就足以讓陸客減少來台的機
會。
陸客不來，打擊的不只是台灣的觀光旅

遊業，周邊相關產業，如飯店、遊覽車、
景點、生活消費等也一併被牽連，對台灣
經濟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
李奇嶽強調，民眾有錢、得閒才會享

受觀光旅遊，觀光旅遊業因而被稱為末
端消費，觀光旅遊業者可說是最支持兩
岸關係和平互動的一群人，所以他呼籲
兩岸官方態度放軟，盡速找到溝通交流
的平衡點，讓業者找回生存的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蔡當局
力推年金改革，日前召開「國是會議」
後，行政部門最快3月將年改相關版本送
入「立法院」。中國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
昨日表示，蔡政府提出的是「六輸的年金
改革版本」，他建議國民黨可召開年改
「民間國是會議」，5位國民黨主席參選
人，也應一起參與。
郝龍斌在臉書表示，年金制度是為了照

顧「世世代代、各行各業」。而非委屈、
羞辱哪個世代、哪個業別。沒有人反對改
革，但要的是一個「能解決問題」的改
革。「我想每一個參選人都會同意，國民
黨必須重新走入社會與社會各階層連結，
關注各項主要民生議題，關注大多數民眾
在意的問題，並提出具體的策略。」所以
日本核災區食品進口，他提出用公投來抵
制；一例一休問題，他主張國民黨能研擬
因應不同行業來制訂彈性作法。

倡匯集民間智慧
而針對年金改革議題，郝龍斌建議，黨

中央可以召開「民間國是會議」，搜集沉
默的大多數人的聲音，來研擬對應版本。
年金制度是為了照顧「世世代代、各行各
業」。而非委屈、羞辱哪個世代、哪個業
別。沒有人反對改革，但要的是一個「能
解決問題」的改革。
郝龍斌表示，現在蔡政府提出了一個軍
公教勞企及政府皆輸的「六輸版本」，不
公不義的在製造問題，那麼國民黨有沒有
一個更能解決問題的版本呢？國民黨有智
庫、有許多優秀卸任政務官、有專業的學
者專家、有「立法院」黨團、有深入基層
的縣市議員；國民黨只要有行動，就能夠
提出一個較蔡當局較佳的版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新北市
長朱立倫昨日進行新春參拜，針對中國國
民黨主席選舉，他表示，對五位積極參選
黨主席的候選人，都予以祝福。
針對春節期間，國民黨多位有意競選黨

主席的候選人到新北市爭取選票，朱立倫

也曾分別與他們見面或是通過電話交換意
見，希望每一位候選人都能積極爭取黨員
的支持、認同。他也強調，台灣民眾希望
國民黨能夠不斷地改革，也希望國民黨能
夠深耕基層、貼近民意，黨內的團結很重
要，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以改革、貼近民

意為目標，並以團結作為最大的目標。
另外，朱立倫在參拜時，有媒體詢問各

大廟宇開出的籤運普遍不好，朱立倫回
應，雖然抽出來的籤，看起來並不是很
好，但是只要全民願意努力，大家團結拚
經濟，相信台灣一定會變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新春期
間，素有「媽祖第一行宮」之稱的福建霞浦
縣松山天后行宮迎來兩岸信眾進香熱。該行
宮董事會秘書長陳傑昨日表示，台灣信眾的
來訪進一步促進了兩岸民間文化與經貿交
流。松山天后行宮新春期間舉行丁酉迎春祈
年大典，兩岸媽祖信眾共同祈佑風調雨順，
兩岸和諧。
陳傑透露，春節期間，該行宮共舉行

「燒高香、祈五福」、媽祖生平圖展等民
俗、朝聖活動；4月，該行宮還將組織交流
團到台灣參加「2017台中大甲媽祖國際觀
光文化節」和「瘋媽祖」活動，同時走訪台
灣媽祖宮廟，進一步推動兩岸媽祖文化交
流。
據不完全統計，霞浦松山天后行宮2016

年接待海內外信眾8萬多人次，其中台灣信
眾4.5萬多人次。

黃美瑛掌公平會爭取搜索扣押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黃美

瑛昨日正式接任台灣公平交易委員會
（公平會）主委，她表示，希望未來能
夠推動修法，賦予公平會搜索扣押偵辦
之權，有效偵破違法行為。公平會當天
舉辦主任委員交接典禮，原主委吳秀明
卸任，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黃美瑛接棒
上任，副主委則是前立委彭紹瑾，由政

務委員陳添枝監交。
黃美瑛致詞時進一步說明，針對當

前物聯網、共享經濟等新興產業形態蓬
勃，公平會也會預先研擬相關規範。另
外，目前許多案件查處，包含物價波
動、商品不實廣告等，也涉及其他部會
職掌，未來會加強各部會與縣市政府等
分工合作，也會強化多層次管理。

■■新北市長朱立倫新北市長朱立倫（（右前右前22））昨日前往廟宇昨日前往廟宇
參拜參拜，，為黨主席候選人祝福為黨主席候選人祝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陸客來台人數銳減陸客來台人數銳減，，台北士林夜市在用餐時台北士林夜市在用餐時
間依舊冷清間依舊冷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國民黨國民黨
副主席郝副主席郝
龍斌龍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這個新年對於家住江蘇南京，

近80歲高齡的王效華來說，注定

是這輩子最難忘的一個春節。大

年三十下午四點多，她瞞着家

人，獨自一人登上了開往陝西西

安的火車。王效華說她要到西安

尋找一位已經分別60年的好姐

妹。可她手裡只有20多年前雙方

通信的一個地址，茫茫人海又過

去了那麼長時間，王效華的心願

能完成嗎？ ■華商網

王效華生於1939年，她要找的好姐妹
是她兒時的鄰居，兩人從小就在安

徽老家一個院子裡玩耍，一起長大，1953
年兩人分開後再也沒有相聚。
23年前，也就是1994年，在北京的王
效華經過打聽，聯繫上了在西安的好姐妹
韓孝英，當時兩人還有書信來往。這次王
效華揣着這張當年的信封來到了西安。
王效華：「這次因為過年了，小孩都
安排好了，我特地安排我家小孩到兒子
家吃飯，我臨走沒跟兒子女兒說。我兒
子四點給我打電話說媽媽我來接你吃
飯，我說不用了，我已經上火車了。」
因為是在回西安的火車上，眾多的西
安當地人都在熱心地幫助王效華。
王效華：「你們這有一個叫燕子的女
孩，給我留了電話號碼。而且在火車上
她就幫我聯繫她父親，叫他幫我查這個

固家廟，她父親說，沒有固家廟，只有
胡家廟。那個字有一點像，這個鋼窗廠
人家就更不清楚，我所碰到的人都跟我
講你絕對找不到。」

順利找到「小夥伴」
讓人沒想到的是，王效華尋找的過程

卻出人意料地順利，在西安胡家廟派出
所，剛好碰到了社區民警張警官，剛好
張警官就認識她要找的人。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胡家廟派出所

民警張曉偉說：「我以前，這個院子管
了成十年吧，我跟大娘很熟，我一看就

是大娘，就直
接 領 過 來
了。」
於是王效華到西安的第

二天上午，就找到自己的「小夥
伴」——已經77歲的韓孝英。
韓孝英：「我心裡挺感動，我當時就

抱着她了，我心裡想，我這一輩子沒個
姐姐，也沒個妹妹。年近80歲還有個姐
姐來找我，我心裡特別高興。」

見到好姐妹後，王效華心情舒暢，
她開玩笑說，這次可以說是典型的「離
家出走」，不過她還是託付記者給南京
的家人報個平安，過兩天她就回南京
了。下次再來她一定給家人正式「請
假」。

農曆雞年大
年初一，廣東佛
山市三水區南山
鎮，70 歲的雞
美英與家人團聚
了。按照習俗，
大年初二或初四
等雙數日，她會
和相隔不遠的姐
姐，85 歲的雞
二妹串門拜年。
作為越南歸

僑，這對「雞氏姐妹」，已在佛山共同度過了16
個春節；作為雞姓後人，她們又苦於佛山四大「土
著」姓氏之一的雞姓的沒落——加上同為越南歸
僑、上門「認親」的侄女雞賢秀，整個佛山的同姓
之人，或許僅有她們3人。
身為越南歸僑和歸僑後代，雞二妹和雞美英這對

「雞氏姐妹」和家人的春節過得有點不一樣：她們
會包長粽過年，並會將毛色亮澤的雞、特有長粽和
兩三條蒜贈送親友，而且她們都在雙數日拜年，單
數日則多在家中與兒孫享天倫之樂。
據悉，雞姓，是嶺南地區特有的罕見姓氏，也是

唐代佛山最為興旺的姓氏。據《中國姓氏大全》等
多部資料記載，雞姓是佛山土著四大姓「雞、田、
布、老」之一，在上海、雲南也有分佈，但如今最
為集中的應該在廣西東興。據廣西當地媒體報道
稱，東興一帶姓雞的約有1,000多人。

■《南方日報》

30年前，重慶市沙坪壩區青木關鎮一群農民
組織成立了滴翠文學社。他們從油印刊物起
步，迄今已刊發作品5,000餘篇，出版長篇小
說13部，個人專集50餘部，作品多次登上
《人民文學》、《詩刊》等國家級文學刊物。
滴翠文學社憑着三十年的堅守，在一個小鄉村

留下了值得記錄的鄉土文化樣本。
1986年1月18日，青木關愛好文學的42名農

民開會商定，每人每年交2元，共湊齊84元來買
辦刊物的紙張；自己編稿，自己刻蠟紙，自己油
印、裝訂……就這樣，文學社靠一塊刻蠟紙的鋼
板，一台文化站的油印機開張了。每月出一期
《滴翠》報紙，每季度出一期《滴翠》雜誌，每
月組織一次作品討論會。其間，他們還邀請了報
社編輯記者以及本土作家前來輔導。

夢想與現實博弈從未停息
2000年，大足區一家小摩配廠職工張儒學讀
到了《滴翠》報，沉寂多年的文學慾望萌芽。
在昏暗的租賃房裡，他用沾滿機油的手，將啤
酒箱倒過來，搭上一塊木板開始了寫作。看着

走火入魔「玩文學」的丈夫，妻子爆發了——
她撕掉了他剛剛寫好的稿紙，吼道：「盡寫沒
用的東西！別人去年開車床，今年都混成小老
闆了！」彼時，夢想與現實的博弈在張儒學的
生活中從未停息。「每天都和妻子吵架，每天
都有人勸我去沿海打工。」張儒學說，來自文
學社的鼓勵幾乎成了他走下去的全部動力。
不久，他的文章開始陸續出現在內地各種

報刊上，他還出版了多部長篇小說與散文
集。如今，張儒學已經當上了重慶大足區作
協副主席。
1999年，沙坪壩區人民政府授予青木關鎮

「農民文學之鄉」的稱號；2011年，重慶市作
協授予青木關鎮「農民文學創作基地」稱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蕊、孟冰重慶報道

昨日一早，91歲的江澄波來到位於
江蘇蘇州市鈕家巷的舊書店。儘管新
年假期還沒結束，但江澄波早早地就
開店了。「我實行的是年雙休制，每
年年初一、初二休息兩天。店裡一天
不來看看就不放心。」
江澄波的書店面積不足20平方米，

陳設簡單而樸素，一塊匾額上寫着
「文學山房」四個字。在蘇州文化
界，這間斗室可謂人盡皆知。
文學山房由江澄波的祖父江杏溪創

建於1899年。上世紀30年代，文學
山房成為江南一帶販售古籍的名店，
「古書盈架，購銷以萬金進出」。
「周作人、吳梅都來買過書。我16歲
有天放學回家，剛進門就看見章太炎
正在店裡看書。」說起書店的那些
「老主顧」，江澄波如數家珍。
「今年書店就118年了，我也90多

歲了。我不知道店還能堅持多久，但
只要還能來店裡，我就想把它繼續開
下去。給人們當作『書山』中休憩的
一間房舍。」江澄波對新的一年期許
道。 ■中新社

農民成立文學社 大批優秀作品產出 蘇州九旬老闆 堅守百年書店

雞姓原為佛山「土著」
如今或僅剩三人七旬嫗獨行千里七旬嫗獨行千里

■滴翠文學社部分出版作品。 網上圖片

■佛山「雞氏姐妹」，左為70
歲的妹妹雞美英，右為85歲的
姐姐雞二妹。 網上圖片

除夕重逢除夕重逢6600年前閨蜜年前閨蜜
■■王效華王效華（（右右））
和閨蜜韓孝英和閨蜜韓孝英6060
年後終相聚年後終相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王效華接受採訪。 網上圖片

■90歲的江澄波守在文學山房裡。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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