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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陸辦招聘會 吸兩岸青年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2017大陸台商菁英招聘會昨日在
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大樓
舉行，參展企業共51家，提供職缺超
過1,000個，吸引了眾多兩岸學生參
加。海基會董事長田弘茂表示，海基
會希望結合企業界、工商團體等資
源，成為幫助兩岸青年就業的平台。
應聘的台灣學生表示，大陸市場大，
挑戰也大，更能激發台灣學生海外求
職意願。

就讀台灣逢甲大學的林俊達表示，
由於台灣近年頻頻出現學用落差問
題，因此他希望透過這次活動尋找海
外實習機會，了解中國大陸工作環境
與自己的求職應對能力。

市場大挑戰大 激發求職意願
林俊達介紹，有許多學長、學姐畢
業後選擇赴陸工作，因為中國大陸市
場大、挑戰也大，反而更能激發台灣
學生的海外求職意願，自己也不排斥

前往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工作。
針對兩岸學生求職概況，104獵才

招聘暨人才經營事業群資深副總經理
晉麗明表示，雖然近期兩岸官方交流
冷卻，但台灣學生赴陸求職意願仍逐
年增加。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中國
文化大學校長李天任則表示，兩岸間
的合作不限形式、不限未來，希望未
來到台灣學習的陸生越來越多，兩岸
合作越來越緊密。

蔡鼓勵嘉義青年回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法新社報道，全

球最大電子代工製造商暨蘋果公司主要供應

商——台灣鴻海科技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於當地

時間28日再度前往白宮。郭台銘表示，「我們計

劃對美投資幾項方案，將包括資本密集型、技術

勞工密集型及高科技投資」。隨後，鴻海也發出

聲明證實集團正與美政府談投資，盼大幅增加集

團在美投資金額。

鴻海集團事業版圖
■亞洲：
中國：在深圳、江蘇、上海等地共設8

個科技園區；在瀋陽、昆山、廊
坊、煙台等地共設25個精密組
件、精密電子製造基地。

印度：在安德拉邦設有工廠。

馬來西亞：至少設有7家工廠。

韓國：在韓國設有分部，約有40多名
職員。

日本：以夏普(SHARP)為日本核心重要
企業公司。

■歐洲：在捷克設有鴻海科技的歐洲營
運總部暨製造中心；在匈牙利、斯洛伐
克、土耳其、芬蘭設有工廠。

■澳洲：在悉尼西部設有工廠和倉庫。

■美洲：在巴西至今已經建五個廠。

資料來源：綜合台灣媒體

郭台銘曾於當地時間 27 日現身白
宮，引發各界關注鴻海在美投資計

劃的進度及方向。28日，他再度前往白
宮。

夏普結構性改革見效
鴻海發出聲明表示，鴻海科技集團
正與美國各級政府官員討論進行中的
投資計劃，期盼大幅增加集團在美投
資金額。鴻海感謝「白宮美國創新辦
公室」引領推動相關進程所作的貢
獻。鴻海目前正積極評估在美國建立
製造設施的各項條件與地點，而正式

的投資計劃將在所有協商完成後，並
經董事會及所有相關政府機關批准後
再正式公告。
鴻海在去年啟動的另一項重大投

資——併購夏普股份有限公司，也收穫
階段性成果。據了解，截至3月，淨虧
損由上一年的2,560億日圓縮減為249億
日圓，全年淨虧損大減90%，這表明被
鴻海併購後，夏普經過結構性改革，從
營業虧損轉為營業獲利。
夏普相關人員表示，淨損變少與轉而

呈現營業獲利的部分原因是結構性改
革，其中包括減少成本。

取印度能源公司股權
此外，鴻海還積極發展印度太陽能事
業，子公司取得 SB Energy Holdings
Limited股權，交易總金額不超過27,200
萬美元（約合港幣211,213萬元）。 鴻
海表示，此次投資目的為發展新業務，
拓展事業版圖。
市場人士表示，SB Energy原先名為

SBG潔淨能源科技（SBG Cleantech），
由日本軟銀、鴻海和三方合資成立。SB
Energy總部設在印度新德里，主要在印
度投資建廠發展再生能源。

郭台銘在美數個投資方案曝光
再赴白宮協商 既有高科技亦有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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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聘會現場，學生正在諮詢企業代表人。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體報道，中國國
民黨主席選舉第一場電視政見會於昨日下午
舉行，6位候選人首度同台辯論。政見會採
輪流發言形式，沒有交叉詰問，六位候選人
均將焦點放在批評民進黨近期對國民黨的
「追殺」上。
候選人郝龍斌開場就痛批民進黨把台灣搞

得天怒人怨、兩岸問題無法解決，拿台灣民
眾的食品安全與美國交換利益。候選人吳敦
義認為，蔡英文雖然不斷聲稱維持兩岸現
狀，而實際上自她上任后兩岸關係停滯不
前，忘記了「九二共識」，這不是長久之
計，因為「九二共識」維持兩岸和平發展。
洪秀柱則表示，前領導人李登輝上任後，

國民黨開始與黑金權貴結合在一起，這樣的
領導力不要也罷。雖然資歷豐富是領導的優
勢，但社會信賴比資歷重要。黨主席未來的
工作是爭取所有黨員認同黨的理念、思想和
信仰，一個政黨若迴避問題，就無法進步。
據了解，國民黨主席將於5月20日選出，

黨中央將舉辦2場政見會，下一場擬於5月
6日舉行。

國民黨主席6候選人
輪流批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
領導人蔡英文昨日視察台灣嘉義縣時承諾，
未來會持續協助嘉義縣，使它獲得更健全的
發展，使年輕人能回到家鄉服務。
嘉義縣長張花冠指出，嘉義縣地處台灣中

南交界，在區域發展中遭遺忘，缺乏實質建
設投入，也沒有適當工業用地吸引廠商進
駐，整體經濟與都市發展衰頹不振，造成人
口外流。
蔡英文表示，當局未來會通過前瞻建設計

劃，逐項、逐步協助嘉義強化土地、水電以
及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讓更多元的產業進
駐嘉義，以獲得更健全的發展，讓每一位嘉
義的年輕人都可以「回嘉吃飯」。

■洪秀柱在黨
魁政見會上表
示，社會信賴
比資歷重要。

中央社

■■鴻海科技集團計劃在美國開展資本密集型投資鴻海科技集團計劃在美國開展資本密集型投資，，拓展拓展
事業版圖事業版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錦給數百名看戲的村民拍了一張大合照，姿態不一、
神態各異。 網上圖片

兩年前，湖南漣源人劉福（化
名）的妻子意外離世，他將妻子的
器官捐獻出去，挽救了3個人的生
命。今年4月，患上終末期矽肺病的
劉福得到陌生好心人的器官捐贈，
並成功在湘雅二醫院接受了肺移植
手術。
劉福今年46歲，是一名雙側矽肺

終末期患者。2015年9月，其妻子不

幸墜樓離世，劉福決定捐獻妻子的
肝臟和雙腎，去救助需要幫助的
人。
今年春節過後，劉福病情進一步

惡化，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胸外科
醫生得知情況後，立即將他接到醫
院，一邊治療，一邊等待供體。
劉福近日終於等來延續生命的供

體，並於28日凌晨2點，成功完成手

術。經過10多個小時的密切觀察，目
前劉福身體在逐步恢復，植入的肺已
經開始工作。
「愛心人士值得每個人尊重，社

會各界也應給予他們更多回報。在
得知劉福的境況後，醫院當即派出
精銳力量組成救治團隊，並免除了
他的手術及治療費用。」湘雅二醫
院黨委書記周智廣說。 ■新華社

他曾捐亡妻器官救三人 如今獲他人器官相救昨日，第十三屆
中國國際動漫節
杭州舉行巡遊活
動，來自浙江杭
州富陽的小演員
在動漫巡遊中表
演《梁山伯與祝
英台》。

■文/圖：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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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出成都拍出成都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
「成都，帶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頭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燈都熄

滅了也不停留……」如果說，民謠歌手趙雷的《成都》用音樂給這座現代化

都市塗抹了一層浪漫、文藝又略帶憂傷的色調，那攝影師陳錦則用相機記錄

了這座川蜀古城的市井生活。他用30年時間，定格了成都人的「鄉愁」。

■《中國青年報》

攝影師攝影師3030載定格市井百態載定格市井百態

喝茶遛鳥的老大爺、亂糟糟的農貿集市、
晾滿床單的街道、古舊的門坊、搓麻將

的鄰里……翻開陳錦的作品，一股濃郁的市
井氣息撲面而來。
1983年的深秋，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參觀的
陳錦，第一次完整、仔細地欣賞了宋代著名
畫卷《清明上河圖》，「畫中描繪的那些生
動逼真的世俗場景，忽然有一種似曾相識的
感覺，腦海裡浮起了很多兒時記憶。」
從南門大橋跳水，到華西壩撈魚蝦，從武
侯祠粘蟬子（四川對知了的俗稱），到雜貨
舖「旋」（順手牽羊的意思）柿餅……童年
的陳錦，曾有過一段整日嬉戲的快樂時光，
而他平日接觸的市井生活與《清明上河圖》
有幾分相似。陳錦萌生了留住家鄉傳統市井
生活影像的心思。

茶舖成歷代社會縮影
「據清末傅崇矩《成都通覽》載，當時省
城成都市的街巷有516條，茶舖454家，幾乎
每條街巷都有茶舖；到了民國，人口不足60
萬人的成都，有茶舖599家，每天大約有12
萬人坐茶舖，更有『一市居民半茶客』的說
法。」陳錦說，茶舖就像是一個小社會，能
反映各種各樣的風土人情，要了解四川、了

解成都，就應該從茶舖開始。
為拍攝到最真實的茶客狀態，陳錦無數次

「駐紥」在茶舖裡「等鏡頭」，但照片裡總是
缺乏最真實情感。後來，他轉換身份，將自己
從攝影師變成茶客，整日泡在茶館裡，買碗
茶，與南來北往的茶友們聊天、看戲、擺龍門
陣，感受茶客的心境，終拍出滿意的作品。
30年來，陳錦跑過四川上百個城鎮大大小

小數千家茶舖。隨着黑白照片變為彩色照
片、膠片相機變為數碼相機，陳錦取景框裡
的茶舖也漸漸變了：低檔的街頭茶舖越來越
少，中高檔、精裝修的茶舖逐漸興起。茶客
中，雖然中老年人仍佔多數，但不少年輕人
也走進茶舖，在這裡聚會、打牌、聊股票、
談生意。

「把即將消逝的東西留下來」
他將茶舖作為一個點，不斷向外拓展拍攝
題材，逐漸構成了一幅膠片上的「清明上河
圖」：小天竺街頭，一位婦人舉着奶瓶給孩
子餵奶；宜賓水東門，抱着鴨子的大爺與門
前走過的婦女嘮家常；街子鎮上，腦門鋥亮
的客人躺在剃頭攤的椅子上一臉享受地刮着
鬍子；小淖壩的老屋前，滿臉皺紋的婆婆彎
腰生火爐；水井街的門坊下，輸了牌的麻友

伸 手 從 懷 裡 掏
錢……這每一個生
活瞬間，都反映出市
井即將消逝傳統文化，寄託出我們
的鄉愁。
景觀、畫冊、明信片、宣傳冊、裝
飾品……陳錦的照片不斷變換形態，
成為傳遞老成都印象的載體。有時，
他會傷感成都的快速發展「毀掉了一些東
西」，他認為這是對文化的不尊重。「作為攝
影人能做什麼？就是用手中的相機，把這些即
將消逝的東西留下來。」陳錦說。

在陳錦的作品中，拍攝於1985年的照片《壩壩戲》格
外引人注目。透過高高的木質戲台，陳錦給數百名看戲的
村民拍了一張大合照。人們姿態不一、神態各異，卻都聚
精會神地盯着台上的演出。
然而，這樣的情形只能存在於照片裡了。「輝煌已成過

去，曾經在巴蜀大地上紅火了幾個世紀的川劇藝術，受當
代多元文化的衝擊，顯出了日薄西山的頹勢，各演出團體
更是在自身的生存運作上舉步維艱。」陳錦在一本著作中
如此寫道。
十幾年來，陳錦先後跟拍過十餘家川劇團，見證了它們

的興衰。位於成都水井街附近的望江川劇團，由國營川劇
團的退休演員萬國兵老師「盤下」，在他之前已不知易手
過多少位班主了，短則兩三個月，長則一年半載。究其原
因，無非是「入不敷出」。
前些年，望江川劇團的駐地被整體拆掉，附近建起了成

都有名的高檔酒吧和五星級酒店。
為了拍攝戲班子裡的日常生活，陳錦曾多次住進戲班，與
不少演員成了朋友。蓉藝川劇團的班主王亮便是其中一位。
一日，王亮的戲班正在廣漢金輪鎮的包公廟搭台演出，

便邀陳錦去「捧場」。
台前，陳錦看見聽戲的觀眾「人頭攢動、熱鬧非常，少

說也有千把觀眾」，於是「咔嚓」一聲，拍下了這張照
片。
台上，70歲的老演員和3個小孫女同台賣力演出，陳錦
覺得這是一個興旺的川劇世家。
台後，王亮的大女兒娜娜已化好妝，正等待上台。當陳

錦問娜娜是否準備接手家族戲劇事業時，娜娜用了一種宣
言般的口吻，不假思索地回答「打死也不學唱戲！」
對此，陳錦感慨道，「民間川劇演員們很努力，喜愛川

劇藝術的觀眾也很捧場，但整個戲劇市場急劇萎縮，卻是
誰也無法迴避的現實」。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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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年前的陳錦年前的陳錦。。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錦鏡頭
下喝茶遛鳥
的老大爺。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