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近期，台灣島內以香蕉為首的農

產品價格慘跌，有媒體預測，恐將造成中南部農業縣反彈，繼而重挫民

進黨年底縣市長選情。台灣《中國時報》指，這波農產品價格崩跌，讓

過去最擁護綠營的農民，也對執政當局慢半拍的處理感到失望，從軍公

教、勞工、觀光業者，到農民收益「四大皆空」，也難怪蔡當局民調拉

不上來，並波及年底選情。

綠營或失農業票倉
農產品價格崩跌 當局反應遲緩施救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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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鄉村振興研究院福州成立

島內智庫「台灣民意基金會」17日發佈
的民調則顯示，蔡英文聲望為

32.7%，較上月又下降6.5%，再陷低迷。
此外，民眾對行政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賴
清德施政表現不滿意度為43%、滿意度為
42%，是其接任「閣揆」後，聲望首次
「死亡交叉」。

諱疾忌醫 蕉農血本無歸
台媒報道指，其實今年島內香蕉菠蘿價
格危機早就有跡可循，去年香蕉每公斤達
60元（新台幣，下同）高價，各產區傳出
多起偷割香蕉事件，也掀起搶種風潮，當
時島內農政單位即預測，今年蕉價肯定下
滑，只是沒想到收成前無風無雨，加上天
氣炎熱，香蕉產量大增卻乏人問津，市場
無法消化，蕉價隨即崩盤。
儘管5月中旬即傳出危機，但農政單位
諱疾忌醫，強調已展開「穩定措施」，並

預估價格可逐步回穩，甚至在民進黨中常
會向蔡英文報告時，還在強調台灣專業農
戶年所得154萬元，令蔡英文變臉震怒。
農產品生產本就有一半要靠天吃飯，過

去也有一套處理模式，不外乎調節供需，
一方面設法讓產期和出貨時間不要過度集
中，一方面協助尋找銷售管道。但蔡當局
農政單位反應卻是慢半拍，等蕉農血本無
歸時，才驚覺問題嚴重性。2011年馬英九
執政時香蕉也曾價崩，當時民進黨大肆抨
擊馬英九「只會靠大陸」，蔡英文還開出
支票，聲言民進黨執政後會建立有效監控
制度，防止生產過剩。不料當年承諾的監
控制度失靈，而大陸市場又萎縮，只能由
相關單位以每公斤5元收購次級青香蕉銷
毀，眼見辛苦種植的香蕉成為肥料，加深
農民對蔡當局的不信任。
台媒報道亦指，蔡英文上任後推動「年

金改革」，讓退休軍公教收入大幅縮水；

觀光業者因陸客不來，本地遊客不敢花
錢，不少飯店餐廳紛紛倒閉；被蔡英文視
為「心中最軟那一塊」的勞工，也因薪資
成長比不上海外，愈來愈多人寧可淪為台
勞赴海外討生活。而今，連農民一年辛苦
所得也付諸流水，四大行業淪為「四大皆
空」，讓過去綠營最自傲的地方執政陷入
選情危機。

扁：等着看蔡下台吧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目前仍在保外

就醫的前台灣地區領導人陳水扁，昨天在
其專門評點時事的網絡專欄——「新勇哥
物語」中批評，民進黨完全執政2年，民
調直直落，台灣島內生產總值一直在「保
1」、「保2」，蔡英文卻自我感覺良好。
他並嗆聲說，根據黨內縣市長選舉多位

重量級操盤手的私下評估，民進黨輸掉4、
5個縣市長的可能性很高，依照民進黨政治
傳統，敗選的黨主席下台負責，犯眾怒的
法律事務管理部門負責人邱太三不下台，
就等着看蔡英文下台吧！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
社報道，中國國民黨主席吳敦
義昨日表示，台灣年底縣市長
選舉，國民黨希望保住原有執
政的6個縣市，再多贏5至7個
縣市，達成過半執政目標。
當日上午，吳敦義在臉書

（facebook）發文表示，他前
日晚在大陸台商黨代表座談餐
會提到，蔡當局執政兩年，在
兩岸、能源、年改、勞工等諸
多議題上，路線錯誤、失信於
民，因此，近期在施政滿意度
的民調表現上很不理想，不滿
意度非常高。
吳敦義說，相較於民進黨的

施政無方，很多人都認知到，
也懷念起國民黨執政的好。國
民黨必須重新贏得地方選舉，
在今年「九合一」選舉獲得相
當程度的斬獲，2020年「大
選」才有更好的機會、重返執
政。
目前，國民黨已完成年底縣

市長選舉佈局，力拚固守現有
執政的 6個縣市，包括新北
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
縣、台東縣、連江縣。
國民黨評估，可望拿下目前

同屬泛藍的花蓮縣，而宜蘭
縣、彰化縣、嘉義市、雲林
縣、澎湖縣因民進黨陷入內部
矛盾或施政成績不佳，應該有
機會「綠地變藍天」。
「直轄市」方面，國民黨除

固守新北市，還以奪回台北
市、台中市為目標。國民黨評
估，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丁
守中民調穩定上揚，選情樂
觀；台中市方面，現任市長林
佳龍有連任包袱，應有奮力一
搏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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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海峽兩
岸鄉村振興研究院昨日在福州揭牌成立，
研究院將匯聚海峽兩岸專家的智慧和力
量，圍繞鄉村振興戰略，開展理論研究、
決策諮詢和技術服務。
當天上午，海峽兩岸鄉村振興研究院成
立暨項目對接會在福州舉辦，福建省政協
副主席杜源生以及兩岸農業科研機構120

餘名人士與會。

促進閩台融合 再掀「登陸」熱
福建農林大學校長蘭思仁表示，該研究

院由福建農林大學、福建省農業科學院、
台灣朝陽科技大學聯合共建，力爭用2至3
年的時間，建成鄉村振興的創新中心、協
作中心、先行基地、綜合服務平台，成為

帶動、引領鄉村振興的技術與人才寶庫，
成為鄉村振興決策的重要智庫。
按照規劃，海峽兩岸鄉村振興研究院將

重點推進特色產業發展融合、生態文明建
設、農業文化傳承、鄉村振興戰略研究與
諮詢等，建成7個特色產業融合示範園
區、1個全域生態綜合體、4個農業文化遺
產保護與利用示範基地以及一批鄉村振興

示範村。
鄉村振興正成為閩台合作的熱門話題。

在一周前於福建舉行的第十屆海峽論壇
上，台灣經濟研究院董事邱毅就分析指
出，閩台融合發展將隨着鄉村振興戰略的
實施再掀熱潮。
邱毅表示，台灣的休閒和精緻農業積累

了許多人才、技術、品種及經驗，而大陸
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市場；台灣相
關專業人才會因為鄉村振興而往福建移
動，掀起新一波的「登陸」熱。

■以香蕉為首的農產品價格慘跌，當局反應遲緩施救不力，這讓過去最擁護綠營的農
民，對執政當局感到失望。圖為上周一，台灣陸軍軍團收購香蕉。 資料圖片

■吳敦義昨日發文表示，蔡當局執政兩
年，在兩岸、勞工等多個議題上路線錯
誤、失信於民。 資料圖片

百年世仇村，一朝冰釋前嫌。曾經，
長達300餘年的不許通婚族規不知棒打
了多少鴛鴦。6月11日，廣東省揭陽市
玉滘鎮池渡村和山美村兩個村子互相向
對方先祖進香祭拜，盡棄前嫌，締結成
友好鄉村，宣佈解除兩村之間幾百年互
不通婚的陳規陋習。
池渡村約有3,600人，位於玉滘鎮西
部。山美村約有1,900人，位於梅崗山西
籬。兩村比鄰而居，均是玉滘鎮具有歷
史淵源的村莊，池渡村素來以「藥材商
貿」而成名，山美村因乾隆盛世出了歷

史名人「鄭大進」而聞名遐邇。
然而在這兩個村，卻有一條不成文的宗

規——兩村村民不得通婚。山美村鄉賢諮
詢委員會會長鄭秋義表示，「具體原因可
能要追溯到300多年前，池渡村姑娘嫁給
山美村某戶人家，池渡村的人到山美村看
戲，姑嫂之間發生爭吵，導致雙方開門檻
詛咒，子子孫孫禁止通婚。」
兩村不和，不僅影響聯姻，還影響了

共同發展。如土地確權、開路問題等
等，只要有利益關係，兩村村民就各不
相讓。

鄭秋義介紹，相傳清乾隆年間，兩村
經常發生糾紛。山美村人想讓時任直隸
總督鄭大進撐腰，找池渡出氣。鄭大進
告誡鄉親：「強弱之不敵，父老所知
也。世有千年池厝渡，而無百年鄭大
進。奈何修怨以累子孫乎？」大意是決
不能逞一時意氣，而給後代人帶來冤冤
相報的無窮後患。
6月11日一大早，池渡村和山美村舉

辦宗親聯誼會，兩村雙雙沉浸在喜慶的
氛圍中。上午9時，兩村幹部、鄉賢代
表、村民代表們齊聚池渡村祠堂，舉行
莊重的祭拜儀式。隨後，大家來到山美
村祠堂，舉行同樣的祭拜儀式。

■《南方都市報》

昨日，唐長安城明德門遺址保護工程
在西安正式啟動。據悉，該工程將充分
展現明德門遺址及其環境的整體展示與
合理利用，將成為繼大雁塔、小雁塔、
大明宮遺址之後，西安又一顯示隋大興
唐長安城遺址的重要地標。
據介紹，明德門被譽為「隋唐第一

門」，始建於隋開皇二年（公元582
年），唐永徽五年（公元654年）重
建，是隋唐京師長安城的正南門。在興
建初期，隋初傑出建築家、將作大匠宇
文愷就在建築形制上對明德門採取了罕
見的五門道，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城門
建制的最高標準。唐朝建立後，仍以大
興為國都，改稱長安，而明德門亦與皇
城「朱雀門」、宮城「承天門」等共同
構成了唐長安城的南北中軸線。

依託歷史格局
講述唐代生活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第一
次勘查確定了唐長安城及其各城門的位
置，並通過七十年代的發掘，漸漸釐清
了明德門的輪廓：城門墩台平面呈長方
形，五個門道，門墩東西長55.5米，南
北寬17.5米。
據悉，此次明德門遺址保護工程將以

明德門遺址保護區為核心，依託隋唐長
安城歷史格局形成城市開放空間，凸顯
「長安之始、明德掠影、朱雀意象、唐
坊生活、城村記憶、國風學堂、視界中
國、南郊祭祀」主題，建設明德門遺址
保護區、中華老字號民俗文化旅遊體驗
區等六大區塊。向北重點構架隋大興唐
長安城的中軸線，向南以寫意山水的畫
卷，東西則疏通唐城牆遺址公園，展示
城門、城牆、城壕三位一體的城防體
系。保護工程將結合長安城安義坊的內
涵，闡釋里坊形制，講述唐代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鄉土記憶館」坐落於永春東關鎮
外碧村的福安堂（建於1927

年），佔地3,000多平方米，共有78間房
間。整個展館以「海絲」源頭的鄉土記憶
為主軸，結合「海絲」渡口、陶瓷古窯、
通仙古橋等周邊薈萃勝蹟，依照修舊如舊
的原則，共投入100多萬元人民幣，歷時
三年多建成。

傳承鄉村文化 追尋僑胞足跡
鄉土記憶館管委會主任陳劍虎說，永春
是著名詩人余光中的故鄉，有着「鄉愁故
里」之稱。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
究員陳進國等人的發起下，村民們積極響
應，參與到傳承鄉村文化、守住歷史的隊
伍中來。

穿越時間隧道 拉近鄉親距離
東關橋是早期永春人出洋的必經之路，
周邊地區多有華僑足跡。1911年，愛國華
僑顏穆聞在這創辦永春北硿華僑墾殖公
司；1917年，華僑李輝芳、李載起等人集
資在此創辦永春華興種植實業有限公司；
1938年，太平、外碧兩村海外族親集資創
辦的太平種植公司也在這裡。而這一帶，

也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
南洋大批歸僑的主要安
置地。
族譜、石碾、紡車、

煙盒、徽章……從一個
房間踱到另一個房間，
彷彿穿過「時間隧
道」，走進過去時光，
每一件展物都是故事。
陳劍虎介紹，館內目

前收藏有僑批2,000多
封，不僅包含其族親，還有外碧村海外鄉
賢的往來信件，記載了很多鄉村發展的歷
史記憶。
「鄉土記憶館不僅是要讓大家記住鄉

愁，更重要的是拉近海內外鄉親的距離。
這些展示的物件能勾起他們小時候的記

憶。」東關鎮黨委書記劉日新如是說。
目前，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
大學等十餘所著名高校已把該館作為學生
實踐調研基地。

閩僑村建記憶館
存檔百年奮鬥史

「海絲」記憶、鄉土文化傳承展示

區、華僑歷史記憶展示區、生產生活

器具展示區……在福建省泉州市永春

縣的一座近百年的古大厝裡，村民們

自籌自建「鄉土記憶館」，匯集海內

外鄉親的「記憶碎片」，濃縮了濃濃

的鄉愁記憶。據悉，鄉土記憶館將於

今年7月正式揭牌開放。 ■中新社

兩村結怨禁聯姻 三百年後釋前嫌

西
安
「
隋
唐
第
一
門
」
保
護
工
程
啟
動

■唐長安城明德門發掘保護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 鄉土記憶館管委會主任陳劍虎介鄉土記憶館管委會主任陳劍虎介
紹館內收藏的生活器具紹館內收藏的生活器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鄉土記憶館位於永春縣的一座近百年的古大厝裡鄉土記憶館位於永春縣的一座近百年的古大厝裡。。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外碧村鄉土記憶館被泉州市檔案局授外碧村鄉土記憶館被泉州市檔案局授予予
「「世界記憶遺產僑批檔案展示點世界記憶遺產僑批檔案展示點」」。。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6月11日，池渡村和山美村舉辦宗親聯
誼會，兩村沉浸在喜慶氛圍中。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