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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韓流」發威，加上政府暖冬

補助方案助陣，高雄酒店業出現久違的一房難求盛況，包括高雄國

賓、福華、翰品、和逸、英迪格等，11、12月不是滿房，就是僅剩

最後幾間；走高檔奢華路線的晶英行館，住房率也朝四成挺進。業者

直言，已有多年未見此番榮景了。

韓流發威 高雄酒店一房難求
韓國瑜就職禮+聖誕+跨年夜 觀光人潮湧催高訂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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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兩鴨場確診禽流感
逾5000鴨被撲殺銷毀

據台灣《經濟日報》報道， 韓國瑜
當選高雄市長，掀起一陣吹向高雄

的「韓流」，不僅北台灣民眾爭相到高雄
朝聖，走訪韓國瑜去過的小吃店，陸客
也對高雄充滿好奇。12月25日是韓國瑜
的就職典禮，準高雄市新聞局長王淺秋
表示，預估有3萬人觀禮。25日又恰逢
聖誕節，加上接近跨年夜，觀光人潮湧
現，使原本就在攀升的酒店住房率，爆
衝至滿房水位。
業者表示，「韓流」、聖誕節慶加上
政府暖冬補助方案助威，高雄酒店業迎

來久違的榮景，大型酒店的住房率12月
都在九成以上，甚至一房難求。

榮景再現 業績飆漲
老字號的高雄國賓，11、12月訂房全
滿。國賓解釋有三大主因。第一，高雄
新市府團隊展示拚經濟和拚觀光的決
心，帶動民間信心；第二，新市府團隊
的就職典禮在愛河邊上舉辦，國賓佔地
利之便，擁有絕佳位置，已有不少韓粉
訂房，準備以「最佳位置」觀禮，這帶動
了訂房增長。第三，受惠政府「暖冬專

案」、「國旅專案」等補助，民眾赴高雄旅
遊意願明顯提高。
福華11、12月住房率也高達九成多，
跨年夜當晚滿房。福華認為，除了承接
商務客及藝文團體入住，暖冬遊高屏的
補助方案也刺激台灣旅遊市場客源。
和逸11月住房率亦衝至八成以上，12

月每周的周五、周六、周日及21日之後
全部滿房，當月住房率有望達九成以
上。
翰品11、12月的住房率同樣在九成以

上。據翰品透露，近兩個月湧進近千筆

訂單，今年全年的住房表現將優於去
年。
高雄國際酒店也表現搶眼，英迪格第4

季業績飆漲，11月住房率達85%，今年
「每晚客房收益」將達2,900元（新台幣，
下同）至3,000元水準。英迪格認為，相
較高雄多屬平價商務旅館，每晚客房收
益多半在1,800元至2,200元左右徘徊，
算是打下不錯一仗。英迪格直言，高雄
網路聲量提高除了吸引島內遊客，還吸
引了海外旅客，近日有香港旅客因台灣
選舉的關係，來到高雄住宿。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高雄
市長當選人韓國瑜8日參加高雄科技大學
元年校慶，勉勵青年學生要有立足台灣、
胸懷大陸、放眼世界、征服宇宙的世界
觀，開拓國際視野，隨時準備與世界競爭。
這是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後第一次參加大學
校慶活動，他以向青年學生、高雄科大、

社會大眾三個面向發表他對高雄的願景。
韓國瑜指出，現在的年輕世代面對的

挑戰，會比以往更大更新，高雄的青年
會面對來自新加坡、上海、東京、巴
黎、紐約的挑戰。
他用雲林一所學校的校訓勉勵學生，

要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征

服宇宙，開拓國際視野，隨時作好準備
面對挑戰。
韓國瑜向高雄科大表示，希望校方除
了當高雄市政府智庫之外，更渴望學校
與市府緊密合作，提供人才與資源，一
同運用青年創業基金幫助年輕人創業。
他並向社會各界呼籲，2018年海內外都

在關注高雄，這是南台灣崛起的機會。
以前台灣「重北輕南」現象嚴重，現在南
方有機會崛起，大家還是要趁勢躍起，
各界要珍惜機會，下定決心拚經濟。如
果不好好珍惜或抱着「能撈就撈」的心
態，高雄和台灣南部的這次機會，一定
會曇花一現。

韓勉高校學子：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台獨』『去中國化』歷史教育批
判」座談會8日在北京舉行。近30位兩
岸學者與會，深入批判台當局在文教領
域推行「去中國化」，呼籲兩岸有識之
士共同反制「台獨」行徑。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潘朝陽分析說，

「台獨」先發明所謂「同心圓」史觀，
以扭曲異化的空間概念將祖國推向外
圍；再修改高中歷史課綱，鼓吹所謂
「日本殖民統治有功論」，將祖國變成
外國；2016年民進黨再次上台後，更
直接將高中歷史課綱裡的中國史混入東
亞史，進一步弱化祖國的存在。

島內中華民族認同根基穩固
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劉相平認

為，中華民族認同在島內根基穩固，以
族譜、傳說、祠堂、手札、碑刻等種種
面貌存在的中華文化歷史記憶不可能被
「了斷」，日常生活裡的中華民族傳統
持續發揮作用，城市建築和空間承載的
中華歷史記憶難以磨滅，這些因素會促
使民眾自覺抵制民進黨的「台獨」操弄。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黨朝勝

說，破解「去中國化」歷史教育，需凸
顯「台獨」之惡，全面準確分析揭露
「去中國化」只會給台灣帶來社會撕
裂、政治對立、經濟衰落，深陷窮與亂
的惡性循環；需規劃「交流」之美，深
化兩岸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交流；需體
現反「獨」之力，堅持走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反對和全面壓制各
種形式的「台獨」行徑。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農委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8日宣佈，雲林縣兩鴨場
家禽確診感染H5N2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已按
作業程序撲殺銷毀逾5,000鴨隻，並督導業者完
成場區清潔及消毒工作。
據統計，加上這兩宗，台灣今年迄今已確診

及撲殺禽流感禽場案例達94宗。
「防檢局」說明，目前已進入秋冬禽流感高發時
期，養禽業者應落實場內各項生物安全措施，防止
病源藉人員、車輛、器具等傳入禽場，確實維護防
鳥措施以避免家禽與候（野）鳥接觸。

■韓國瑜就職
禮於 12 月 25
日舉行。圖為
韓國瑜 7日前
往高雄三民區
玉皇宮參拜時
受到民眾熱情
簇擁。

中央社 ■近日在高雄和逸酒店前台，出現大量辦理入住手續的民眾。 網上圖片

12月6日，在河北燕達陸道培醫院病房內，患有急性淋巴細胞
白血病T型（高危）的17歲高中生張文政定睛望向窗外。從入院
的370天裡，他因化療、移植，由黃種人突然變成全身黝黑，「我
們寧願得這個病的是我們夫妻倆，也不願意看到孩子小小年紀受這
麼大的罪。」媽媽謝艷玲心情沉重地說。
2017年11月的一天，家住河南濮陽市的張文政因高燒住進了濮陽

市人民醫院，經過多番檢查，最終被確診為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T
型（高危）。

病復發致左眼失明
確診後，張合理夫妻帶着兒子赴京求醫。經過五個月的治療，張文政

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然而4月12日開始，張文政突感左眼脹痛、視力下
降，經過檢查被確診為白血病復發，致使左眼被癌細胞侵襲失明。
為救孩子，父親張合理不顧危險，決定作為供體為孩子抽骨髓血和幹

細胞。當他們等待治療轉機的時候，張文政又出現了肺部、腹部感染，發
燒、腹瀉，並且在移植倉內出現肺克病毒、感染性休克等多種病症，每天
靠藥物治療。也正因為藥物的作用，張文政的膚色開始發生變化，原本白
白淨淨的他在不斷地全身變黑，很快就變得如同一個「黑人」一樣。

370餘天花掉近210萬
「我看見孩子的皮膚變黑後，當即就嚇壞了，立刻找到主治醫生詢
問。醫生安慰我說，孩子皮膚變黑有幾種原因，一是放療和清髓藥帶來
的副作用，二是現在文政有肺克病毒嚴重感染，三是藥物對各種臟器
的損傷，現在主要是對症治療，慢慢會好起來的。」謝艷玲回憶起當
時的情況還心有餘悸。
「文政患病370多天以
來，治療費用已花了近
210萬元（人民幣），其
中有向親戚朋友借的，
有向銀行、互聯網金融
貸來的，家裡的多年積
蓄也早已花光。」謝艷
玲拿着家裡記錄的借
款明細介紹。
家窮百事哀，文政
的爺爺腎病復發，奶
奶小腦萎縮。姐姐
輟學賺醫藥費，張
合理夫妻因照顧
兒子無法上班，
生活的重擔沉甸
甸地壓在這個
小家庭上。

■澎湃新聞

河南白血病青年河南白血病青年
化療後全身黝黑化療後全身黝黑

■因化療等藥物反應，張文政全身變黑，
無力地躺在床上。 網上圖片

■過去，張文政曾是一個白淨、陽光的中
學生。 網上圖片

林仕榮有一段千把字的自我簡
介，叫「方寸之間不了情」，

他的名片背後，寫明了他想收藏的
十多種物件：布票、郵票、錢幣、
船票、糧油票、徽章、遊樂票等，
他的名片也是藏品的「徵集令」。
1943年，他出生於台山，後來到

廣州讀大學，畢業後進入廣東省林
業廳工作直到退休，他幾乎見證了
中國近70年來的變化發展。至今他
已有3萬多件藏品，他花了大量時
間在圖書館查閱各類歷史資料，才
將自己的藏品分成9個專題。

存香港1902年版1仙硬幣
他初中時就開始收藏郵票，每次身
邊人收到信，他都會把郵票留下。提
到這些，林仕榮有些懊惱：「當時就
應該連信封一起保存下來。」
林仕榮說，小時候收藏，僅僅是

因為郵票圖案十分美觀。直到上世
紀80年代，廣州興起收藏熱，他才
開始有意識地收集糧票、布票、副
食品票等。隨後他又參加了收藏協

會，和不少「藏友」互相交流，開
始經常去海珠路等地的天光墟「淘
寶」。林仕榮收藏過最老的錢幣可
以追溯到1898年美國發行的硬幣、
1902年香港發行的1仙硬幣。

曾收藏紅軍「借穀證」
而他收藏的最早糧票是民國時期

因為安徽水災發行的救濟糧票，上
書「一年內有效，憑票兌小麥三十
斤，過期作廢」，落款時間是「民
國二年四月六日（1913 年 4 月 6
日）」。林仕榮說，民國時期因為
天災和兵禍，官方曾多次發行過糧
票或借穀證，抗戰期間，政府常向
民眾借糧，發佈借糧證，採取「分
期付款」的方式，三年還清民眾的
糧食。
此外，林仕榮還收藏了不少中華

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為給紅軍籌措
糧食而發佈的借穀證。借穀證上標
明可借乾穀10斤或折米7斤4両，
約定在1933年早稻收貨後，民眾可
以憑這張借穀證向當地政府如數領

回新穀。
「之後，

我還收藏到
了1942年陝
甘寧邊區調
糧證等解放
區票證，還
找到了一些
紅軍的馬料
證 、 柴 草
證 ， 這 些
1949年以前
的票證，被
我統一整理
起來做了一
個專題，叫
做『金戈鐵馬
創共和』。」
林仕榮說，
他的不少藏品被中國收藏家協會選
中，曾在建軍90周年時拿到北京作
紅色收藏展，他也因此榮獲「全國
首屆紅色收藏貢獻獎」和「全國紅
色收藏先進個人」等稱號。

除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各種票
證，林仕榮還收藏了不少沿用至
今的票據，見證了廣州的發展。
1950 年，新中國成立不久，

廣州推出巴士服務，當時全市只
有8路巴士，1951年增至9路，
1952年達到10路，林仕榮的藏

品中，就有一路1952年廣州市
政府公共汽車管理處首次發行的
「計次月票」。1950年最初開
通的巴士線路中，1路公交是從
東山開往三聖社，2路是從東山
公園開往荔枝灣，其他有名的站
點還包括廣九車站、黃沙、小北

花園等。而截至去年12月，廣
州全市的巴士線路，已經達到
1,213路。
1997年廣州地鐵開通時、2014

年12月31日廣州有軌電車開通
時，他都去收藏了當時的車票，
「票證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希
望大家通過這些小物件，銘記歷
史，開創美好明天。」 ■大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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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荔灣區逢源街道日前舉辦

的「紅色印記聚逢源」展覽上，身

為廣東省收藏家協會理事的林仕榮

的幾百件糧票、布票、巴士車票、

飛機票引人矚目。76歲的林仕榮收

藏票證跨越百年，遠至民國時期的

救濟糧票、蘇維埃政府的借穀票，

近到新中國成立到1993年結束的全

國各地糧票、油票、布票。60年

間，各類藏品達3萬多枚。「這些

小小的票證是我們幸福生活變遷的

證明。」林仕榮說。 ■大洋網

50年代巴士飛 講出廣州故事

江蘇省布票

1902年香港發行的
「1仙」硬幣

■■林仕榮的林仕榮的33萬多件藏品萬多件藏品，，
和他一起見證了內地近和他一起見證了內地近7070
年來的變化發展年來的變化發展。。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