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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重金抢挖台湾医生

两岸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大陆医生整日忙翻天，台
湾医师相对较清闲。于是，每到周末，台湾就有一批

“假日刀手”飞赴大陆各地给病人看诊开刀，付出劳动的
同时，赚取大把的人民币。

大陆医院一些热门科室如心导管、肾移植、骨科
等，急需大量医护人员，于是，大陆医院想尽办法重金
挖角台湾医师。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有传闻说，大陆某医院开出
亿元新台币高价，想要挖角台湾心脏移植权威、振兴医
院心脏医学中心主任魏峥。岛内媒体查证时，魏峥否认
有传闻中的行情，但他承认，近年来大陆确实陆续有几
家医院接触过他，但都被他一一婉拒，他同时也担心台
湾医界人才正在悄悄转移阵地。

“国际医疗中心诚征台湾专家门诊兼任医师”、“上海
自由经贸区征驻诊医师”……近年来，大陆开放并承认
台湾专科医师执照，提出申请后有机会到对岸行医，更
有不少医疗机构重金挖角，向台湾医师人才招手。有台
湾医师说，周末打电话想找医师朋友聚会，但人家在大
陆忙着呢。

对此，魏峥表示，台湾医师选择出走大陆，与台湾
的医疗制度和健保制度有关。

多赚钱何乐而不为

对于台湾医界的现状，魏峥说，当局“管得多、做
太少”。让人火大的是，卫生行政部门要求医师上伦理
课，学分不够要吊销执照，他反问：“上了课就会有伦理
吗？”

据悉，有名医在台湾看一个诊次，能拿到 8000元新
台币；换至大陆，看一个诊就可赚 5 万元新台币。近年
来，不少台湾医师到大陆大赚人民币，让医界大老感
叹，台湾必须改善医疗环境，才能留住人才。

据报道，不少当地医师认为，受健保制度影响，医
师在台湾的薪资环境不佳、工作辛苦，台湾小区医院协
会理事长谢武吉估计，目前每个周末，都有五六十名台
湾医师飞赴大陆开刀、看诊。高雄医学大学妇产科教授
郑丞杰曾赴大陆15个月，担任某台资医院副院长。他表
示，台湾医师在大陆光是周末上工，收入就有十几万元
新台币，这对许多医师来说，的确充满了吸引力。据说
台湾医师到大陆行医，平均加薪幅度都在25%至50%，年
轻医师薪水还可能加倍。

记者认识一位原任职于台大医院的皮肤科医师，后
来给大陆某市立医院挖去当院长。他说，现在每月都要
去上海进行整容手术，具体收入他没说，但一定不菲，
他感叹大陆市场实在太大，太诱人。台湾中国医药大学

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张帆也是“假日刀手”之一。他每隔三四
周就会飞赴大陆一趟，在大陆看诊，依开价不同，一个诊
次可拿 5000 元至 1 万元人民币 （约 1 万至 5 万元新台币）。
在台湾割双眼皮手术要万余元新台币，而到大陆则是3万
元新台币起跳。

据介绍，台湾医师赴大陆，主要以医美、整形外科
居多，其他还包括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治疗重
症医师等。另外肾脏移植、心导管及骨科手术等，术
后照护困难度较低，只要一天集中安排几个病人，医
师很容易当“假日刀手”。

医界呼吁留住人才

台湾心脏移植权威、亚东医院院长朱树勋指
出，当局应尽速制订配套措施，才能留住医疗人
才，只有岛内医疗政策松绑，让医院发展自费医
疗、国际医疗，建构更健全的医疗环境，才能真
正留住医疗人才。

“感谢魏峥教授愿意留在台湾。”台湾“卫生
福利部”医事司司长李伟强坦言。目前岛内医
院九成收入来自健保，要像大陆那样给医师那
么多钱，台湾根本做不到。只要是人才，大家
都抢着要，他也担心优秀台湾医师会被对岸挖
走。 他强调，“卫福部”正积极筹设国际医疗
专区，争取境外病人来台就医，就是希望留住
自己的优秀医师。

据悉，近10年来，4万多名台湾医师收入
没有明显增加或减少，而大陆医院给出高
薪，确实对台湾医师有不小的吸引力。对于
每个周末都有台湾医师飞赴大陆行医一事，
李伟强认为，目前对台湾整体医疗质量还未
造成很大影响，“不过，如果医疗环境仍得不
到改善，5年或 10年后，就不知那时会变成
什么样子了”。

（本报台北4月1日电）

同样一台外科手术 大陆出价高出数倍

台湾名医跨海当“假日刀手”
本报记者 王连伟

“红楼
梦中人”

“红楼
梦中人”

4 月 1 日，台湾国光京
剧团在台北召开记者会，宣
布推出“红楼梦中人”系列
年度京剧大戏。图为台湾京
剧名伶魏海敏在记者会上讲
述演戏过程。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香港“占领中环”发起人戴耀廷日前表示，计划邀请策动占
领台湾“立法院”的“学运”发起人林飞帆等赴港交流。香港舆
论担心，香港反对派一再与“台独”勾搭，将会让香港陷于政治
乱象，甚至令普选“一拍两散”。

屡次勾搭“台独”

截至 4月 1日，台湾“反服贸”的大学生已经占领“立法院”
长达两周之久。大陆与台湾签署的服贸协议，本可给台湾服务业
发展提供广大空间。然而，在一些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学生带领
下，学运人士暴力瘫痪了“立法院”，要求“退回服贸”。

戴耀廷称，可以借用林飞帆等人的“智慧”，为“占中”贡献
“更多力量”。林飞帆对此则回应，若时间许可，他乐意来港分
享。不久前，林飞帆公然声称主张“台湾独立”。这已经不是“占
中”人士第一次勾搭“台独”，之前，他们曾向民进党前主席施明
德“取经”，并且参加了“台独”势力举办的街头抗议技巧训练
营。

台湾学运发生之初，岛内媒体就把占领“立法院”和香港
“占中”相提并论。二者同属于违法行为，并且以破坏公众利益为
代价。

担心青年被教坏

香港舆论担心，“占中”势力引入台湾乱象，会令社会陷入政
治纷扰，尤其是香港青年，若不及时沟通，恐怕会被台湾的示范

“教坏”。

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龙子明
批评，台湾的“反服贸”争议，令他们对香港“占中”倍添
忧虑，事件反映出青年容易受到鼓动，“为何要犯法‘占
中’？我期望青年能够深入分析，不要冲动行事”。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庄成鑫直言，身为家长，他
绝对不会支持“台湾学运式”的斗争，这肯定给学生带来危
险，而且引进“台独”势力会影响香港“一国两制”，“市民是
盼望社会正常运作，而非政治化的吵闹。”

香港菁英会主席梁宏正说，香港有法律保障言论表达自由，
最重要是合法表达，违法“占中”肯定不能接受，何况公然邀请台
湾学运领袖来港教人犯法？教青年如何瘫痪社会？

舆论忧影响普选

不少香港人表示，“占中”不利于解决问题，引进“台独”更可能破坏
政改进程。香港特区政府当前正进行政改咨询，目的是为了拿出切实可行的
特首普选方案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如果这一方案无法顺利产生，或未获立法会
通过，则香港原本可望在2017年实现的普选将受到影响。

香港菁英会副主席甄韦乔指出，台湾学运瘫痪了立法行政工作，他不赞成这
种激烈行为，更不认同香港跟“台湾占领”扯上关系，正是因为台湾一些政治势力

“逢中必反”的做法，令“台湾经济事实上滞后多年，几乎无商机”，香港不应该与台
湾占领扯上关系。

香港青年民建联主席周浩鼎说，事实上有不少台湾人支持服贸协议，而反服贸争议
最终变成通过暴力冲突表达。香港引进台湾学运模式，只会令 “占中”更容易失控，
“‘占中’早前就勾结‘台独’势力，今日又邀请台湾学运分享，这完全不利政改商讨，最
终或一拍两散”。

■港澳在线■港澳在线

香港舆论批反对派与“台独”勾搭

台湾为亚洲民主树了坏榜样
闵 喆

近年，到台
湾医美健检的深
度游成为赴台

“个人游”的
新 选 择 。

（ 图 片 来
源：百度
图片）

第八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礼
近日在澳门举行。王家卫执导的

《一代宗师》囊括七项大奖成最大
赢家，章子怡获最佳女主角，印
度演员伊尔凡·可汗摘得最佳男主
角奖，导演侯孝贤获终身成就
奖。图为章子怡 （中） 发表得奖
感言。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亚洲电影大奖澳门颁发

街边巷尾的老餐厅是香港美食文化的精髓所在，香港文化也在这些或许
并不起眼的小店内沉淀生根。老食店深受本地人和游客的喜欢，留下了许多人
的美好记忆。然而，近年来，老食店却频传关门结业的消息。

老食店的关张并不是因为味道、口碑发生了变化。沿用当年秘方丝毫未变，“13座
牛杂”凭独门卤水汁，跟邻近的王记糖水和鸡蛋仔齐名，并称香港街头小食中“三条龙”。不
过，店铺大敌“加租”袭来，“13座牛杂”也难逃结业命运。3月31日，“13座牛杂”结业，众多
粉丝赶来尝“最后的味道”。至于未来去向，店主汤建业表示，在香港重开店铺的成本实
在太高，因此会考虑放眼台湾夜市，让港式小食转战台湾，寻求生存空间。

“13座牛杂”在香港经营了39年，食客喜欢，却不敌生存压力最终关张的现状
是不少香港老字号的命运。之前，一家拥有45年历史的香港茶餐厅“金记”因不敌高
房租，宣布结业。“好旺角”云吞店创办于1971年，却一样不敌高租金，被迫关张。老
食店靠的是食客追捧、薄利多销，食材成本增加有压力；也有的，因为后继无人，
家族事业难以延续。但是，房租的逐年倍增，无疑还是“最后一根稻草”。

香港政府推出狠招打击楼市炒卖，逐步显现出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在
新政的影响下，资金正在从住宅市场流向商铺。新近的调查显示，香港铜
锣湾以每年每平方米2.37万美元的租金，超越纽约第五大道成为全球最昂
贵的零售地段。

如今，转战台湾，在夜市中分一杯羹、延续父辈的好手艺，成为老食
店的新选择。当然，也有岛内业者指出，台湾市场有限，餐饮业竞争也

很大，岛内老字号也转向大陆寻找商机。本月，台湾业者发起的老字
号精品展首度移师大陆，希望可以协助台湾老字号与大陆及国际商

机对接，拓展大陆及国际市场，为岛内品牌创造经济效益。香港老
食店也不妨来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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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潮”皮革展

3月 31日至 4月 2日，“2014亚太区皮革——原料及制造技术展”在香港会议展
览中心举行。展会主办方组织了一系列精彩活动，众多国际顶级设计师汇聚一堂，
探讨皮革和时尚行业的热门话题，主题包括环境可持续发展、皮革行业技术趋势和
工艺改进等。图为展会上展出的皮革制品。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据新华社澳门3月31日电（记者赵卫）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31日任命了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的1名主席和4名委员，

这5名成员同日在特区政府总部正式就职。此举意味着澳门特区第四
任行政长官选举的前期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澳门特区终审法院法官宋敏莉被任命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主
席，澳门特区检察院助理检察长马翊、初级法院及行政法院院长叶

迅生、特区政府行政公职局局长朱伟干及特区政府新闻局局长陈
致平分别就任管理委员会委员。

根据澳门基本法，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
性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根据新修改的澳
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法》，第四届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
员会的人数由300人增至400人，他们中有344人将按法定程
序通过选举产生。

澳门特区相关法律还规定，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
选举日期公布后 15 日内，现任行政长官必须委任一个行
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1名主席和4名
委员。

新就任的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宋敏莉表
示，行政长官选举是澳门社会的一件大事，全民关
注。管委会将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不偏颇、公平和公
正地开展行政长官选举的各项工作，并会随时向社会
和传媒通报选举工作的情况，让选举工作顺利进行。

澳门特首选举管理委员会产生

本报上海4月1日电（记者郝洪） 据上海公安出入
境管理部门消息，自4月1日起，上海放宽赴台探亲停留
时间和来往次数。上海居民持“陪同来台”、“随行团
聚”等类多次有效入台许可提出申请的，出入境管理部门
可签发1—3年有效多次探亲签注。

与此同时，上海还推出赴港澳台通行证办理新政。上
海居民在办理赴港澳台地区的相关证件时，可在不办理赴
港澳台签注的情况下，单独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和大陆居
民往来台湾通行证。据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有关人士解
释，“以前通行证和签注要同时办理，手续繁琐，办好签注后
又不一定能按时出发，现在通行证和签注可分开办理，先办
理通行证，申请人在确认赴港澳台地区的行程后，再来办理单
独签注，自由度更大了。”

赴港澳台再次签注办证时间也大大缩短。根据新政，上海居
民再次办理赴港澳台探亲、逗留、商务、其他等不适用自主办理的
单独签注 （含国家工作人员办理港澳台个人旅游再次签注），办证时
限由原来的7个工作日缩短为5个工作日。

沪放宽赴台探亲停留时间



“13座牛杂”常常引来食客大排长龙。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