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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7月27日电 （记者刘刚、陈君） 台湾复兴航空
GE222航班澎湖空难27日进入第五天，据台民航部门介绍，截至26
日晚间，所有48名罹难者身份均已确定。

复兴航空从27日开始发放丧葬补助费，每位罹难者80万元新台
币，至当天晚间已交付27位罹难者家属。事故现场遗留的行李物件
总计210件，目前家属已领取110件。

据悉，失事现场澎湖西溪村27日解除封锁，村民忙着整理家园和
物品。马公机场旁的这个小村有10多户民宅被失事客机波及。由于天
气炎热，为防止发生疫情，当地驻军多次在事故现场进行消毒作业。

台湾有关部门还将与复兴航空、社工组成关怀服务团队，关怀
慰问伤者及罹难者家属并提供服务。

失事客机黑匣子数据完整
据新华社澎湖7月26日电（记者刘刚、陈君） 台湾“飞航安全

调查委员会”调查官任静怡26日上午在澎湖马公机场透露，23日在
澎湖失事的复兴航空GE222航班机上两个黑匣子25日已完成数据下
载，所幸数据完整，将可完整呈现失事航班的整个飞行过程。

任静怡介绍说，两个黑匣子中，一个为座舱语音记录器，分别
记录正驾驶员麦克风、副驾驶员麦克风、座舱区域麦克风以及广播
系统麦克风2个小时的语音资料；另一个为飞行资料记录器，经过解
读，其记录的138项飞行参数都很完整。

飞机失事时冲击力度极大，两个黑匣子外观严重损毁，因此这
位调查官直呼“非常幸运”，资料能够保存完整，将有助于调查失事
过程，确认失事原因。按照正常调查流程，澎湖空难这种飞机全毁
的一类事故完成最终调查报告需要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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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多神秘。人迹罕至、物产
奇特、藏传佛教、康巴汉子、玉树重建
……这一切，每一天都吸引着震撼着

“海内外华文媒体青海藏区行”的记者
们。

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这次
采访活动，不仅让 10 家海外媒体和多家
大陆媒体从事涉台报道的记者们见识了
大美青海，更领略了藏地风情、藏民风
采。澳大利亚 《唐人街》 总编卢小玲
说，很多外国人提起中国，除了知道北
京、上海，就是西藏和藏区，这是非常
神秘、吸引人的地方。籍贯台湾、来自
法国 《欧洲时报》 的周文仪说，他是第
一次到藏区，跟之前的想象大不一样，
此行收获满满。

藏地：一眼看不完

藏区太辽阔了，青海省就有海南、
海北、黄南、玉树、果洛 5 个藏族自治
州。西宁至玉树 800 多公里，要乘飞机，
如去可可西里，更为遥远。在青海藏区
旅行，到处蓝天白云、牛羊成群，更有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山脚的寺院，偶见
废弃的天葬台。

一路风物，更有一路故事。西部歌
王王洛宾创作的 《在那遥远的地方》 等
名曲，灵感来自青海。车行湟源县，我
们听说了“湟源三宝”（美女、醋、干煸
湟鱼）。湟源是古代茶马交易的主要地
点，唐朝在此设立茶马监察司。相传文
成公主进藏经此，松赞干布为她建驿站
休养，很多侍女受不了高原反应生病
了，善心的公主就让她们留在当地出
嫁，其后代都很漂亮。

站在日月山上眺望，东面是湟源县
阡陌纵横的农业区，西面是共和县帐篷
点点的牧业区，山上天气诡谲无常。这
里见证了藏汉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既
有中原王朝与吐谷浑、吐蕃的战争苦
难，也写下双方在此茶马互市、立碑媾
和的佳话。

藏物：“不死之药”的产地

青藏高原多宝物，是上古神话中
“不死之药”的产地，有各种野生植物资
源千种以上。在藏宝集团，记者们看到
了采用绿松石、雪莲、野生柴达木黑枸
杞、佛手参、藏红花、人参果等开发的
众多产品。而西宁的藏文化博物馆，有2
万多件文物，涵盖藏医药、曼唐器械、
古籍文献、药师佛等十大类，令人叹为
观止。

藏药中，很多矿物可入药，能产生
特殊疗效。有毒的金属却用来去毒，这
让西医觉得不可思议，但藏医药临床已
经过千年的检验。在塔尔寺藏医院门诊
部，记者巧遇从内蒙古来看胃病的贺大
爷，他和3位亲朋不远千里来寻诊，治疗
一周时间，效果挺好。该院院长丹贝君
尼告诉记者，藏医药对一些高原病和慢
性病有独特疗效，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外
地患者到藏区寻医，甚至还有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来的。香港李嘉诚基金会资
助该院医疗队，每月到各藏区看病、发
药，深受群众欢迎。

寺院，是藏区的独特风景。青海全
省有 611座寺院，僧侣 4万多人。很多寺
院年久失修，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为
继，政府出大力帮助僧侣。据甘肃省委
统战部领导介绍，为实现寺院与社会同
待遇，青海实施六大工程，包括确保寺
院的水电路畅通、为僧人入社保、改造
危旧主殿堂及僧人住房，让僧众享受到
改革开放的成果。参观塔尔寺时，湟中
县有关领导告诉记者，寺前这条宽敞的
主干道，政府投资 3000 多万元建成，塔
尔寺僧侣养老、医保全覆盖，而且用上
了天然气，因为周围学校、医院通气
了，对寺院一视同仁。

海外记者们探访的多家民族企业，
善用高原资源，变物为宝，积极有为，
开拓有方。藏羊地毯集团利用一年只剪
一次的“西宁大白毛”优质原料，开发
近千个品种，远销海内外，年产值十来

亿元。他们没有死守祖先留下的手工编
织，而是引进欧洲最先进的织机，攻克
了 100%羊毛机织毯的技术难关，再赋予
藏文化内涵，公司设计图案的专业人员
就有七八十人，目前其规模和工艺已远
超尼泊尔藏毯。青海藏毯的标准，有了
全球市场的话语权。

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可可西里
集团，是西北最大的藏牦牛肉加工厂
区，带动青海近8万户牧民致富。

藏胞：日子过得很不错

穿过新修的乡村公路，记者们来到
海晏县哈勒景乡的藏胞尕布藏家，女主
人是蒙古族的，他们放牧时认识结缘，
约 20 年前才结束住帐篷的游牧生活，在
政府的帮助下建房定居。现在，他们家
有 600 多只羊、100 多头牛，有汽车，家
后面是 3000 亩的牧场，年收入 20 多万
元，人人都在用手机。村干部说，这在
当地属中等。

瘦瘦高高的久美彭措曾是僧人，如今
是名扬雪域的藏医药学家、新药发明家。
他长期在草原行医，后办诊所，创企业，留
过洋，始终敢作敢为，如今他的“久美藏
药”公司生产国字号的药 14 种，省市批准
的 380多种，年产值 1亿多元。这位高原汉
子思想开放，胸中有更大的宏图，他为藏
医药标准化呕心沥血，编写了几部大部头
著作，在全国各地设点，目标是办中国最
大的藏药厂、藏医院，要进军国际市场。久
美彭措很自信，他微笑中总带有一种桀
骜，那是有几分底气的。

在藏区，记者们认识几位康巴汉
子，他们豪迈达观，心灵通透，“血管里
响着马蹄的声音”。震后重建的玉树结古
镇，夜晚人们自发从四面八方来到广
场，跳起了锅庄，这已是许多藏胞的生
活方式。他们既珍爱生命，更珍惜生
活，他们不会愁肠百结，而是挚爱那片
土地，创造和享受生活，不枉为蓝天白
云下的生灵。

□特别报道

海外老记青海感受“藏味”
本报记者 连锦添

记者们在青海省海晏县采访的牧民家庭，一家八口由藏、回、汉、蒙4个民
族组成，年收入25万元，一家人互相尊重，和睦生活，创下民族团结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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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术（（流行艺术的流行艺术的
简称简称，，又称新写又称新写
实 主 义实 主 义 ）） 家家
Romero BrittoRomero Britto
在 香 港 举 行 作在 香 港 举 行 作
品展览品展览，，展出国展出国
际知名人物画像际知名人物画像
系列等系列等。。图为图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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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中新社发发））

两岸退役将领威海纪念甲午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陈斌华）

记者26日从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获悉，甲午战争
爆发120周年之际，由该会与台湾高雄市“中央军
事院校校友会”、山东孙子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两
岸纪念甲午战争 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东举
行。来自海峡两岸的70多位退役将领和专家学者
齐聚甲午战争故地威海卫，反思战败教训，呼吁
两岸共同维护中华民族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
与日本右翼反华势力斗争中一致对外。

与会人士表示，海峡两岸是荣辱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甲午战败、乙未割台，既是台湾同
胞的历史悲情，也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伤痛，
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其对中华民族的影
响至今仍未消除。两岸同胞都属于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有责任共同强化国家民族认
同，塑造强大的民族精神。

研讨会于 24 日至 29 日在威海、青岛举行。
期间，全体与会人士举行了庄重、肃穆的祭拜
仪式，缅怀在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先烈。

本报北京 7 月 26 日电 （黄绮
欣、李云） 为纪念黄埔军校建校 90
周年而举办的“黄埔情”海峡两岸书画
展26日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展出由
两岸黄埔校友、黄埔亲属创作的作品
共150余幅。展览将于7月30日结束。

展馆内其中一幅题字“黄埔精神
不朽”的书法，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
任周恩来的侄女、中国新闻社原副社
长周秉德所写。她表示，黄埔精神是
两岸同胞都认同的精神，是促进两岸
持续发展、交流和合作的重要载体。
她认为是次纪念极具意义，展示了黄
埔过往东征北伐的伟绩，见证黄埔军
校走过 90 年光辉历程期望黄埔精神

在两岸同胞身上持续不断。
台湾退役中将、现任台湾陆军官

校校友会荣誉会长宁攸武同样展示了
书法作品，他借书法带出黄埔军校过
往历史，表达了黄埔师生与全国民众
一起共同抗日的英勇精神，他期望国
家能早日统一，两岸同胞团结一心，
壮大中华民族。

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在开
幕式上致辞表示，举办画展是为了纪
念、缅怀黄埔先驱的爱国革命精神，
展示两岸黄埔同学的鸿渐之仪。他相
信两岸各界朋友可以携手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
斗。

台湾澎湖空难本来就够让人难受的了。但根据
台湾媒体的报道，后续仍然不算顺畅。用媒体的话
说，5天来乱象一箩筐。

首先是罹难者家属忍不住爆出怨气。高雄罹难
者陈正龙的母亲何美惠，空难隔天就到澎湖认领儿
子遗体。她说，明明脸部、头部和躯体都完好可以
辨认领取，却一等再等，即使验过 DNA，仍然等
了一天才领到。她又急又气，找前往澎湖帮助善后
的高雄市府官员帮忙，答案还是“再等一下”。何
美惠等了4个多小时，气到说不出话来。

“那些人完全无法感受突然失去至亲的痛”，因
为见不到儿子的辛酸，加上折腾来折腾去都心力交
瘁了，她一怒之下要在救难中心咬舌自尽，“我跟
我儿子一起去，总可以见到了吧！”

而岛内的殡葬业者也成了千夫所指。罹难者杨景
翔的父亲杨洲胜抱怨，25日晚10时就说要领儿子遗体
解冻，直到26日上午要美容还是找不到遗体，业者冷
冷丢下一句：“自己去找。”这让人感叹“情何以堪”。

复兴航空25日委托殡葬业者布置灵堂，为了灵
堂名称与家属又爆口角，殡葬业者原挂上“澎湖马

公悼念罹难者之灵堂”，罹难者叶根壮的外甥郁国
麟大骂“不伦不类”。他说，灵堂名称没有标出意
外主因，且马公又不是事发地点，罹难者来自澎湖
各乡镇却只写马公，“是只纪念马公市的罹难者
吗？是在分地域性吗？”

这次空难不但让罹难者家属悲痛欲绝，更影
响空服员的情绪。一名复兴空姐在“脸书”发
文，“一早起床也吃不下，就去行天宫拜拜了。”
她感叹，航空业很辛酸，毕业后就从事服务业，
早就习惯没有台风假，而 1 个航班影响二三百
人，不可随便停飞。所以台风天不飞被骂、飞也
被骂，直言：“客人敢坐，我们就得飞！”言词间
透露百般无奈。

还有细心的媒体观察到，空难现场边一栋小
楼因为紧邻事发现场，成为记者们的摄影制高
点。原来三户人家的老人对登楼顶阳台的采访要
求都很配合，但大半天下来，受到太多记者的叨
扰，也发出了不满的声音。

即使这样，在敏感时机还是防不住有更冷漠的
言论从某些人嘴里蹦出来。台湾前女F4团员Fanny
刘乐妍接受平面媒体采访时直言，“人都要死，不
如就死在飞机上。”这番言论让网友火大了，还有
网友网上传私信骂她：“神经病呀你~没家教的。”
有人质问她：“这是人说的话吗？！”

当然，岛内也不全是负能量。比如台“交通部
长”就在网上展示自己抄写的 《心经》，为空难亡
者祈愿。台湾《联合报》报道，网友在“脸书”发
起“一朵白玫瑰遥祭马公空难受难者”的活动，这
两天陆续有声援的民众，到台北捷运松山机场三号
出口外摆放白玫瑰，悼念在空难中丧生的人。

据了解，发起人是一群上班族，他们希望罹
难者家属能逐渐把痛苦放下。发起人之一杨弱水
表示，表妹的朋友刚好搭上前一班顺利降落的班
机，逃过一劫，因此对这件事情特别有感触，于
是就和几位朋友决定在“脸书”上发起白玫瑰活
动，杨弱水表示，社会上有太多冲突，希望借由
这个活动，带给社会一点正向温暖的力量。这一
活动也将持续到 8 月 10 日，未来更希望可以北中
南串连。

澎湖空难

48名罹难者身份均已确定

□台湾
在线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参与主办的
第十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 7 月 27 日圆满结
束，活动期间共有260名香港中学生参加。图为
狙击手向夏令营学员演示实弹射击。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结束

“黄埔情”两岸书画展开幕

普普艺术家到香港普普艺术家到香港普普艺术家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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