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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温州电（余列峰、刘亦辰） 10月中旬，“2014浙江·台湾合作周”
在温州举行。此次活动以“时尚创新携手共赢”为主题，通过论坛、产业
对接和考察活动，推动了温台两地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

温州机场边检站一线人员，一直致力于打造边检阳光国门的良好形
象，为确保此次活动安全顺利，他们提前联系省口岸办，准确掌握了代
表团成员信息和航班动态，启动了重大勤务保障方案。站领导亲临一线
坐镇指挥，开通了代表团专用通道，由边检骨干成员担任专用通道的
引导、旅检任务，第一时间为代表团成员办妥通关手续。温州边检
“快速便捷，专业高效，亲切友好”的通关环境，受到了与会代表团

成员的高度赞扬。

10月中旬的台北，也有了秋的气息和温度，然而过
去的一周，岛内的气氛却远不似自然节气的更迭，反倒
是“火”很大。

“问题油”越闹越大

事件缘起于台湾检方 10 月 8 日查获顶新旗下正义公
司以饲料用油混充食用猪油，正义公司出品的 68项油品
被下架，至少波及下游230家食品业者；加上此前油品掺
铜叶绿素以及上月的“馊水油风波”，顶新一年食安问题
三连爆。烧菜做饭日日离不开的油却问题不断，且卖黑
心油的还是知名大企业，岛内民众震惊、害怕，继而转
为愤怒。

抵制顶新的运动迅速在全台展开。13日，全台22个
县市通令所属机关学校停用顶新集团和味全公司的所有
产品，就连顶新魏家老家彰化鹿港民众亦不例外。老街
商圈业者发起连署，号召民众拒买顶新商品，要求台当
局彻查。

抵制潮蔓延至大陆台企。鸿海集团日前发布公告，
要求包括大陆富士康在内的集团单位，下架包括康师傅
在内的顶新旗下品牌。

16日傍晚，顶新集团召开临时记者会，宣布“全面
退出台湾油品生产市场”，旗下45年老字号猪油厂正义油
品及顶新屏东厂吹熄灯号，并将完全退出味全集团董事
会，同时宣布将捐出 30亿元 （新台币，下同） 成立食安
基金。17日，经过4小时的法庭激辩，顶新制油前董事长
魏应充被彰化地院裁定羁押禁见。

已与顶新集团合作多年的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基
于“高道德”标准，18日决议终止顶新集团提供的奖学
金，同样终止合作的还有政大商学院。

抵制潮并未停歇

食安风波未歇，有舆论质疑当局的行动力。17 日，
曾任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特聘教授的蒋丙煌，接掌“卫
福部”，他也成为第一位科学界出身的“卫福部”部长。
蒋丙煌表示，有信心在月底前平息这场黑心油风波，让
民众重拾信心。他指出，为解决食安问题，上任后首推4
项任务：落实源头管理、三级品管制度、利用食品云来
协助整体管理以及确实执行油品分流管理。

检调全力侦办黑心油案件，“立法院”也加快审查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草案；“农委会”提出 《饲料管
理法》 修正案也通过初审。若新法通过，未来，业者使
用回收油、馊水油、饲料油掺入猪油，最高可罚2亿元。
国民党“立院党团”代理执行长费鸿泰表示，希望法案
在月底前三读通过，赶紧让黑心油厂商适用新法。台

“环保署”也正在考虑使用一款“秘密配方”，让不肖业
者的废油来源无所遁形。

魏应充收押、“卫福部长”易人，民众的火气似乎还
是未能平息。

与问题油无关的味全产品仍被全台抵制。19日，味
全在家乐福、大润发和爱买三大连锁超市开展促销活
动，但记者看到，买气依然低迷，到下午货架上的味全
奶制品、果汁等仍几乎无人问津。

如何解决食安问题

记者走访台北吴兴街市场，摊贩
陈先生说：“猪板油原来一斤 （台斤，
600克） 三四十元，现在涨了一倍，猪
肉价格也一路狂涨，卖给客人也不好涨
价，只能自己咬牙苦撑。”

食安问题给岛内民众的生活带来了
切身之痛。但也有学者开始在“火很大”
的气氛中理性反思。成功大学科技治理研
究中心主任杨永年说，把食安危机转化为改
善食安制度的转机，食安问题才会得到有效
解决。味全企业工会呼吁，味全与顶新、正
义油品无关，盼消费者不要再抵制味全商品，
给6000多名员工一条生路。

台湾 《联合报》 18 日发表社论称，在一片
“灭顶”的呼喊声中，希望民众不要陷入不可自
拔的“仇富”与“报复”情绪中。毕竟案件已经
进入法律程序，大家应持续关注食安问题的制度化
解决，那才是议题的终极核心。否则，打垮一家顶
新，还会有其他黑心企业取而代之，那么台湾的食
安问题将伊于胡底？

台湾《中国时报》19日社论说，顶新一年内在三
大油品安全风波中三度上榜，就算最后因此被海啸

“灭顶”，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重惩虽有杀一儆百之
效，但海啸之后呢？ （本报台北10月19日电）

10 月 20 日，台湾新北市启
动 2014 温泉美食节，以“温情满
满”、“食在满意”为活动主轴。新
北市府观光旅游局指出，新北温
泉资源丰富，希望可以让民众和
游客在泡汤的同时享受到在地的
精致料理。近日，新北市府召开记
者会，邀请温泉业者展出为美食
节开发的“精选温泉美食”料理。

大图：2014 温泉美食节启
动记者会现场。

小图：业者为美食节开发的
精致料理。

本报记者 李炜娜摄

本报台北电（记者李炜娜、孙立极） 近日，由台湾陆军军官学校校友总会主
办的纪念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两岸书画展，在台北开幕。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
长郑琴率大陆黄埔同学及知名黄埔亲属等9人参加活动，并选送15幅画作参展。

黄埔军校承载两岸共同记忆，为庆祝黄埔军校90华诞，去年两岸黄埔组织就
着手策划，联手举办书画展。7月26日，“黄埔情·纪念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海峡
两岸书画展”在北京开办，两岸黄埔人曾欢聚北京。

10月17日至19日，香港“占
中”人士在旺角连续暴力冲击警
方防线，让之前已短暂恢复交通
的部分道路再度陷入瘫痪。香港
警方指出，煽动冲击警方行动的
带头滋事者，均为已知激进组织
的活跃分子。香港立法会 41 位议
员联署表示，冲击行为已超出社
会容忍的底线，促请警方将违法
者“绳之以法”。

激进组织带头冲击警方

香港警方上周四清除了旺角
地区“占中”者所设的路障，恢
复当地交通。17 日晚，大批“占
中”者突袭警方防线，重新占领
旺角。18 名警员在混乱中受伤，
最后由于警力分散暂时退守。示
威者用木板和铁马筑起防线，与
警方对峙。

据香港媒体报道，当晚冲击
警方的暴徒，以雨伞拍打警员，还
谩骂警员，一些示威者高举双手，却
用脚去踢警员下体。而现场警员一
直保持克制，除提醒在场的摄影师
小心，不时提醒战友保持冷静。

18 日，旺角现场大致保持平
静。警方坚守十字路口，与示威者
隔铁马对峙，北边与东边的道路获
开放，而南边与西边的路面仍保持
封锁。

19 日零时，旺角“占中”者
再次冲击警方防线，拉扯铁马并冲
出马路，再次架设路障，试图扩大

“占领区”。大批警员前往增援。警
员以警棍击向示威者举起的雨伞，
示威者向警员投掷水瓶，场面一度
混乱。

保安局局长黎栋国批评说，煽
动冲击的带头滋事者，是已知激进
组织的活跃分子，经常组织、策划
及指挥各式各样的冲击行为，并在
多处挑衅警方人员，刻意、有计划

及多次冲击警方的防线。示威者有
组织的暴力冲击，视法纪如无物。
警队会继续以坚定不移的信心依法
办事。

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谴责有关行
为严重破坏秩序、危害公共安全，
绝非“和平非暴力”。他表示，警
方此前以极度容忍的态度处理非法
行为，希望示威者冷静，可惜对方
变本加厉，若警方失去执法能力非
市民之福。

假民主 真暴力

有旺角居民接受采访时表示，
17日暴乱之时，短时间之内有大量
来路不明人士聚集于弥敦道，明显
有组织有策划，但事后的媒体报道
及舆论却指责警方，实在不公道。
有数位市民表示，正因为目睹了当
日暴乱，看清了示威者“假和平真
暴力”，“假民主真霸道”的行径，
特意前来站到警员身边，希望示威
者挑衅时能出一份力维护警方。

香港 《文汇报》 评论文章说，
暴乱发生后，《苹果日报》 和“占
中”搞手为暴徒“鸣冤叫屈”，事
实是暴徒袭警横行霸道，警员克制
执法，绝非反对派指控的“警方滥
用武力”，更非 《苹果日报》 诬蔑
的“‘魔警’横行”。事实必须尊
重，真相岂可颠倒？

香港立法会 41 位建制派议员
18 日联署重申，支持警方严正执
法。联署声明指出，旺角暴力冲击
导致十多名警员受伤，而警方在拘
捕违法分子时更搜出多件攻击性武
器，示威者的违法暴力行径已完全
超越社会容忍底线，希望警方在必
要时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以保护市
民安全，维护公共秩序。

19日在旺角现场支持警方的民
众明显增加。不少人不惧示威者人
多势众，明确表态维护警员。有长

者手提两大袋便当，趁警方换班之
际突破警戒线，将便当送到坐在地
上休息的警员面前，之后快步离
开。

严格执法方能回归有序

“占中”至 19 日已经持续 21
天，香港闹市陷入瘫痪，重要道路
交通堵塞，市民生活遭到严重干
扰。17 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指出，
77.1%受访香港市民，要求示威者
尽快撤离主要干道；75.6%支持或
非常支持警方移除示威者在主要干
道设置的路障。尽管民怨越来越
高，“占中”却坚持不退，更悍然
对警方发动暴力冲击。

尽管“占中”组织方宣称这场
运动已“失控”，而煽动“占中”
的反对派政党此时也假惺惺地出来
呼吁示威者理性，但各种迹象证
明，这场“港版颜色革命”始终是
有组织的，并且因为有国外政治势

力和金钱的支持，才能在人人喊
打的大环境下负隅顽抗。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18
日表示，计划 21 日与“占中”
组织方之一的香港学联对话。
两周前，特区政府就已表示愿
与学联对话，却因学联突然改
口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回
政改决定，只能作罢。此次
学联方面依然表示，对话不
能“设置前提”。

观察者指出，香港特
区政府一直对“占中”给
予极大容忍，希望示威者
迷 途 知 返 ， 但 从 “ 占
中 ” 组 织 方 的 表 现 来
看，指望他们回到基本
法框架内来讨论问题
并不切实际。香港要
回归平静，香港市民
要重拾正常有序的生
活，仍需诉诸警方
严正执法。

■港澳在线

“占中”暴力升级袭警抢道
舆论：冲击行为超越社会容忍底线

本报特约记者 闵 喆

■台北传真

问题油持续延烧

台湾最近“火”很大
本报记者 李炜娜 孙立极

温州边检站热情服务“台湾周”

温泉·美食温泉·美食

19日零时，旺角“占中”者再次冲击警方防线。 （图片来源：文汇报）

10 月 19 日，“西
部 明 珠 大 美 新 疆 ”
摄影展在台北拉开帷
幕，展出 100 余幅反
映 新 疆 壮 丽 自 然 风
光、多元历史文化、
浓郁民族风情以及经
济建设成就和各民族和
谐共处、安居乐业的摄
影作品。

新华社记者 王庆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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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报道说，台湾“立
法 院 ” 的 “ 内 政 、 教 育 及 文
化”联席委员会初审通过“两岸
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在台湾的
大陆学生可纳入台湾健保 （医
保） 体系。其中做了一项文字修
正：将陆生来台就学“停留期间”
修正为“居留期间”，为的是给陆
生纳入“健保法”建立“法律依
据”；同时附带决议，要求陆生、外
籍生应全额自付保费，并待全民健保
法配套修正后才施行。

两岸进行学生交换已行之有年。
陆生来台攻读学位的不多，绝大多数来
台就读的陆生属于短期交换生，他们只
来台湾的某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学期结
束就返回。这些学生在台期间，一概没有
健康保险，他们如果病了，医药费用全部
要自己想办法。

台湾一直自诩健保制度世界最棒。但
有绿营人士常说：“肥水不落外人田”，陆生
凭什么来沾我们的光？如今的健保系统入不
敷出甚久，时时传出有破产的危险，为什么
要将陆生纳入健保，这岂不是增加台湾民众的
负担，造成财务上的困难？他们一直宣传这种
观点，千方百计阻碍陆生加入台湾健保。

台“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为争取陆生纳入
健保，放话说：民进党在他们的“华山会议”上
宣称，要“善待陆生”，那就请民进党的“立
委”们落实诺言吧。

据悉，目前“立法院”讨论的这个法案，只适
用于读学位的少数大陆学生，总计不过千人。在台
湾的外籍学生有两万多人，他们都可以加入或是已
经加入台湾健保，而且得到四成台湾当局的补助，
每个月只付 749 元新台币。这如何体现“善待陆生”
呢？

还有民进党“立委”主张，基于人权考虑，不反
对陆生比照外籍生纳保，但须兼顾健保财务问题，陆
生、外籍生保费应全额自付，当局不应补助。这当然是
民进党的一种策略，他们打着人道人权的幌子，绕着弯
儿来阻挠陆生加入台湾健保。

自去年 9月起，在大陆求学的台生已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
两岸事务必须依照平等原则，台湾不能因“民粹主义”当道，就霸道不讲理，

“逢中必反”，胡作非为。现在“立法院”在委员会中通过了本案的初审，总算是
做了一点事情，然而，此案距离三读通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重见天日恐怕是几
个月之后的事了。

进入10月，福建
省莆田市仙游台湾农
民创业园的 2.5 万亩
甜柿陆续开采，今
年预计总产量达15
万 吨 。 除 了 销 往
全 国 各 大 城 市
外 ， 还 销 到 泰
国、新加坡、香
港 、 澳 门 等 国
家和地区。

林剑冰摄
（人民图片）

甜柿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