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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 21 日晚与香港专
上学生联会 （学联） 代表就政制发
展问题对话，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也就学生要求作出多点回应。香港

《经济日报》随后发表文章说，对话
总算走出艰难首步，只是困局仍未
见曙光。《星岛日报》社论认为，如果
学联仍不愿采取务实态度，拒绝接受
政府建议的出路，只会走进一条“没
有出口的隧道”。虽然立足点不同，看
法也有差异，但香港各界有一个共同
的心声，那就是学联应该及早停止

“占领”行动，示威者重返校园，防止
激进者搅局，避免香港社会整体利益
受到进一步的影响和冲击。

学联要感受到政府善意

香 港 多 界 别 人 士 表 示 乐 见 对
话。有乐观的观察者认为，特区政
府与学联进行的首轮对话有“建设
性”，双方互相尊重，各自坦率表达
意见，气氛理性平和。但对话不可
能一次就能解决问题，未来应当有
更多的类似对话，通过理性的讨论
逐步收窄分歧。事实上，对话并非
辩论比赛，没有输赢。《大公报》报
道还关注到一个细节，就是“政改
三人组”对话时均以英文名称呼学

生，显得比较亲切，并在对话结束
后，主动走向与学联代表握手。

香港舆论认为，特区政府已尽
最大可能作出了合法、合情、合理
回应，期望学联能感受到诚意和善
意，以市民福祉为依归，为香港大局
着想。《文汇报》22 日刊发社评指出，
特区政府既承诺向港澳办提交最新
的港情报告，又计划成立多方平台让
学生和年轻人一起商讨政改，学联不
要轻率否定特区政府的努力，而应懂
得适可而止，以务实的态度去解决政
改争议，寻求最大共识。

路透社 21 日的报道称，虽然双
方均未公开显示出妥协意愿，但本
次对话被认为是在缓解僵局的道路
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法新社消
息称，郑林月娥在对话结束后表
示，港府将继续向学生团体敞开大
门，也希望这是今后数次对话的开
端。据路透社此前报道，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也表示，虽
然一次对话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能够对话便是好的开始。

诉求务实是形成共识
的关键

但学联一方似乎并不买账。

特区政府 21 日晚表示，“三人
组”明明在对话中积极作出了多
点回应，但香港学联却认为政府
并 未 给 予 实 际 的 答 复 。 由 此 可
见 ， 离 双 方 取 得 信 任 和 凝 聚 共
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据香
港 《明报》 网站报道，双方对话
结 束 后 ， 香 港 警 方 一 度 在 旺 角

“占领区”增加人力。
有 媒 体 观 察 到 ， 在 全 程 直 播

的对话过程中，学联代表屡提不符
合事实及法理的论点，港府官员一
一给予纠正。

港 区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刘 佩 琼 认
为，港府的四点建议并非学生口中
所 言 的 “ 带 港 人 游 花 园 ”， 而 是

“ 明 确 的 ”、“ 有 建 设 性 的 ” 以 及
“长远的”主张，值得学生好好思
考。刘佩琼还指出，学生在对话中
所提论点并非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其诉求未经深思，港府难以满足。
加之学联与反对派政治人物的考量
未必一致，即使政府能成功争取学
联，政改方案能否顺利在立法会通
过仍属未知数。

同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工联
会理事长吴秋北表示，学联代表仍
在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及

《基本法》，不顾事实兼曲解法律条
文，未体现出撤离示威区的迹象，
令人难见转机。他对学生的表现感
到“失望”。

“占中”破坏大，结
束才是王道

外媒称本次对话是为缓解僵局
迈出的重要第一步，但与此同时也
认为，“占中”运动破坏“法制”这
一香港核心价值并将贻害长远。英
国广播公司中文网刊文指出，“占
中”宣扬的行为准则是印度甘地的

“公民抗命”理念，但现实是，口
号喊得震耳欲聋，和平理性非暴力
却难寻踪影。“占中”者把各自的
利益要求建立在侵犯和挟持公众
利益的狂欢上，造成其他道
路使用者有家难回，有
班 难 上 ， 有 工 难
开 。 虽 然

不乏有理性者，但更多的示威者是
占地为王，冲撞和谩骂执勤中的警
察。“法不责众”正使得法制这一
香港核心价值和核心竞争力迅速损
耗。

工 联 会 立 法 会 议 员 王 国 兴 表
示，政府在对话中已展示极大诚
意，而“占领”行动已经 3 个星期。
期望参与“占领”行动的人士能够

“见好就收”，不要再继续以堵塞交
通作为威胁的手段，这无助于解决
任何的问题，反而会令社会的整体
利益持续受损。另外一位港区全国
人大代表陈勇希望，香港社会不要
被“唯恐天下不乱”的激进分子破
坏，学生应对滋事分子“说不”，重
返和平理性，事情才有曙光。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
委员会委员刘乃强认为，双方对
话是好事，能增加港人的政治觉
悟和政治知识，并看清道理在
哪一方。因为学生的要求不合
法，指控又不符合事实。双方
对话并非为说服对方，而是
说服市民，政府在这次对话
之中有理有据，表现优胜于
学联。吴秋北也指出，特
区政府进行对话，希望能
争 取 善 良 及 温 和 的 学
生，也让市民明白政改
症结所在，即错不在
港府及人大常委会，
而系学生所持的诉
求不合法不合理，

“ 市 民 能 从 对 话
中明白道理，便
能 加 快 结 束

‘占中’。”

■ 港澳在线

持续“占中”陷入困局 对话提供缓和平台

香港各界吁盼学联“见好就收”
王大可

“十一”长假结束不久，陆客赴台游又出现小高峰。
依照往年惯例，“十一”黄金周过后，通常要到 12 月中旬后，

才会有申请春节赴台游的又一个小高峰。台湾“移民署”统计显
示，本月17日申请优质团的超过7000件，一般团更超过8000件，较
往年此时的确明显增加。旅行业者分析，北京目前仍是大陆地区自
由行的最大客源，小高峰的到来相信与11月APEC期间北京市民有6
天假期不无关联。

赴台团体游，目前最经典的行程仍然是以 8天 7夜为主。6天 5
夜或是更短，该怎么安排出行计划？台湾品保协会大陆来台观光接
待委员会副主委张桂铨建议，以台北为半径或者以高雄为半径，细
细体验北台湾或是南台湾的不同风情。台湾旅行业全联会秘书长许
高庆认为，从假期时间上判断，赴台游应该还是自由行的陆客更多。

背包客游台湾，业者建议，不妨试试微旅行。
秋高气爽，最适合慢游。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特别推荐两条微旅

行路线，教民众和背包客，如何骑着单车，在大街小巷趴趴走，发
现微旅行的惊喜。

“文青版”路线。台北观光传播科长黄惠静介绍说，如果是喜欢
文创的朋友，可以从松山文创园区出发，体验台北市的艺文、创意
实力，再到信义商圈感受台北的时尚流行，再到物美价廉的五分埔
商圈血拼，肚子饿了，到邻近的饶河街夜市品尝台北市地道小吃美
食。

“绿色版”路线。从有“台北之肺”之称的大安森林公园出发，
体验绿树蓊郁，再到永康商圈品尝人气甜品芒果冰和人气满点的小

笼包，最后到大稻埕逛城隍庙、民艺埕，细细品味台北城的传统氛
围。

微旅行的妙处恐怕还在能够细细感受一座城的气息和温度。走
到高楼大厦背后的寻常巷陌，看到一座城的文化背影。

台北有不同的巷弄风情，游客匆匆一过或在巷弄中的茶艺馆消
磨一个下午，都能窥探或分享到当地人的生活，了解当地文化。

青草巷，位于万华区。巷如其名，来到这里就可以闻到浓浓的
青草药香味。巷里有10余家传统药铺，门口摆着各种草药，店家除
了卖青草药，还凭着口耳相传的老经验，帮顾客调配清凉退火的青
草茶。这样的场景，百年来都没变过。走在这儿，从古老巷里的一
点一滴，都可以看到昔日台北的生活场景和片段，那是一座城市时
光凋零的记忆。

在金山南路二段 204 巷漫步，可以看到日据时期的建筑，也可
以看到树龄至少80年的台湾油杉。僻静的巷子里，微风徐徐，油杉
的绿叶在阳光下闪着光芒，树下有拉二胡的老人，还有捧着电脑在
无线上网的少年。古昔今夕，台北的百年时光仿佛浓缩在条条巷弄
中。

在一座现代化的都市里，也许转过一个街角，就能走进一条窄
窄的巷弄。于是，立刻没有了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群，有的只是古
老街道的宁静、安详和浓浓的生活气息。这，或许只有慢游的背包
客才能体味到的台湾之美。

（本报台北10月22日电）
压题照片：101是台北地表，也是陆客必游景点。 李炜娜摄

■■ 台北传真台北传真

文青路线文青路线 巷弄风情巷弄风情

背包游台湾不妨来场背包游台湾不妨来场““微旅行微旅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炜娜李炜娜 孙立极孙立极

据新华社台北10月22日电（记者韩淼、陈键兴） 一年多
来，台湾食品安全案件频发，受到各界高度关切。22日，台
行政管理机构下设“食品安全办公室”（以下简称食安办） 正
式挂牌成立。

台行政管理机构发言人孙立群早前表示，将原“食品安全
推动工作小组”转型扩大为“食品安全办公室”。食安办系常设
性编制，负责督导协调、统筹推动跨部门食品管理工作，下设管
理协调组、应变沟通组、稽查取缔组、资讯服务组等。台新任卫
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蒋丙煌将负责督导食安办。他表示，食
安办就像整个食安工作的参谋总部，负责统合、协调、指挥，以
期防患于未然，使民众的食品安全更有保障。

9月以来，台湾接连曝出以“馊水油”、“饲料油”混充食
用油等重大案件，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本报香港10月22日电（记者尹世昌） 香港商务印书馆今
天庆祝成立100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梁振英主持仪式。商务印书馆 1914 年在香港设馆，以

“昌明教育”为文化使命，从经营门市、开办印刷厂到编辑出
版图书，扎根香港已经整整一个世纪，成为香港出版及文化
行业领头羊。

商务印书馆 （香港） 公司董事长文宏武说，百年香港商
务，经历了时代变迁，发展中也曾遇到不少曲折、艰辛，但
始终抱持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根植香港；二是坚持以文化
为本；三是坚持不断创新；四是坚持培育和传承优秀企业文
化，得以汇集贤才，成长壮大。香港商务将继续传承商务印
书馆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理念，为繁荣香港文化、弘扬中华文
化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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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媒体日前连续报道两则大陆小童在台北101餐厅内当众撒尿的事件，引发两
岸网友热议。一些台湾媒体的报道，用词颇为耸动，但事后却发现其中一则是乌龙，

图片中主角实为台湾小童，另一则是两个星期前的事，报道中许多细节也疑似媒体
自行“脑补”。

为吸引眼球渲染“臭翻”

台湾多家媒体19日报道，有5名大陆游客在台北101大楼知名餐厅“鼎泰
丰”用餐时，1名随行3岁男童内急，家长让其直接在餐厅儿童椅上尿在塑料
瓶中。因尿液洒到桌上菜肴，孩童母亲要求餐厅免费更换菜肴，遭到拒绝。

TVBS新闻台用2分41秒报道了这起事件，标题为：扯！陆团用餐“童
当众撒尿 鼎泰丰臭翻”。其他媒体随后闻风而至。“大陆”、“尿尿”、“臭
翻”成了这个新闻的关键词。

但是，这件事发生在10月2日，媒体的新闻线索来自某台湾网友的
爆料。事情已经过去两个多星期，台湾媒体仅仅采访了鼎泰丰的公关，
就报道出了种种细节。苹果日报还制作了一个1分15秒的动画讲解，有
鼻有眼“逼真”还原当时场景。

鼎泰丰餐厅公关吴怡蓉21日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日在该
餐厅就餐时撒尿的幼童的确是大陆游客。因为事发突然，餐厅服务人
员来不及制止，其后很快做了清洁处理，所谓“臭翻鼎泰丰”实为
某些媒体的夸张报道。

当众撒尿想当然是陆童？

20日，《苹果日报》又用了半个版刊载了网友提供的101美食
街餐桌前一位母亲与一个脱下裤子的男童照片，报道标题为 《没
公德心 101又见陆童桌边尿尿》。

这则报道则纯属乌龙。21 日，《苹果日报》 以不到 5 行的寥
寥百字作出更正，称：“被网友拍摄的民众纪小姐来电表示，她
非陆客，是台北人，男童也非当众尿尿，是因为打翻玻璃杯的
水，弄湿男童的裤子，纪小姐只是帮小孩更换裤子，不知遭人
误会且偷拍上网贴文。本报特此澄清，并向纪小姐致歉。”

对于该媒体的报道与澄清，有网友称，媒体想当然认为是
大陆游客，却不料是台湾民众，“无异于打了自己一巴掌”。还
有电子媒体发文说，只怕今后要“笑陆客不检点”，可得“先
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

台湾民众不随媒体起舞

针对这一引发热议的事件，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
中表示，近年来，大陆游客整体素质提高了，但也还存在不
文明行为。大陆游客应多加注意，不要让个别现象影响整体
的观感。他同时也表示，台湾一些媒体也不应借题发挥，以
偏概全。两岸实现心灵契合，要寻求价值融合，建立彼此信
任，不宜有预设立场。双方应共同努力，提高自身素养与文
明认知度。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郑又平则表示，一些陆
客个别的不文明现象可以理解，台湾民间会以包容的心态来对
待，相信大陆有很强的自我反思能力。但同时，台湾某些媒体的

“标签化”需要批评。相信台湾民众多数还是有理性的心胸与视
野，不会随着某些媒体起舞狂飙。两岸要更多地交流，才不会见
树不见林。

香港商务印书馆庆祝成立百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庆祝成立百年

台成立“食安办”管控食品安全

本报电 据香港 《大公报》 报道，香港卫生防护中心20日公布一系列监控
埃博拉病毒的新措施，包括已在机场设立2个柜位，建议来自疫区或曾与病患接触

的旅客填写健康检查问卷，并将“发烧”的定义，由38摄氏度下调至37.5摄氏度，
以便及早发现疑似病患。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梁挺雄称，已与酒店业、旅游业等沟通，若发现旅客出现疑
似埃博拉症状，可协助通知医院，届时将用救护车接走相关人士。

对于将“发烧”定义由原先的38摄氏度收紧至37.5摄氏度。梁挺雄解释称，早前在美
国发现的埃博拉病患早期曾出现低烧状况，且暂未发现传染给亲密接触者，因此，卫生防护

中心认为，及早安排低烧患者隔离及治疗，将有助于香港埃博拉预防，降低病情扩散风险。

加强防控埃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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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香
港机场内的
旅客填写监
察 问 卷 柜
位。（图片
来源：香港
《文汇报》）

22日，香港市民聚集旺角力挺警察执法清理“占中”。
（图片来源：香港大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