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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签发首张电子台胞证

7月6日，福建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和公安部
出入境管理局委托的港澳地区办证服务单位开始受理电
子台胞证的申请。为进一步便利台湾同胞，公安部决定
试点签发 2015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简称电子台
胞证）。图为台胞卢月香在展示首张电子台胞证。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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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管理体制，也有“大锅饭”，
而且屡屡告急，吃的人多了，财政不堪
重负，社会上改革呼声不断。由于这些

“大锅饭”涉及千家万户的福利，是选民
的“奶酪”，谁推动改革，很可能失去选
票，所以改革一拖再拖，“大锅饭”勉强
支撑。

据 《联合报》 文章披露，台北市最
新的政策构想涉及老人福利政策，拟针
对重阳敬老金、老人乘车优惠、健保补
助，订定排富门槛。排富者，排除较高
收入者也。消息一出，岛内各方多半冷
眼以对。尽管很多人理性认知财政的负
担已在危险边缘，但台湾福利支出以

“民意”为名向来只增不减，给出去的
“好康”怎敢砍掉？其他财政缺口更严重
的县市首长，以选票考虑为先，不敢轻
言跟进改革。台湾的财政及福利政策黑
洞越来越大，许多人在思考，“大锅饭”
还能吃多久？

“军公教退抚制度”负担重

岛内的“军公教退抚制度”，就是各
界“预知会破产”却谁也不敢动的。

军公教，在台湾是军人、公务员、

教师的合称，退休后的福利待遇相对优
厚，包括：月退休金可随军公教调薪而
调整；每年有三节 （春节、端午和中
秋） 慰问金和 1.5 个月月薪的年终慰问
金；子女可比照现职人员享有教育补
助，领到大学为止；死后，父母、配偶
和未成年子女等遗族，也能选择继续领
相当于月退俸一半的月抚慰金。退伍军
人还享有水电及健保费补助……这些福
利，已成为岛内财政的沉重负担。

台湾退休军公教超过 50万人。前两
年有媒体算了一笔账：退休军公教人员
享有年利率 18%的优惠存款，当局一年
要支出 801亿元 （新台币，下同），年终
慰问金要 202 亿元，公股银行退休员工
也有优惠存款。各种总支出几千亿台
币，超过台湾18个县市的年度预算。

“福利五花八门，羡煞一般劳工”。
以劳工与公务员都工作 30年、退休时薪
水均为53340元计算，劳工退休后只能月
领2.5万元左右，而公务员因享有18%的
优存利息，约可每月领近 6 万元，差异
不小。

军公教经常成为众矢之的，被认为
“会导致台湾破产”。前几年闹得沸沸扬
扬的“18 趴”风波，也与此有关。“公”
人享有18%或13%的优惠存款利率，民进
党曾大力抨击，结果发现时任民进党主
席的蔡英文也在照领不误，每个月光拿
利息就有6.28万元。

前几年台湾发生要求删除退休公务
人员年终慰问金的风波。马当局陷入两
难，若不作改变，抗议声高涨，但大幅
调整也会引发军公教人员的不满。马当局

思之再三，决定大砍慰问金，可领取者大
大减少，只有几万人可领取，受影响人员
超过 38万人，军公教对此反应“有被迫害
感”，但舆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

“老农津贴”滋生假农民

台湾的“老农津贴”1995 年开始发
放，这项福利由当局预算支出，逐月发
放。申领老农津贴的资格，要年满 65
岁，申领时参加农民健康保险 （“农
保”） 6个月以上。

由于申领资格标准低，有漏洞可
钻。而且对“农民”的认定标准较为宽
泛，查证程序不严格，使得大量非农民
申领了津贴。台湾现行法令规定，名下
有 0.1 公顷 （1 分） 农地或林地即可认定
为农民。在相关制度的利益驱使下，“1
分地农民”、“纸上农民”越来越多，于
是引发了岛内农地越来越少，而“农
民”却越来越多的怪现象。

台相关部门统计资料表明，截至
2013 年底，台湾农业就业人口为 54.6
万，而当年核发老农津贴 66万人次，明
显有很多假农民“鱼目混珠”。

老农津贴支出影响了台湾财政资源
配置，挤占了农业预算。台“农委会”约有
822 亿元预算用于福利及补贴，占总预算
额的 67%，而产业辅导预算仅为 74 亿元、
占6%，“养老”远重于“创新”。

老农津贴政策，每逢选举便成为台
湾两大党“开支票”、“端牛肉”的缠斗
阵地。津贴钱数，每逢选举都要上演加
码战，已经上调 4 次，从每月 3000 元增

加到7000元，核发人数从最初的36万人
增加到六七十万人。为讨好选民，支票
一旦开出就少有人会反对，增额由财政
直接承担，形成“逢选就涨，易放难
收”的局面。由于负担沉重，台当局着
手规划农保改革，如推迟领取年龄、与
劳保整合等，但改革目标不容易实现。

“大锅饭”谁敢动

“大锅饭”改变难。《联合报》 文章
指出，台湾的军人退抚基金今年已见赤
字，可预料恶化会加速。但谁会去改
革？两年前有关当局还提出“台湾公务
人员的退休所得为全世界少数最高标准
之一”，但现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谁敢重
弹此调？眼前大锅饭只要能多吃一口，
又有谁在意“明天过后”的情景？

文章说，所谓的“大锅饭”，包括健
保，包括越来越扩张的特定族群的福利

（如老农津贴），包括早应整合的年金改
革……这些问题，谁谈起来都是义正词
严“必须改革”，但民众只思巩固既得利
益，政党永远向选票低头，对改革敢说
不敢做。

例如，年终慰问金好不容易已缩小
发放范围，在“每年检讨”之时，有

“立委”连署主张恢复发放。纳税人岂不
知寅吃卯粮、祸延下一代的危机？但人
人都往“吃大锅饭”心态靠拢。马英九
在今年5·20就职7周年时说，“改革得罪
支持者不后悔”。但岛内媒体认为，台执
政者怯懦不前，鲜有哪项“得罪支持
者”的改革在进行中。

为选票福利层层加码 骗津贴“老农”鱼目混珠

台湾也有打不破的“大锅饭”
曾素芸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 二 次 大 战 胜
利，不觉就70 周年了。世界各国都
在筹划举办盛大的纪念仪式，这段
惨痛的历史绝对不能忘记，人类不
能经历又一次的抗日战争、世界大
战，它会带来全球性的毁灭。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这个简单的道理
人人都认同。

二次大战的两大元凶：德国与
日本，经过了 70 年，都在二战之后
平稳快速地复苏，成为经济大国。
但在对于自己曾发动毁灭他人的战
争的罪行，二者的态度有差异。

历来德国战后的领导人，对二
次大战的罪行表达了真诚的歉意与
悔意，专注于经济发展，不做军事
扩张，成为欧盟的重要领袖。日本
当局却一直不愿意面对这一段惨痛
历史，不向受残害的邻国道歉，最
多只表示“遗憾”，赔偿更不用谈
了。其领导人还定期亲赴“靖国神
社”祭拜甲级战犯。日本教育部刻
意改写教科书，将 70 多年前的侵华
史实轻描淡写之，说成有正当理由
的出兵，粗暴否认曾经发生过“南
京大屠杀”，说“在南京的战争中”
只杀了三万人。

日本安倍首相赴冲绳参加纪念
冲绳战役，那是太平洋战争双方有
惨重伤亡的恶战。日本领导人怀念
他们在那场战役中伤亡的战士，至
于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上千万的
牺牲者，对他们是“无感”，日本当
局还努力改写历史事实，给他们的
下一代洗脑，可谓用心险恶。

在地球村生活，尊重善待左邻
右舍是最起码的条件。万不可自私
自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事事总是
想到顾到自己，不惜以他人的痛苦
来促进本身的幸福，更自以为高人
一等，觉得只有他们才配与欧美人
平起平坐，其他人都属于“支那
猪”之流。日本右翼常怀这种由极
度自卑感而演变成的畸形自傲，形
成深度的思维偏差，造成他人或自
己的重度伤害，能不慎哉？

世界上任何稍微有点良知的人，都不会赞同日本军国
主义者及其继承人的想法和做法！然而不明事理，或是明
明知道这些恶行却“择恶固执”的人，在台湾有不少，有
的还当上了台湾的县市长。

他们罔顾是非，睁眼说瞎话，指台湾的慰安妇多是心
甘情愿去当营妓、随声附和说南京大屠杀是“杜撰”、台湾
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就差公开高呼天皇万岁了。真的
令人浩叹再三！

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又有新发现。1943年，日
军追击受创的国民党 73 军，国军败退到湖南益阳厂窖镇，
伤兵约7000人，换上民服混入湖南、湖北两省两万名难民
中。追赶到的日军就地进行大屠杀，以炮弹、火弹、机枪
猛轰，再挨家挨户把人揪出来用刺刀屠杀。今天在那场屠
杀中存活下来的不到30人，为厂窖惨案做见证。

有幸存者回忆，一阵机枪打来，大家一直跑，不知跑
了多久，脚都破了，夜里想到河里洗洗脚，一踩进去，还
以为踩进牛粪里，凝神一看，全是凝结的人血。据统计，
1943年5月9日至12日，日军在厂窖杀害军民三万多人、伤
三千余人、强奸妇女二千多人，烧毁房屋三千多间，炸
沉 、 烧 毁 船 只 二 千 五 百 多
艘，有五千多具尸体泡在水
里，船桨无法划动。

万万不可忘记这些事，
不是怨恨不是心存报复，我
们 对 诚 心 的 忏 悔 者 怀 有 宽
恕，对不认错的人则必须保
持警惕。要牢牢记住二次大
战、抗日战争，防止人间惨
剧的再度发生。

（作者为台湾电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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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苏锦梁 7
月 5日表示，香港 5月份个人游下跌 5个
百分比；6月1日至28日则跌一成。从去
年 3 月至今，香港零售业陷入了 10 年不
遇的“跌跌不休”。业界认为，极端人士
多次的扰客、赶客行为，给“购物天
堂”的金字招牌蒙上了灰尘。

赶客令香港元气大伤

苏锦梁援引最新的数据表示，今年
的整体访港旅客下跌，6月1日至28日的
整体旅客数目下跌 1.9%，非内地旅客下
跌 6.2%，内地旅客则下跌 0.5%，其中个
人游旅客下跌 10%。苏锦梁认为，游客
减少的原因之一是“周边地区的竞争非
常激烈”，今年首季内地旅客前往其他地
方的增幅显著，例如前往日本和泰国的
增长分别达 90%以上，前往越南的增长
60%，前往韩国增加36%。

香港 《文汇报》 6 日的评论文章指
出，近来发生的少数激进分子反内地游
客的事件，令香港“好客之都”的形象
蒙污，严重影响内地游客来港的信心，
不少游客对香港游却步，转而选择其他
国家和地区，令香港旅游业的元气大伤。

从去年初开始，香港连续出现极端
人士与内地游客冲突事件。去年 2 月，

上百极端人士发动“驱蝗”，当街侮辱
骚扰内地游客。3 月开始，香港即零售
市场一改已持续了 10多年的好势头，业
绩逐月下跌。去年 9 月，香港街头出现
违法“占中”，其后极端人士组成“鸠呜
团”，专门在商业区骚扰游客。今年初，
又出现以“反水客”为名的激进赶客行
动。

4月开始，深圳居民赴香港“一签多
行”改为“一周一行”，苏锦梁表示，游
客数下降是否与此有关仍有待观察，因
为政策才实行了 3 个月，整个“一周一
行”需要一年时间才能看到整体影响。

港府与业界多方提振旅游

“我们是慢慢步入寒冬”，香港零售
管理协会主席麦瑞琼表示，奢侈品在过
去两至三年营业额都是慢慢下跌，现在
内地自由行游客又明显减少，对零售业
的影响恐怕是“灾难性”的。

因为内地经济放缓，内地游客的消
费力也出现了下降。一家主打内地旅客
的香港钟表行透露，6月内地客减少，生
意额比去年同期差了两三成。该钟表公
司高级经理杨景祥表示：“去年每天有50
至60位顾客买表，今年只剩下20至30位
客人。尤其内地的游客，现在消费力较

弱，去年买的表比较贵些，高档一点，
今年买的价格都有所下调。”

香港特区政府、旅发局正在采取措
施努力振兴旅游业，包括推出购物节，
提供多种优惠以及准备举办更多大型活
动，突出香港“盛事之都”的特色，争
取更多旅客来港游玩、消费。香港的酒
店、商场从今年开始也推出了更多的打

折和优惠。
《文汇报》文章表示，香港增加旅游

资源，提升与周边城市的竞争力，固然
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特区政府和
广大市民必须全力防止“赶客”现象重
演，保持以礼待人，把香港“好客之
道”重新发扬光大，不容少数激进分子
的极端行为损害香港的整体利益。

6月个人游跌一成 游客转向周边市场

“购物天堂”香港面临新挑战
闵 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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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地媒体共寻“抗战足迹”
据新华社郑州7月6日电（记者史林静） 为期6天的

“探寻抗战足迹”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6日在郑州拉开
帷幕，台湾《联合报》、《旺报》，香港《大公报》、《文汇
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两岸三地15家媒体来河南采
访，探寻共同的抗战记忆。

作为中原腹地的河南，承担着华北抗战后方、南北
战场枢纽、保卫大西北屏障的功能，河南在全国抗战中
的战略地位突出，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中国抗日战争胜
利70周年之际，河南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邀请两岸三
地媒体共同探寻抗战足迹。

此次活动途经开封、夏邑、鹿邑、漯河、驻马店等
地，以“探寻抗战足迹”为主题，通过采访抗战老兵、
参观抗战纪念馆、探访抗日遗迹等来重温这段历史，增
强两岸人民对共同抗战的记忆。

大熊猫“圆仔”2岁生日
台湾“粉丝”热情庆生

据新华社台北7月6日电（记者李慧颖、何自力） 大
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的千金“圆仔”满两周岁了，
台北市动物园不仅提前举办生日会为“圆仔”庆生，还调整
了休馆日，让喜爱“圆仔”的台湾民众陪伴她度过生日。

2013年7月6日晚间，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在台
北市动物园诞下千金“圆仔”，这是第一只在台湾出生的
熊猫宝宝。据动物园方面介绍，6日原本是大熊猫馆的休
馆清洁日，但为了满足“圆粉”们与“圆仔”共度生日
的愿望，动物园调整休馆时间，让“圆仔”与爸爸“团
团”一起同“粉丝”见面。

上午9点动物园刚开园，前来探望“圆仔”的民众就
挤满了大熊猫馆。不少“粉丝”聚集在“圆仔”面前，
齐声祝福：“祝‘圆仔’生日快乐！”保育员也把“粉
丝”们寄来的生日卡片贴在留言板上，现场还有热情的
民众拿出相机拍下“圆仔”各种憨态可掬的画面。留言
板上写满了民众对“圆仔”的祝福：“要健康快乐地长大
呦”“你一直带给我们快乐，我们爱你”。

2岁的“圆仔”长得颇有几分妈妈爸爸的影子，而且
性格十分活泼好动。她在“粉丝”们亲手缝制的麻布玩
具上又磨又蹭，翻来滚去，开心不已，逗得在场民众直
呼可爱。

香港商业街一角香港商业街一角

大型汉代文物展“汉武盛世：帝国的巩固和对外交流”自上月底开幕以来，受到香港
市民的热捧，已有万余人前来观展。展览分“汉帝国的巩固和扩张”、“汉代社会生活”和

“汉代的科技、文化与中西交通”3个主题，展出逾160组珍贵文物。
图为观众在参观附鼓俑红陶船。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