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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心仪的清华园

蔡亦欣来自台湾，2012年就读于清华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并辅修新闻学双学位。
此前她已经考上岛内的最高学府台湾大
学，却断然放弃，选择重新复习 1年，报
考北京清华大学。原因很简单：“台湾大
学只是台湾地区的精英，但清华大学是全
中国的精英，量级不一样。”

还是一名高一生的时候，蔡亦欣就第
一次回到祖国大陆。“我是从台南来的，
跟其他地方相比，对大陆的认识比较少。
但是我每来一次，大陆就变化一次，后来
我来的周期越来越短，大陆的变化却没有
变慢。”这种让人切身感受到的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影响着求学的蔡亦欣，“我觉
得在清华读书的动力是生存，如果不读书
就生存不下去。所以，北京是更适合年轻
一代奋斗和打拼的地方。”

现在的蔡亦欣担任着清华大学学生会
台湾组组长，为在大陆的台生服务，紧张
忙碌却乐此不疲。她带领的台湾组每年会
组织30名台湾高中生来大陆参加为期5天
的大陆体验营活动。她说，这些台湾少年
来之前和当年的自己一样，对大陆的认识
有限。我希望通过这 5天在北京的独自生
活，让他们对大陆有更切身的了解和全新
的认识。

站在大陆看世界

能够到北京清华大学这个大陆最高最
知名的学府学习国际关系和新闻学，蔡亦
欣感到很幸运，并且一直对自己当初的选
择坚定不移。她直言：“我觉得不能只从
台湾的角度看世界，毕竟现实的因素不能
让我们只停留在一个岛的角度，未来我想
要回台湾把我认识到的东西带回去。”

选修了清华大学新闻专业的蔡亦欣，
新闻理想在高中时就已经种下。她说，当
看到台湾媒体对大陆的报道时，总觉得有
些不可思议，因为这些报道与自己的切身
感受差异极大。她举例说，清华和北大的
硬件和软件设施其实都很好，但在台湾记
者的笔下，这两所学校却被描述得那么

“艰苦朴素”。她觉得这样的报道不公正也
不客观，希望自己未来的努力能够使这一
现象有所改变。

蔡亦欣说：“我觉得台湾近几年是以
媒体乱象而出名，新闻报道的质量和品
质都不好。好像他们的眼睛都蒙上了一
层纱，他们的心灵在写下这些文字之前
已经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带动他们的这些
文字，所以我觉得要把这层纱揭开才能
看清事情的真相。我要借鉴大陆媒体的
经验，带回台湾，希望对台湾的媒体乱
象有所帮助。”

播撒爱，收获富足

尽管在清华大学的学习生活已是忙碌
而丰富的，但蔡亦欣并没有忘记那些偏远
地区的孩子们。她的第一次大陆之行。就
是去陕西省渭南市的屯张村小学进行支
教。

真诚的付出让孩子们感受到了蔡亦欣
最纯粹的质朴的爱。离开学校的那天，蔡
亦欣一早就听到宿舍外头有吵闹声：原
来，全校所有的孩子一趟又一趟地进出教
室，把课桌椅搬到操场，围成一个大圈；
他们说，只要把老师圈起来，老师就走不
了了。蔡亦欣当下就哭了。

这个离别的场景让蔡亦欣回去之后久
久不能忘怀。她把孩子们的照片洗出来，
拼贴在一张大纸上，挂在家中显眼的地
方，每天想着孩子们带给她的记忆和思
念。第二年的夏天，她又踏上去往青海的
支教之路：“这两次的支教生活就好像在
我和这片土地之间牵了一根线，我理所应
当地觉得，我就应该去到离他们更近的地
方。”

这就是蔡亦欣，娇小柔弱的身躯里蕴
藏着强大坚忍的力量，娇子光环下坚守着
予人玫瑰的初心，豆蔻年华中怀抱着远大
成熟的理想。我们相信，这样的蔡亦欣，不
论走到哪里，都会是爱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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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清华园里，蔡亦欣骑着一辆粉色的小电动车出现在笔者面前，一袭素花短裙

让“90后”的她在青春的外形中透露着比同龄人多一份成熟和稳重。这种气质是她身兼

学生、清华大学学生会台湾组组长、大陆偏远地区支教老师多重角色的糅合，更是她行

走两岸、体验人文的沉淀。蔡亦欣兴奋地谈起她的看法——

10月12日，中华文化研究院大楼 （星云楼） 启用暨
李奇茂美术馆开馆典礼在江苏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
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水墨画大师李奇茂等出
席，同时为星云大师《一笔字》展览剪彩。

星云大师是当代世界佛教界极具影响力的佛学大
师，祖籍江苏，出家于南京。

图为星云大师 （前排右一） 与观众一同参观 《一笔
字》展览。 中新社记者 泱 波摄

星云大师现身南京
见证“星云楼”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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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祖传秘方” 害人超过20年
如今台湾的食品安全让人越来越不放心了。
台湾高雄市刘氏堂兄妹，分别经营两家食品公司和一家农

产公司，两人因涉嫌在阳春面和米粉中掺入苯甲酸（防腐剂）及
超标的二氧化硫（漂白剂），今年 6月、8月两度被查获，但仍不
悔改，9月30日三度被查获，被高雄地检署羁押后交保。

岛内“食品安全法”规定，面条中不得加入苯甲酸；米粉掺
加二氧化硫每公斤不得超过0.03克。但经高雄市卫生局采样送
验发现，其二氧化硫含量达到每公斤 0.048 克。检方调查后表
示，这些被掺了防腐剂和漂白剂的阳春面及米粉，卖给台南、高
雄、屏东300余家面食批发商、饮食店、面摊等，每月营业额均在
千万元（新台币，下同）左右，时间已长达20年。

据悉，检方在询问其为何在食品中加入违禁品时，堂妹
竟声称是家里的“祖传秘方”。

食品厂冷库存大量过期食品
据报道，添加剂事件发生后，高雄市卫生局稽查农产公

司发现，该公司冷冻库里有 17 项过期食品，最夸张是“鱼
饺”，超过有效日期2年9个月。卫生局当场封存700多公斤过
期食品，并依“食安法”，对其开罚10万元；与此同时，台南
市卫生局前往这对堂兄妹经营的食品厂调查，业者除坦承阳
春面添加苯甲酸外，还主动坦承“生产的拉面也有问题”。

高雄市卫生局近日配合当地检调单位，同步稽查其经营
的农产及下游企业共11家食品业者，意外在该厂冷冻库查获
大批过期食品。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你吃的不是想象中的肉”
台湾《联合报》日前在头版头条刊登“早餐店汉堡不纯，‘你

吃的不是想象中的肉’”的文章，揭露台南市早餐店卖的牛肉汉
堡里加猪肉，猪肉汉堡里加鸡肉。报道说，台南市卫生局采购了
108件早餐店里的各式汉堡，经 DNA检验，除了素馅没掺荤之
外，其他各式肉品汉堡，有四成以上都掺了不同种类的肉。

台南市卫生局副局长黄文正表示，掺肉的早餐店“几乎
过半”，其中包括知名的连锁早餐店。也就是说，目前台南民
众吃的早餐汉堡肉中，平均每两块就有一块“不是想象中的
肉”。卫生局表示，汉堡肉掺假，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口
感，另一方面可能与成本有关，但无论如何，此行为已涉及
食品欺诈。依新修正的“食安法”规定，掺假行为可处7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科8000万元以下罚金。

美丽富饶的东方之珠也有那么多穷人，
也需要“扶贫”？答案是，没错。据香港媒
体报道，特区政府 10 月 10 日举行一年一度
的扶贫高峰会并公布《2014年香港贫穷情况
报告》。2014 年的“贫穷线”门槛随收入改
善而上升，香港贫穷人口从 2013 年的 97 万
降 至 去 年 的 96 万 ， 贫 穷 率 由 14.5% 降 至
14.3%，都是过去6年有记录以来的低位。

扶贫成绩不乏亮点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出席高峰会
致辞时表示，香港的贫穷问题存在已久，过
去 3年特区政府将扶贫列为施政重点之一并
推出系列措施，工作初见成效。

香港《文汇报》细数说，重大扶贫举措
包括重设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扶贫委员会，
以及破天荒制定首条官方贫穷线，落实惠及
40 多万长者的“长者生活津贴”，向关爱基
金注资150亿元 （港币，下同） 等。

梁振英说，退休保障将是扶贫委员会明
年的重点工作，特区政府也已经预留 500亿
元未雨绸缪。打破隔代贫穷，促进基层年轻
人向上流动，也是重大的社会议题。香港社
会有责任、也有能力为青年人，尤其是弱势

的青年人提供更好支援。

长者贫穷不容忽视

虽然香港贫困人口创6年来新低，一些社
会团体对此并不满意。除了无法享用香港福利
保障的新移民外，老龄化程度加深也是贫困痼
疾挥之不去的客观原因。不少媒体更担忧，老者
贫穷问题将影响香港社会发展与稳定。

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社联） 的调
查，香港满65岁的老年人贫穷情况在各年龄
群中最为严重，每 3 位老人便有 1 位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这次贫困人口虽然略降，但贫
穷长者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加9000人。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解释称，贫穷线不
计算资产，长者大多没收入，容易成为贫穷人
士。由于退休保障不足，基层长者要靠积蓄来
应付生活开支，往往捉襟见肘。就算是中产家
庭，部分长者还要拿出一大笔钱来协助子女
应付置业首期，积蓄大受蚕食。随着人口老
化，贫穷长者的问题恐怕越来越严重。

脱贫需要“系统工程”

然而，在一个全球屈指可数的富裕地
区，近 1/7的人口身陷贫困，并不仅仅是福

利制度和老龄化可以解释的。“在职贫穷”近
年开始在香港成为流行的词汇。如今香港近
400 万工作人口中，约 1/3 是学历中三（相当
于初中毕业）以下的低学历人士。根据社联的
统计，目前“在职贫穷”总人口仍超过46万。

香港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但并未真正
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香港多年来倾斜发展
金融、地产，产业结构的单一让多数人都从事
低附加值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得不到积累。他
们不但无法向上流动，反而随着年龄增加和
体力衰减，加速向下流动。

说到底，香港社会浮躁不安固然有政治
因素，而贫富悬殊也是主要原因。“在职贫穷”
及长者贫穷等深层次矛盾不解决，势必成为
社会的定时炸弹。利用丰厚的税收大面积“撒
钱”，向各种福利机构注资，是任何政府都懂
得操作的扶贫“止痛针”。
然而，如何逐渐改变旧模
式，重新分配社会资源，
重新培育一个更加平衡
和多样化的产业生态，
才是香港政府和社会不
应逃避的、最宏大而
艰巨的“扶贫工程”。

黑心食品流窜南台湾
本报记者 王连伟

香港扶贫的“美丽与哀愁”
王大可

●穷人总数近年最低 ●特定群体难脱泥淖

① 小确幸与中国梦

台港澳创客不仅需要融入大陆，还需要有
“立足大陆，放眼世界”的宏观眼界来布局自己
的事业。同样的，大陆企业也应开放多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的发展机会，让台湾有心耕耘
事业的创客加入到产业大饼里，他们的专长都
可以伴随大陆企业的火车头，实现属于大家的
中国梦。虽然很多大陆同胞认为台湾人民只是
爱“小确幸”式的经济发展，但小确幸的经济
发展何尝不是实现中国梦的方式？只要台湾创
客愿意参与，哪怕在沿线国开个咖啡馆拥抱小
确幸都是中国梦的代表。因此，大陆企业给予
愿意奋斗的台湾创客发展机会，就是两岸同胞
携手合作完成中国梦的开始。

（王裕庆，北京大学国关学院博士生、台生）

② 金钟奖的尴尬

台湾金钟奖是不是衰败、台剧是不是已经
式微，看看得奖名单就明白了。不仅得奖的电
视剧不出名，就连拿奖的演员，大约除了“视
帝”蓝正龙，其他的演员大陆观众都抓瞎了，
有些得奖者就连台湾观众也不太熟。金钟奖的
尴尬，正是台湾电视圈的萧条现状。当信乐
团、动力火车演唱起脍炙人口的经典连续剧主
题歌时，金钟奖再次勾起众人的短暂回忆。就
如同我们这里听到电视里唱起 《尘缘》《一剪
梅》，眼前便浮现出陈旧的画面来。那个动辄收
视率超40%、50%的台剧时代当然不在了，那些
令人一集集追看补档下饭的台式综艺节目也已
褪尽了辉煌。真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月月，专栏作家）

③ 港大排名暴跌

“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排名首次
跌出亚洲三甲，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内地大学
名次却在上升。回顾过去1年，港大很热闹，但政
治争斗提升不了学术水准。香港一些人仍然有一
种天然的优越感，陶醉于香港教员国际化和学生
国际化程度高。其实，事情正在发生双向变化。一
方面，随着内地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内地高校
教员和学生的国际化程度会愈来愈高。另一方
面，过去港大吸引了数千内地优秀学生，包括各
省的高考状元，但随着香港青年排斥内地学生的
事件频频发生，今后港大对内地优质生源的吸引
力会大大降低。变化对港大预示着危机，如果仍
然“自我感觉良好”，节节败退还会退得更快。

（屠海鸣，中国统促会香港总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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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亦欣近照

台生在大陆

10月 12日，福建向台湾金门地区供水工程在泉州晋江市龙湖镇正
式开工。图为位于泉州南安的山美水库。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福建向金门供水项目开工福建向金门供水项目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