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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 91 周年
纪念日，台湾举办多项活动，纪念这位
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在台湾，
孙中山的尊崇地位正面临挑战。一名民
进党“立委”日前提议废除孙中山遗
像，法案虽未获通过，但台湾社会担
心，10 多年前民进党执政时的“去孙中
山化”浪潮会卷土重来。

马英九：我是“铁粉”

12日上午，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以
中国国民党最高从政党员身份，到台北孙
中山纪念馆向中山先生铜像献花致敬。不
少台湾民众和团体一早冒雨前来，与孙中
山铜像合影。

马英九当晚在脸谱发帖表示，8年前
刚刚上任时，突然发现“总统府”大厅
原来摆设了 50年的国父半身铜像变成了
松树盆景。一查之下，才知道去年年初
就被拆下送到仓库去了。他立即要求把
铜像恭迎回来，供中外宾客瞻仰，并在
当年 11 月 12 日举行简单隆重的复位仪
式。马英九说，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
事，就是向孙中山铜像鞠躬致敬。“套一
句流行用语，我是‘国父’的‘铁粉’。”

对于最近有民进党“立委”认为“国
父”遗像是“封建产物”，要提案修法将其
从公共设施中撤除，马英九表示，孙中山
是世界公认的杰出革命领袖，他革满清政
府的命、革中国几千年封建体制之命。马
英九说，如果一位推翻数千年帝制的伟人
被视为“封建”，“我们总该先修改所有辞
典中的‘封建’一词的定义吧？100 多年来
四代台湾人如此敬重怀念的‘国父’，今天
的我们可以这样对待他吗？”

历史不是用来否定的

随同出席献花仪式的包括马英九副
手吴敦义以及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黄敏
惠、洪秀柱、李新等。

洪秀柱接受采访时说，对于历史我们应该要传承的，而不是否
定的，用这种方法去污蔑诋毁，甚至破坏孙中山肖像、铜像，不但
不智，而且是暴行，是违法，更不用谈是否符合美德了。黄敏惠则表
示，民进党所说的“转型正义”不能沦为廉价的政治口号，如果要把孙
中山的遗像拿开，那不是“转型正义”。

同一天，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也前来向孙中山铜
像致敬。宋楚瑜表示，国民党也好，亲民党也好，最大的“党产”就是孙
中山先生的遗教。他跟亲民党都是孙中山的信徒，要用实践的手段，把
孙中山的理想实现，如果任何政党真正了解历史，就不会做无谓的动
作，挑起族群间对立，而是共同为全社会的和谐努力。

政治清算来得太快

10多年前，陈水扁当局曾经发起数波“去孙中山化”动作，民
进党官员公开表示“法律没有规定‘国父’是谁”，以及“‘国父’
是外国人”等，引发轩然大波。不过，由于当时台湾社会超过九成
人认同孙中山是“国父”，舆论压力之下的陈水扁最后不得不在孙中
山遗像前表示，孙中山就是“国父”。但与此同时，民进党暗渡陈
仓，将中学课本中的“国父”字眼大量删除，迂回达成了“去孙中
山化”目的。

而此次民进党刚刚赢得“大选”，蔡英文还未上任，民进党“立
委”就迅速把矛头指向孙中山，令岛内蓝营顿感秋后算账的凉意。

12日，孙中山博爱基金会在台湾宜兰县成立分会。多位参加揭
牌仪式的台湾民间团体负责人表示，将守护和弘扬中山精神。国际
中山会总会长孙武彦说：“今天我们来这里纪念他老人家，不是要跟
他一起走入历史，我们要唤回孙中山的魂，唤回孙中山的精神，目
前的台湾，最需要的就是中山精神。”中华廖氏宗亲台湾总会理事长
廖建铭表示，只有这样弘扬中山先生的精神，“台湾才有机会，两岸
才有最大的公约数。”孙中山博爱基金会总会会长李亚中表示，为了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基金会正在大陆全力地推进，希望在
北京建一所孙中山纪念馆。

香港立法会财委会近
日通过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追加的 196 亿元 （港币，
下同） 拨款，支持及反对
的团体在会议开始前示
威。有人批评泛民议员罔
顾 香 港 发 展 一 意 “ 拉
布”，要求财委会代主席
陈鉴林尽快“剪布”。陈
鉴林表示按议事规则办
事。他认为高铁工程意义
不同凡响，是“用这一代
人 的 钱 ， 为 下 一 代 建
设”，故要大力支持。陈
鉴林其后由示威者手上接
过“金剪刀”，并高举道
具铰剪，跟在场人士一同
高呼：“‘拉布’无耻，

‘剪布’有理！”

场内果断“剪布”

“拉布”即冗长辩论 （香港称为阻挠议
事），是西方议会政治的专业术语，指议会中居
于劣势的一小部分议员，以马拉松式演说达到
瘫痪议事、阻挠投票的目的。顾名思义，“剪
布”相对于“拉布”而言，指议会的议事长或
主席利用议会的《议事规则》，结束议程拖拉长
期无法完成的有关辩论。

香港立法会财委会3月11日和12日两天加
开 12 个小时会议，审议高铁香港段追加拨款，
顿时成了全港瞩目的“焦点战场”。陈鉴林裁决
将泛民议员提出的1200多项临时动议大幅裁减
至36项，加快审议程序。但有泛民议员表明要
力争“拉布”到底，决不善罢甘休。

场内斗法激烈，场外也是热闹非凡。有泛
民组织参与反对高铁追加拨款的集会，并收集
市民撰写的临时动议，参与“全民拉布”。香港

《星岛日报》报道，数十名支持通过追加拨款的
市民，包括工联会、爱港之声及铁路工会联合
会等多个团体，在会议开始前于立法会大楼外
示威，批评泛民议员罔顾香港发展，继续粗暴

“拉布”。持正反意见的市民不时发生口角，当
陈鉴林返回立法会，更一度被示威者包围，最
后要在保安员护送下才顺利进入大楼。

在香港，泛民利用议事规则，动不动就
“拉布”几乎成了常态。虽然最后大都以“剪
布”告终，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深受“拉
布”之苦的不是在议会里义正辞严、慷慨激昂
的“民主斗士”，而是千千万万的香港市民。比
如以往泛民“拉布”，影响最严重的是 《预算
案》 拨款，导致政府逼近财政悬崖，公务员几
乎没有工资发，医院管理局要自掏腰包垫支，
直到“剪布”通过，才化险为夷。

工程得以继续

陈鉴林表示，他听到的铁路工会成员及香港
市民的意见，都不希望香港经济发展受到阻延，
也不愿见到香港因为高铁工程“烂尾”而被“边缘
化”。他形容，高铁工程是“用这一代人的钱，为下

一代建设”，所以要大力支持通过拨款。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工程由港铁负责建造，

目前已完工七成多，特区政府之前批出的 650
亿元将于今年6月用尽。由于港铁须提前3个月
通知承建商是否有新拨款以继续开展工程，所
以3月是追加拨款审议的“死线”，逾期则工程
可能面临停工。此前，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反
复“拉布”，致使追加拨款申请直到2月底都未
获表决。如今财委会“剪布”通过追加拨款申
请，港铁主席马时亨高兴地表示，可以取消原
定提交的停工计划了。

香港高铁建设的“龟速”，“拉布”绝对
“功不可没”。而香港高铁的困境，只是近年大
型工程在香港频频遇阻的冰山一角。除了高
铁，近年多项大型基建均出现严重超支或延误
情况，如特区政府早前公布港珠澳大桥香港段
工程将由原定的2016年底延误一年至2017年底
完工，大桥的香港口岸造价更由原定 304 亿元
增至358.9亿元。

基建工程延误的后果很严重。香港时事评
论员朱家健表示，除因通胀和利息而衍生的额
外工程成本外，建筑相关的行业如运输、建筑
物料等也会被拖累。他说，工程延后也阻碍香
港产业经济发展和民生，例如港珠澳大桥工程
延误阻碍香港大屿山与广东连通，延后两地融
合后的经济和就业岗位机遇。而交通干线和地
铁支线工程被拖慢，则会影响居民生活。

如今追加拨款获通过，可谓逃过一劫，港
人终于不必再担心高铁烂尾。特区政府也明确
表示，会继续督促港铁尽快完成余下工程，确
保能在2018年第三季完工通车。

“拉布”招惹民怨

去年11月底，香港工联会议员王国兴就批
评反对派在议会不合作，导致特区政府在运用
财政解决民生问题上出现困难。围绕高铁香港
段追加拨款的博弈，又成了最新的例证。

阿根 （化名） 是高铁香港段建筑工地的一
名电焊工，有一技所长的他，在这一行干了12
年，从没遭遇过欠薪，也没遭遇过工期延误。
用他的话说，香港是个讲效率讲专业的地方，
只要肯干能干，上哪都有工开。但这次他犯愁

了，主管告诉阿根，上面
拨款“因为有一些人作
祟”批不下来，2 月的工
资先欠着，等款子打下来
到4月一起结。

跟阿根一样等着上面
出粮 （发工资） 供楼供车
供孩的高铁香港段工友有
7000 多人，每月有约 2.3
亿元的支出。有人说，这
次的高铁香港段追加拨款
若真的在议会泡汤，酿成
政治、经济危机和民生灾
难，泛民必将受到庞大民
愤的正面冲击。

由于泛民议员“拉
布”影响高铁以及 70 多
项工程拨款，大大影响像

阿根这样的工友生计，香港建筑业大联盟近日
号召3000名建造业人员游行反“拉布”。到4月
10日，大联盟更会“总动员”出击，发起万人
大游行。大联盟成员兼建筑业总工会理事长周
联侨表示，反“拉布”“关乎饭碗问题，工会一
定会动员，老板也会动员”。他警告说，一旦停
工将发起更激烈的行动，“可能冲击政府总部，
冲击地盘。我们已经有准备，睡马路，冲击拉
布议员办事处。”

泛政治化之惑

最近这些年，香港的许多重要基建如广深
港高铁、沙中线、港珠澳大桥等，不约而同地
陷入“搁置”“延误”“严重超支”的尴尬境
地，有的工程甚至被称为香港的“耻辱”。中山
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说，港珠
澳大桥的建设进程慢于预期，一个主要原因是
某些反对派议员认为这座大桥效益不够好，所
以找一些原因来拖延，让拨款通不过。

有人说，香港旺角暴乱的影响，至今未完
全平息。以自由、法治闻名的香港越来越令人
困惑，也让很多关心香港发展的人士感到无
奈。他们对近年来香港泛政治化的氛围感触颇
深。从反对派的“拉布”行为中，就不难体会
到其对香港经济以及民生工程的巨大侵蚀力。

反对派在基建工程上搞小动作，最为人熟
知的个案发生在2011年，公民党背后煽动当地
居民朱绮华通过司法复核推翻港珠澳大桥的环
境评估报告，间接令逾70项香港基建工程全面

“叫停”。有分析认为，现在香港反对派几乎倾
全力“拉布”阻碍几大基建的进程。工程不断
延误和超支，又会引发香港社会进一步纷争与撕
裂。立法会内不断上演的“口水战”“拉布战”，也
必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香港新闻头条。

“这样的‘政治’，要香港付出多少代价？”
香港《信报》感叹道。“一国两制”下的议会民
主，应该成为香港发展的助力和公器，而不是
某些势力手中的私器。如果为了某些特定目的
而夹藏私货坚持“拉布”，丢的是全香港的人。
最终受到伤害的也是全体香港人和“东方之
珠”的金字招牌。那样，就不是爱港，而是典
型的祸港了。

拒绝再拖一锤定音 两年以后完工通车

“剪布”！香港高铁逃过烂尾劫
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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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苗栗3月12日电（记者王平、王尧） 由两岸20余位木雕大师联手
打造的红木雕刻《富春山居图》12日在台湾苗栗县三义木雕博物馆展出。

元代画家黄公望所作的 《富春山居图》，被誉为“画中兰亭”。几百年
来，这幅画辗转流传，于清初遭火焚，断成两截，前一段《剩山图》由浙江博物
馆收藏，后一段《无用师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分离360年的《富春
山居图》两段真迹在台北“山水合璧”，成为两岸一大文化盛事。

此次“缘来缘去·东方之美《富春山居图》红木雕刻特展”由江苏省常
熟市黄公望文化研究会、台湾苗栗县共同主办。黄公望是江苏常熟人，常
熟虞山镇红木雕刻是当地非物质文化项目，而苗栗三义木雕亦名扬四海，
因而两地合作木雕《富春山居图》，以艺会友，续写佳话。

这幅木雕作品用料为长11.15米、宽0.45米的缅甸花梨木，框架为大叶
檀，重约3吨，价值约300万元人民币，由台湾雕刻大师专程到常熟与当地
20余名雕刻艺术家携手合作，历时半年雕刻而成。

多位嘉宾表示，两岸木雕大师将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 以红木雕刻的
形式合璧展示，并在木雕之乡台湾三义展出，印证了海峡两岸同根同祖，
推动了两岸文化交流。台湾著名木雕家康木祥在参观展览后说，两岸一家
亲，先人的画作以红木雕刻作品再现，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样的文化
交流更能增进彼此的感情。

两岸大师联手打造

木雕《富春山居图》在台展出

图为两岸主办方为木雕揭幕。 王 平摄图为两岸主办方为木雕揭幕。 王 平摄

示威团体赠陈鉴林 （中） 金铰剪撑“剪布” （资料图片）

据台媒报道，台湾“疾病管制
署”近日发布新闻公告，自去年7月
1 日至今，台湾已有上百人死于流
感，预计未来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增
加。台湾《中国时报》近日将流感失
控归结为“体制问题”，称问题在于
官僚无为与制度变形。即将上台的民
进党不能放弃监督职责，即将下台的
当局政务官也不能无心政务。一言蔽
之，全台上上下下都不能掉以轻心。

流感已致上百人死亡
“疾管署”8 日发布新闻公告称，

过去一周（3 月 1 日－7 日）台湾新增
314 例流感并发重症确定病例，死亡
新增37例；自去年7月1日以来，台湾
已累计出现1423例流感重症病例，造
成121人死亡。

“疾管署”称，台湾流感重症通报
数自 2月 22日达到高峰后，已开始缓
慢下降，显示流感已过感染高峰期，但
预计死亡人数近期仍会持续增加。该
机构预测，至今年3月底，台湾累计流

感重症病例数将达到 1800—1900例，
死亡数升至230—290人。

目前疫情仍以A型H1N1流感为
主，不过 B 型流感也出现上升势头，
预计会延缓流感轻症下降趋势，但对
重症及死亡冲击小。台湾“卫生福利
部”负责人蒋丙煌说，过去流行的流
感病毒大多侵袭老年人及幼童，但今
年流行的 H1N1 病毒却主要影响 40
岁以上的民众，特别容易让 50 岁至
64岁族群感染者演变成重症。

疫情本能及早控制
“疾管署署长”郭旭崧日前接受

台湾民意代表质询时，对于未能第一
时间向医界、民众提出警讯深表歉

意，并表示自己已向卫生主管部门提
出“自请处分”。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近日召开
高层会议，要求“卫福部”全力采取
各项措施，持续密切掌握医疗需求及
执行成效，以求立即有效解决调度问
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行政院长”张善政称，已要求
“副院长”杜紫军与“卫福部长”蒋
丙煌在此波流感疫情获得控制后，立
即着手建置新的医疗资源管控系统。

由于本轮流感重症患者主要集中
在 50 岁以上、有慢性疾病史且未接
种疫苗的成人，“疾管署”称将重新
研议疫苗政策，朝提升疫苗接种率目
标迈进。“疾管署”首席防疫医师罗

一钧说，若能扩大疫苗施打年龄层，
防疫伞就能再扩大，确实能增加民众
保护力，也能让疫情及早获得控制。

民众期待依然落空
对于流感蔓延的情况，《中国时

报》近日发表评论称，疫情失控，台湾
当局却只会发出警讯，但民众更希望
看到有关部门强化防控疫情的能力，
并加强民众的健康教育。不过非常遗
憾，至今还是空缺。

评论更将问题归结于体制。“立法
院”未善尽职责，“卫环委员会”的新科

“立委”初试啼声，只会逼迫“卫福部
长”蒋丙煌承认“慢半拍”，要求“疾管
署长”郭旭崧自请处分，却未追究有关
部门为何没有防疫警觉？要如何改善
扭曲的医疗体系？

评论称，三月本该满地芬芳，但
因为官僚的无为与制度的变形，民众
只能绷紧神经过日子。民进党即将上
台，也不能放弃监督的职责，政务官
即将下台，也不能无心政务。

疫情依旧来势汹汹 媒体反思防控不够

流感牵动全台民众心
俞 晓

由台商投资控股的上海雍大实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与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签订了8亿元投资协议，在
五家渠市建设一个年产3000万株兰花的种植基地。目前，基
地内已建成 2 万余平方米的展区，种植了 130 余种各色蝴蝶
兰，主要销往西北省区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图为新疆五家渠雍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兰花培育基地
内，园丁正打理兰花。 陈 鹏摄 （人民图片）

台湾兰花在新疆绽放台湾兰花在新疆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