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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大陆配偶近日集结于台湾“立法院”门口，
高喊口号“要公平，反歧视，陆配 6改 4领身份证”。
当天天空下起了雨，但许多陆配特地从台湾中南部北
上声援活动，发出不平怒吼！有陆配声泪俱下表示，台
湾外籍配偶和移民都是4年就可以拿到身份证，反而
陆配是6年。加入抗议活动的中华妇女党副主席兰梁
筱娟表示，“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要平等、反歧视。”

一波三折

来自高雄的叶慧敏，早上4点多就从当地坐游览
车北上，一路经过台南、嘉义等地，陆续都有姐妹们
上车，自掏腰包来到台北抗议。叶慧敏说，她来台湾
15年，等了 8年才拿到身份证，但越南配偶有的 3年
就拿到身份证。“我觉得不管是来自哪里的配偶，都
应该受到平等对待。”面对汹汹民意，国民党“立
委”黄昭顺一大早在抗议现场接下陈情书。

陆配陈情的一大背景，是当日“立法院内政委员
会”审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 17 条修正草案，
主要关涉陆配取得台湾身份证的年限改期问题。兰梁
筱娟与其他 2 位代表选择进入“内政委员会”旁听，她
希望委员们能够“听到”陆配的声音。陆配在外声嘶力
竭喊着，但端坐会场的“委员”们似乎不为所动。

由于当天下午审查时，朝野“立委”无法达成共
识，“召委”黄昭顺二度宣布休息，会议一度陷入瘫
痪；随后，黄昭顺于晚间回到“委员会”，宣布“条
例”完成审查，立即遭绿营“立委”反对引发争议。
在“立法院”前负责人王金平和民进党总召柯建铭协
调下，双方决定各退一步，完成审查的议事录遭更正
推翻，蓝绿决定择期再审。

陆配 6 改 4 的修正草案早在 2012 年 11 月就送到
“立法院”审议，但上届会期未通过审查，陆委会于
今年 2 月又再度送至“立法院”审议。令人遗憾的
是，3年多过去了，一件攸关台湾33万陆配家庭的修
法又成了一场闹剧，依然在望眼欲穿中遥遥无期。

以拖待变

陆配要求平权，在号称民主、自由、平等的台湾
岛内本属于天经地义。但跟陆资入台、陆生纳入健保
一样，有理不等于成事。除了一波三折剧情不断，往
往伴随“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闪回，让不少
局外人对此类议题都产生了倦怠感。这当中，除了

“立委”，陆委会的态度特别引人关注。
国民党“立委”林丽蝉质询陆委会主委张小月

时，认为陆委会并未正面同意陆配取得身份证时间 6
改 4；她主张，当局应该改善陆配在台湾的权益，这
也是对大陆释出善意。张小月回复，希望尽量做到大

陆配偶与外籍配偶取得身份证的条件与时间有实质上
的公平；她也表示，会努力协商将陆生纳入健保，与
外籍生一致。

同时，有陆委会人士放风说，陆配身份证年限议
题就像是“刚从冰箱拿出来解冻”。从前主委赖幸媛
开始，历经两任主委，现在重新端上台面，各界声音
很多，需要时间重新考虑。这是打圆场祭出缓字诀。
那意思是，别着急，慢慢来，一副“维持现状”的姿
态，结果是又回到对陆配“生活从宽，身份从严”的
窠臼中。

反而是海基会前董事长洪奇昌在投书媒体时表
示，陆配权益修法有其正当性。资格方面可以审酌认
定，但不需要因为政治因素而有差别，甚至歧视。毕
竟，不论是陆配或者外配，他们远嫁而来，相夫教
子、协助家庭经济，都不是外人而是家人。不希望台
湾下一代的父母，被贴上各种阶级的、政治的、不信
任的标签。有人担心台湾的就业机会或医疗资源被排
挤，其实都很牵强，应该拿出开放自信的胸怀接纳所
有陆配。

口是心非

有人说，陆配取得身份证年限问题争议仍多，需
要的是更诚意的社会沟通，凝聚社会共识。问题是，
是谁在这个问题上操作，撕裂社会共识，让一个本来
牵涉平权、人道的常识性议题变了味，跑了调？

岛内有一种思潮从未止息。在这思潮看来，从荣
民到陆配，代代相传，来自大陆就是原罪，就应该天
生背负加诸其身的偏见和欺凌。最近岛内自称公民记
者的洪素珠辱骂国民党老兵，要把其赶回大陆，引得

万人唾骂，也只是一个个案。在台湾，把陆配称为
“中配”者大有人在，不但称呼上等同于其他国籍的
外配，而且把这一群体理所当然视为“二等公民”。

有绿色媒体用宏文从“多元与民主”的角度，试
图为当局做法缓颊解套，但高举人权的遮羞布，却说
一套做一套的做派一览无余。仅从陆配平权一隅，其

“独”化思维和伪善面孔跃然纸上。
说到底，日光之下公然歧视固然人人喊打，洪素

珠们却是某些政治团体暗地里催熟民粹种下的恶果而
已。因为，政治动员和选票收割是他们不能动的奶
酪，民粹这把已经打造趁手的利器，岂能轻易让出？
至于伤不伤人权，伤的是谁的人权，自然可以拖赖再
议。单纯跟风谴责一下，远不足以让藏镜人洗白自
己。上行下效之际，有陆配表示，时不时能感受到部
分台湾人如洪素珠般看待她们，令她们深感困扰。长
此以往，所谓“多元平等、尊重包容”的鼓吹自然破
产，一视同仁的常识更是远在九霄云外。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近日表示，民进党无视两岸
婚姻家庭的合法权益，出于政治目的一再加以阻挠，
是不得人心的。大陆配偶也是台湾同胞的亲人，希望
台湾方面能够尽快调整和更改不合时宜的歧视性规
定。陆配是两岸连结的重要一环，如果连一视同仁都
做不到，大陆民众会怎么想，新当局又怎么跟对岸展
示已经少得可怜的善意呢？

当知道要协商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 17
条后，“所有的姐妹们在网络上串联，大家都自发地
站出来。”新住民爱心志愿服务社社长李霞说，这几
天因为洪素珠事件，让台湾民众对于族群融合与认同
有一定的共识，希望陆配权益也能同样受到当局的重
视。这样的声音，台主事者听到了吗？

平权和歧视拔河 6改4遥遥无期

大陆配偶的眼泪还要流多久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在台湾，台开集团董事长邱复
生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最
近他以企业经营者角度，对台湾当
下问题、未来发展提出看法。他认
为，搞好经济是台湾未来唯一的出
路，造成台湾经济艰困的根本原
因，出在台湾社会的民粹横行。台
湾解除戒严后，政治人物为了选票
讨好选民，政党将民主无限上纲，
便在财经、环保、社会福利等政策
的制定及执行上，不断加码，一切
以民粹为依归。最后的代价就是：
民主变成民粹、民粹演变成反商仇
富、企业与政府间的信赖度流失。
换言之，台湾曾有稳定的经济架
构，如今这个架构逐渐解体，良好
经济环境自此崩坏。

对此，邱复生董事长表示，用
旧思维解决不了现有的问题。所以
民进党新当局要改变民粹思维，不
能再一味讨好选民。找出台湾经济
发展迟缓的症结，不断提高行政效
率，尽快转变产业结构，才能使得
台湾整个经济脱胎换骨，跳出低迷
漩涡。

民粹是现代社会的可怕产物，
少数人的偏执意见。透过有心人士
或某个政党的炒作，由传递神速的
通讯网络来推广，一夕之间，少数
人的偏见就有机会成为众多网民相
互传布的消息。它未经思索、探
讨，有时候就被许多人认同，成为
所谓的民意，媒体再将之鼓吹渲染，民粹就此诞生。

几年前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太阳花运动”初始理由是：国民党政权偷偷与对岸签署了
服贸协议，这是“卖台”行为，大家都应当爱台湾，不能
容忍“卖台”协议。国民党当局对之反应迟钝，不能尽速
纾解民粹浪潮，于是发生学生侵占“立法院”数十天的闹
剧，有心人士还一度率众攻打“行政院”大楼。

毫无疑问，民进党是这场“学运”的影武者，也从这
场民粹运动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利益，以至于一路走
来赢得场场选举，促成再度政党轮替。然而事实雄辩证
明，签订服贸协议对台湾经济甚有帮助，绝对不是什么

“卖台”行为。现在就连民进党也改变了说法，说当时的
“太阳花运动”是反对国民党执政者“黑箱作业”，与对岸
的协商谈判不够透明化，而不是反对两岸服贸协议云云。

事到如今，话只能随便他们去说了。其实多数台湾民
众对于民粹运动，只作5分钟热度的反应，时过境迁也就忘
记得差不多了。“太阳花运动”周年时，民调公司的问卷中
有一题：“太阳花运动”因何而起？57%的受访者回答：不
记得了。也有不少人的回答错误百出。

邱复生董事长盼望民进党政权
唾弃民粹，重振经济。但是怎么可
能呢？民进党夺得政权就靠民粹这
个利器。这不，新上台的“行政院
长”林全在电视专访中就说了，

“太阳花学运”人士攻打“行政
院”的行为不值得鼓励，但可以原
谅。执迷不悟，夫复何言？

（作者为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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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特别欣喜，因为基金会资助的第一
批‘种子’已经加入我们的行列，开始反哺
了。”6月17日，曾京代表香港轩辕基金会在为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大学的30名学生发放爱心基
金时说。

作为香港轩辕基金会永远荣誉会长，曾京
在内蒙古的捐资助学已十余年。

据内蒙古外事侨务办公室统计数据显示，
轩辕基金会 10 年来在内蒙古捐建教学楼一所、
小学三所，资助包括蒙古国留学生在内的近400
名大学生完成学业。

曾京的本业是高端服装定制、生产和出
口。谈及自己的善举之初，曾京说：“在我成长
过程中，受到过很多人帮助，所以自然而然也
想去帮助别人。”曾京回忆道，“我出生在北
京，小时候妈妈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初中教书，
因为她工作很忙，我可以说是被邻居带大的。”

在曾京的记忆里，妈妈工资很低，可当时
学生的家庭条件更困难，所以，她工资的很大
一部分花在学生身上。“给他们买衣服、鞋、学
习用品，小时候我非常不理解，甚至很嫉妒，

但看到40多年以后，即使相隔这么远，妈妈的
学生们依然记得她，这对我触动很大。”

6 岁时，曾京随家人定居香港。1996 年，
他开始接触公益活动。

据曾京介绍，到2006年时，香港已经有了
比较完善的社会公益项目，涉及老人、小孩、
低收入人群、助力梦想等方面。从那时起，曾
京开始孕育着将慈善事业冲出香港。

2006年，曾京确定了在香港之外的第一个
目标——湖南。“我们选定了几所学校，从小学
到初中，为学校重建校园、修建图书馆，为学
生发放奖学金等等。”曾京如是说。

2007年，曾京进入香港轩辕基金会，次年
担任要职，逐步在甘肃、江苏、山东等地开展
公益活动。汶川地震时，曾京和他的团队也资
助和参与了灾区校园的重建工作。

2009年，轩辕基金会产生了新的理念：大
学生“种子”基金，即在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
开展“种子助学活动”，把受资助、品学兼优的
在校贫困大学生树为“爱心种子”，同“轩辕”
的爱心人士一起参与“种子助学”行动，传播

大爱理念。
2009 年恰逢华南农业大学建校 100 周年，

曾京在这里种下了第一批“种子”。
曾京介绍说：“每一位受资助的大学生都要

签订一份‘契约’，我们约定现在他们接受了‘种
子基金’，将来‘长成大树’后，也要加入到轩辕基
金会当中，把大爱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种子基金”从此在各地生根。
而内蒙古的“种子”对于曾京来说，有更

深刻的意义。他说：“我们已经连续6年帮助内
蒙古的贫困大学生，让他们成为种子，这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是蒙古族学生，我也希冀在这个
过程中，对民族融合起到绵薄之力。”

家人的鼓励和支持给了曾京在慈善道路上
坚定走下去的动力。“我和他一起找我们的朋友
筹集善款，交流、分享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会
一直陪伴着他。”其妻子曾繁丽说。

采访结束时，曾京说：“我有一个梦想，我
们的国家真正成为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老百
姓有多少钱，而是大家都生活在品德高尚、互
助互爱的大环境当中。”

香港“爱心大使”北上撒爱
希冀受资助学生反哺社会

乌娅娜

本报香港6月20日电（记者陈然） 18日，位于三栋
屋博物馆的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正式启用。中心举
办多元化的教育和展览活动，向市民介绍传统文化的特
色与传承。

“非遗乐在三栋屋”同乐日于同场举行。摊位活动
“粤剧‘妆’饰”介绍粤剧戏服、妆容和道具，引得参
与市民争相试穿戏服拍照。另有紥作师傅示范传统手工
技艺，运用竹篾和纱纸进行客家麒麟紥作，为观众讲解
麒麟造型及特征蕴含的文化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专题展览也已推出，介绍本地
1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历史和传承，包括粤剧、凉
茶、长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龙舟游涌、香港潮人盂兰
盛会、大坑舞火龙、古琴艺术、全真道堂科仪音乐、西
贡坑口客家舞麒麟及黄大仙信俗。

香港非遗中心启用香港非遗中心启用
“口传心授”传承本地文化

紥作师傅运用竹篾和纱纸进行客家麒麟紥作。 本报记者 陈 然摄

本报北京6月20日电（记者王平）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张志
军20日下午在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青工总会参访团一行。

张志军表示，青年是两岸的未来，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生力军。希
望两岸青年多接触、多交流，携起手来共汇人生精彩，共创两岸关系美好
未来。该团在京期间将与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和有关省市青联开展青年
工作交流。

6 月 20 日，香港特
区政府环境局局长黄锦
星 主 持 “ 全 民 节 能
2016”运动启动礼。启
动礼介绍一系列节能推
广项目，包括《节能约
章 2016》，参与约章的
团体代表出席一同承诺
支持节约能源。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本报台北6月20日电（记者任成琦、王尧） 台湾铁路公司近日举办年
度特种考试，计划招录1500名员工，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不过受到台湾
公务员退休制度及福利可能修正影响，报考人数仅2.4万人，为8年以来新
低。饭碗多报名少，整体录取率达6.2％，是最好考的一年。

台铁指出，原本只提出1031个正取名额，但根据统计，每年报到率仅
85％左右，报到后离职率则约15％，加上近年整体车次增加，各地急需人
手，因此增额录取到1500名。

台铁人员招考自2008年恢复，因考上就具备公务员身份，被视为铁饭
碗，成为台湾最抢手的考试之一。根据统计，2010 年报考人数近 7 万人，
录取率不到2％，之后逐渐下滑，2012年还有5.3万余人报考，隔年骤降到
3.9 万人，去年则为 2.6 万人，今年报考人数是 8 年来最低，仅 2.44 万人报
名，录取率约6.2％，比起往年的3%到4%，可说是最好考的一年。

台铁推测，报考人数下滑，很可能是因为不断传出公务员退休制度及
福利要被修改，让铁饭碗的光环失色。此外，台铁有3班制轮班，工作时间
不如其他公务员或上班族稳定，也是影响年轻民众不愿报考的因素之一。

此次招考职等及待遇，依序为佐级起薪 3.4万元 （新台币），员级起薪
3.6万元，高员级起薪 4.4万元，不少台铁员工想帮自己加薪，特地来参加
考试。40岁李姓台铁员工说，自己进入台铁11年，薪资快要到顶，希望可
以考上高员，让薪水再往上加；27岁杨姓员工也说，自己很喜欢台铁工作
环境，不过现在只是佐级，同样想考上高员，让薪水一口气增加1万元。

张志军会见国民党青工总会参访团

铁饭碗光环失色

台铁报考人数8年来最低

香港启动全民节能运动

台湾地区立法机
构相关委员会日前初
审通过攸关大陆配偶
取得身份证件年限从
6 年改成 4 年的“两
岸人民关系条例”修
正草案，但民进党党
团认为审查无效。15
日，中华两岸婚姻协
调促进会、台湾新移
民劳动权益促进会、
中华两岸新家庭协会
等团体率领百余名陆
配，在台立法机构外
集 会 ， 呼 吁 “ 要 平
等、反歧视”。

陈小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