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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飞台北吗？那得带上游泳圈、扇子、
手电筒。”台北的朋友在电话中调侃。进入6
月，台北桃园机场不得安宁，淹水、断电、
漏雨……台湾新当局顺势撤了机场“前朝”的
董事长和总经理，可是，行李的传送带又不转
了，行李分拣系统停摆，旅客找不着行李团团
转。无论旧董事长还是新总经理，机场一律不
给面子，三天两头出麻烦。

更麻烦的是，民进党执政的桃园市、台
中市、高雄市趁桃园机场之危一哄而上，都
向新当局要机场，有的要权利，有的要升
格，有的要扩建，抢机场大战在这些市长们
之间展开。

桃园不让机场成“租界”

台湾最大的机场位于桃园市，民进党执
政后“去蒋”，将过去的“中正”机场以地
为名改为桃园机场。今年入夏，桃园机场变

身“水上机场”后，机场给出的解释是，机
场周边地区下了2个小时的雷暴雨，机场旁
边的埔心溪溪水暴涨，倒灌机场，且水中夹
杂大量垃圾与浮木，造成排水障碍。因此，
改善埔心溪防坡堤和闸门是关键。

埔心溪防洪设施归桃园市管辖，民进党
籍桃园市长郑文灿听闻此言不干了，反击称

“埔心溪未有溢堤状况”，机场淹水责任都在
机场，“工程排水未臻完善，又逢急骤雨，
造成排水溢流。”这还没完，郑文灿顺势提
出，既然机场在桃园，彼此影响，管理部门
应设置一个机场与桃园的平台，共同解决机
场的问题，包括防灾、交通、安全、通关、
检疫等，再也不能让机场在桃园“租界”下
去了，“已经到了该改变的时候”。

机场不同于一般的地方管理，具有很强
的专业性，过去桃园机场归属台湾交通部
门，是“中正国际航空站”，马英九任上，
航空站改制为股份制的公司，希望市场化为

机场带来新的发展和运营模
式。现在机场水深火热，有人
支招请外国团队来管理；有人
称要全面民营化，管理部门不
介入经营；现在桃园“地主”
又出来要“管辖权”，机场管
理的药方一时开不出来。

台中升格为“国际机场”

桃园机场淹水，台中
市先以备援机场为名出
师，市长林佳龙对外宣
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桃园机
场的风险，就不能忽略台中。即使不遇暴雨
等突发情况，桃园机场的承载量也到极限，
投入建设台中机场正当其时。他声称台中市
大动作争取机场升格绝非趁人之危，而是

“我们帮桃园机场解围”。
很快，台中市透露，台当局已拍板定案

台中原有的清泉岗机场升格为“台中国际机
场”，交通管理部门将投资兴建跑道及停机
坪，扩建机场设施。台中市也将投入配套建
设，包括道路、地铁、轻轨等，将来机场到
市区的车程将由2.5小时缩短为1小时。

台中清泉岗机场原为军用机场，因在淮
海战役中阵亡的国民党中将邱清泉得名，曾
是驻台美军的基地，2004年才转型为军民共
用的机场，2010年扩建，2013年启用第二航
站楼，现在又升格为“国际机场”，可谓三
级跳。清泉岗机场几年内大发展，其实得益
于两岸因素，因为大陆游客喜爱的日月潭、
埔里、溪头、杉林溪等景点都在台湾中部，
这提升了清泉岗机场的市场潜力。只是不知
民进党籍的台中市市长，对于未来两岸关系
的走向有何考虑。

高雄拿“南向”说事儿

高雄多年来一直在争取扩建机场，这次

却让台中市跑赢了，火爆的高雄当然不肯罢
休。在台北的高雄政治人物联合召开记者
会，声称：“不反对台中变国际机场，但台
中还在准备中，高雄早已准备好。”这话也
并非全是造势，高雄小港机场的确比台中的
机场资格老，是台湾的第二大机场，从上世
纪 60 年代就转型民用，但因为小港机场位
于市区，跑道不够长，不能起降新型号的大
型飞机，再加上有噪音管控，实行宵禁，整
夜不能起降，限制了机场的发展。高雄一直
在争取台湾交通部门的支持，一是迁建机
场，二是增加可起降的航班。

此次，高雄又拉着蔡英文“南向政策”
的大旗说事儿，称现在落实蔡英文的政策是
要务，交通部门应该响应“南向”，把台北
南飞的航班拨到高雄来，否则中南部的人要
去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还得先乘高铁
北上，如果从高雄走，省时省钱。如果桃园
机场过度拥挤，又不重视小港机场，就是忽
略南部，是“天龙国 （指台北） 思维”。

政治拉不动飞机

对于民进党籍市长们的这场争抢，台湾

舆论指出，高雄要迁建机场，可现有的机场
还没饱和，容量 600 多万人次的小港机场，
平均每年只进出400多万人次。说到航线分
流，更要算经济账，曾经有航空公司从高雄
飞美国，因旅客太少而最终停飞。至于不确
定的“南向”，倒真不如两岸航线更实惠，
高雄自 2008 年起陆续开通直飞杭州、深
圳、上海、福州、长沙、北京等航线，提升
了小港机场的运营业绩。

虽说当下民进党当家，民进党籍市长们
能够呼风唤雨，但拉动飞机的还是客源，而
非政治。台交通部门指出，台湾已有 17 个
机场，除桃园机场外，多数都使用率偏低，
全在亏损中。仅台北、台中、高雄的3个机
场营利，主要收入也非起降费，而是场租。
航空公司不管你“南向”不“南向”，有旅
客才会起降。

对于这场机场大战，有“老民航”投书
媒体一针见血：应多些专业考量，跨越政
党，尽量避免沦为派系分赃或空降酬庸的恶
性轮回……

民民进党市长进党市长““瓜分瓜分””机场机场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桃园机场也是台湾最大的货运空港。图为2011年台湾赠送大陆的长鬃山羊和
梅花鹿在此启运。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暴雨后的台湾桃园机场，积水倒灌进
机场，部分设施受损。 新华社发

打车问题成了很多都市的难题，香港也不
例外，打车难或宰客的新闻在香港时有所闻，
香港特区政府为此计划推出“优质的士”。运输
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对外介绍，优质的士不会
超过600辆，定价也不会过高，但会高于现有的
士，以满足消费者对优质出租车服务的需求。
香港一项调查显示，如果出租车费用比现在高
出六成，只要服务好，有 3%的受访者表示会选
择搭乘。

消息传出，反应最大的是的士司机。本
周，有的士业团体到特区政府请愿，担心优质
的士会影响出租车司机的生计，希望政府收回
优质的士计划，督促业者改善服务。他们表
示，现有的士有的也做到了“优质”，此计划对
这些优质服务的司机不公平。请愿司机在过百

辆出租车上贴上“撤回的士专营”“反对的士专
营”等口号，并向车身泼水，影射优质的士是
向出租车行业“泼冷水”。请愿行动并未瘫痪交
通，请愿者表示他们只是和平表达意见，并在
递交请愿书后散去。

有香港议员对优质的士计划也不认同，航
运交通界议员易志明认为此举失当，香港的士
因地铁发展已不断萎缩，政府应协助现有的士
改善服务，而不是发更多牌照，且与解决道路
拥堵措施矛盾，还影响的士车主生计。议员田
北辰建议优质的士内加装摄录机以监察是否优
质服务。 议员姚思荣和王国兴也忧虑优质的士
造成行业不公平，造成恶性循环局面，“添烦添
乱、好心做坏事”。议员陈健波认为给现有的士
转营优质的士的优先权比较公道。

对此，张炳良回应表示，优质的士不是抢
饭碗，而是开拓高消费客源，正如航空公司设
有经济舱，也有头等舱。现有的的士牌照是永
久买断，无法约束服务质量，只能通过 《道路
交通条例》 执法。而优质的士的牌照将设期
限，并且不能个人持有，只能公司经营，这样
可从制度入手规管服务。优质的士虽然不能解
决所有问题，但是一种尝试，也给不满现有的
士服务的人群多一种选择。

就如何改善现有的士的服务，张炳良称现
有1.8万辆的士仍是点对点交通的主力，一方面
的士业界要自强，一方面政府正在研究放宽的
士停车、放宽申请执照条件以吸引新人入行
等，为的士司机提供更多运营方便，激励他们
改善服务。

香港打车新招有争议
邰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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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刘欢）
在香港回归祖国19周年之际，为
了增进北京和香港两地的艺术交
流，由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和香港
艺术家杨素珊共同策划的“双城
记”京港艺术交流展25日在北京
开幕。

策展人杨素珊在展览开幕式
上表示，京港艺术交流展为北京
与香港艺术家提供了一次难得的
切磋机会。参展的香港艺术家风
格各异，将珍惜这次机会与北京
艺术家进行深度交流。她说，希望
通过这次展览，让观展者在欣赏艺
术作品的同时，明白艺术家们对生
命的探索、对人生的追求，并倾听

自己内心最纯粹的期盼。
知名艺术家、北京电影学院副

院长尼跃红认为，北京与香港是两
个文化气质完全不同的城市，但在
某些方面却面临着相似的矛盾和
困惑。这次两地艺术家相聚的机缘
为大家搭建了一个艺术交流的桥
梁，希望这座桥梁能够引导两地艺
术家在持续的合作交流中相互砥
砺，为促进两地的相互了解和艺术
繁荣作出不懈努力。

本次展览将展出尼跃红、李孟
军、杨素珊、李展辉等京港两地 12
位艺术家不同形式的作品，展览地
点位于北京 798 艺术区桥艺术空
间，展览时间将持续至7月3日。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查文
晔） 针对台湾方面陆委会称，就
柬埔寨将台湾电信诈骗嫌犯押往
大陆一事，已通过两岸联系渠道
向大陆方面表达了抗议，国台办
发言人安峰山 25 日应询表示，5
月20日后，因台湾方面未能确认

“九二共识”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
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联系沟
通机制已经停摆。

安峰山表示，依法打击电信
诈骗犯罪活动，保护受害人的权
益，天经地义，受到两岸广大民
众的支持。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打击电信诈骗受到两岸民众支持

京港艺术交流展在京开幕

本报新北 6 月 26
日电（记者任成琦、王
尧） 以“两岸同根，闽
台一家”为主题的第八
届“海峡百姓论坛”25
日在台湾新北市举行。
两岸近 80 个姓氏宗亲
代 表 500 多 人 汇 聚 一
堂，再续“两岸一家
亲”情谊。

主办方介绍，本届
论坛期间，两岸姓氏宗
亲团体将开展以姓对姓
的各种恳亲联谊活动，
成立“台湾中华武学
会”，举办姓氏族谱文
化学术研讨会，演示闽
台族谱，开展宗祠对接
活动。台湾百姓文化交
流协会理事长、两岸和
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吴荣
元表示，通过开展姓氏
文化探讨、族谱对接、
寻根谒祖等民间交流活
动，“两岸一家亲”的
理念在历史和血缘关系中更加凸显。
两岸的血缘亲情、文化传承，不是政
治操弄所能切断的。

本届论坛由中华海外联谊会、
中华文化学院、中华全国台湾同胞
联谊会等机构主办，由福建省姓氏
源流研究会、台湾百姓文化交流协
会承办。自 2007 年创办以来，“海
峡百姓论坛”已分别在闽台两地成
功举办七届。

台少数民族青少年赛歌舞

以“活力·E起舞动”为主题的第十四届台湾“原住民”青少年歌舞剧竞赛近日落幕。在台北“国父纪念馆”
举行的汇报演出中，获奖团队借鉴各族群的神话故事、传说、族群特色及耆老的口述历史等，在舞台上进行了活
灵活现的再现。图为花莲海星中学的作品《七脚川的足迹》，再现了阿美人筚路蓝缕，在奇莱平原再造七脚川社
群的艰难历史，讴歌了部落勇士的勇敢和献身精神。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李来
房、陈键兴） 从巍峨雄伟的长城
到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从清皇室
陵寝到千年古桥赵州桥……参加

“燕赵文化行”的两岸摄影家用镜
头聚焦燕赵文化，呈现磅礴的历
史和厚重的中华文化。

25 日，由台北摄影学会和福
建海风出版社合办的“燕赵文化行
——两岸摄影家作品联展”在台北
开幕，展出了两岸 20 多名摄影家
去年 9 月在河北采风创作的百余
幅优秀作品，吸引许多民众欣赏。

“两岸摄影家·两岸行”系列
活动由海风出版社创办，至今已
举办15年。两岸摄影家先后到福
建、四川、安徽、上海、山东、
贵州、河北和台湾等地采风，举
办摄影作品联展16次，其中在台
举办 12 次，出版了 《凉州火把
节》《荆楚文化行》《齐鲁文化

行》《多彩贵州》等12部画册。
海风出版社社长吕凤堂在展

览开幕式上表示，15年来，两岸
摄影家携手同行，走过了两岸山
山水水，感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和民俗风情的多姿多
彩，通过摄影采风、举办展览和
出版画册等，让两岸人民增进彼
此了解。

参观展览的台北孙中山先生
纪念馆前馆长、文化学者高崇云
说，今年是他第三次来参观两岸摄
影家作品展，这项文化艺术活动非
常有价值，将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两岸同根同源，摄影展展现
了大陆的锦绣河山和风土人情，可
以让台湾民众了解自己到底来自
何处。两岸应加强交流合作，尤其
是共同传承传统文化，共创中华民
族的光明未来，振兴中华。”祖籍江
苏的高崇云对记者说。

两岸摄影家聚焦燕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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