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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3月12日电（记者王连伟） 今天是孙中山
先生逝世92周年纪念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中
国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等蓝营人士和500余岛内外统派团
体等，前往台北“国父纪念馆”，向孙中山先生铜像献花
致敬。

由于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中南部有行程，国民
党中央由副主席陈镇湘在马英九之后，率部分党员前往

“国父纪念馆”向中山先生铜像致敬。98岁高龄的台湾前
“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今天也出现在台北“国父纪念馆”
献花致敬的人群中。

国际中山会、中华爱国工程基金会、两岸联盟总会
共同发起，中华新住民党、中国统一民主党、世界华人
联谊总会、联合国华人友好协会等561个岛内外统派及华
人团体参与组成的“反独促统大联盟”，从今天上午开
始，陆续来到台北“国父纪念馆”，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
逝世92周年。

此次活动发起人之一、国际中山会总会长、孙中山
先生之孙孙武彦在现场表示，在台湾多数人心中，孙中
山先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岛内少数人却推出

“去中国化”，还居心叵测地推行“去孙中山化”，是可忍
孰不可忍。他说，纪念中山先生，铭记中山思想，成立

“反独促统大联盟”正当其时，就是要共同并肩拨乱反
正，恪守坚持“九二共识”、坚持反对“台独”、坚持一
个中国，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国父纪念馆”近期举办了“孙中山生平事迹”“孙
中山与台湾书画展”“孙中山嘉言——馆藏名家书法作品
展”等多个特展。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记者叶晓楠） 今天上午，首
都各界人士会聚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简短而庄严
的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2周年，深切缅怀这位伟
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上午11时30分，参加仪式的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
塑像前肃立默哀并三鞠躬。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代表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
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齐续春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
央委员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智敏代表中共中央统战
部，北京市副市长程红代表北京市政府，民革中央副主
席、民革北京市委会主委傅惠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北京市委员会，向孙中山先生像敬献了花篮。

纪念仪式由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凡主持。罗富和、马
培华和何鲁丽、周铁农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
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北京市等方面负责同志，部分
在京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五
次会议的代表、委员等出席仪式。

首都各界人士

纪念孙中山逝世92周年

中国国民党及岛内统派团体

在 台 纪 念 孙 中 山

台北故宫原定 7月举办的一场孔子
展被迫延期，只因台北故宫方面声称，
该展中有“至圣先师”4 字，易引发

“社会对立”，需先做修正。民进党当局
执政以来，文化“去中国”动作连绵不
断，连孔子都不放过，一边却奢谈两岸
文化交流，实在讽刺。

孔子屡躺枪

儒家圣人孔夫子，在民进党执政期
间已多次“躺枪”。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正仪日前接
受媒体采访时承认，本该在 7月举行的

“万世师表—书画中的孔子”，因为其中
的“至圣先师”字样遭到“部分民众质
疑”，需要先把这 4 个字删除，才能展
出。他说，这是为了避免“造成对立”。

此前不久，民进党籍的台中市长林
佳龙则扬言要拆掉当地的孔庙。“台中
的孔庙，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他 （国
民党） 是把以前的日本神社干掉，用孔
子来统治啊！”林佳龙说，他要将孔庙
地基上重建日本神社，因为在他眼里，
那才是真“古迹”。

民进党恨孔子早已非止一日。陈水
扁 2000 年刚执政时，就用了三大块宣
传广告牌将台“教育部”一楼大厅的孔
子浮雕遮住，直到 8 年后马英九上台，
浮雕才算重见天日。

被民进党“去中国化”乱拳所伤的
绝不止孔子一个。蔡英文当局任命有

“文化台独旗手”之称的郑丽君为“文
化部长”，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调整课
纲，要把“媚日去中”教育进行到底。
其后，新上任的林正仪大费周折，拆除
了港星成龙所赠、本已安装在台北故宫
南院中庭的 12 青铜兽首，并斥其为

“外来文化”。民进党“立委”刘世芳，
甚至把扯铃 （空竹） 都说成“统战工
具”，要提案将其废掉……

讥嘲不能阻

每一回民进党做出匪夷所思的“去
中国化”动作，都会引来岛内舆论一片
吐槽声。然而，就算是那些极尽讽刺的
段子，也没能让民进党放慢一意孤行的
脚步。

台湾 《中国时报》 评论文章说，
按 照 民 进 党 的 “ 本 土 ” 逻 辑 ， 孔 子

“周游列国”没到过台湾，那么，妈
祖、关公也没来过，是不是各地的妈
祖庙、关帝庙都要“转型正义”？下一
步是否要废“中国字”改罗马拼音？
又或者，今天台北故宫所藏文物是否
也应返还大陆？

曾任马英九幕僚的罗智强撰文说，
林佳龙和林正仪写的中文也与台湾没有
关系，要不要去电击自己的脑袋，看可
不可以把中文忘了？除台湾少数民族和
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外，绝大多数台湾
人，不管本省籍、外省籍，祖辈大多来
自唐山，身上都流着中华民族血液，难
道他们的祖先也和台湾没关系？有学者
考证，蔡英文祖先来自漳州一带，若蔡
英文的祖先和台湾没关系，那可不可以
把身上的基因也给抹了？

岛内教育界人士说，如果为了“担
忧对立”而去除“至圣先师”，这样一
来，因孔子诞辰而来的教师节不也站不
住立场？认为孔子是“外来文化”的人
士，是不是也不该过教师节？

台湾网友更质问林佳龙，如果孔子
是国民党带来的“外来文化”，那么他
重建日本神社是不是认为日本政府带来
的文化比国民党当局更合理且正统？

民进党并不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只
是埋头行动，要把对中国文化的恶意灌
输到台湾社会的潜意识中去。过去数十
年间，民进党靠这一招吃够了甜头，未
来不撞破南墙，断不会回头。

交流成反话

上周，蔡英文接掌了台湾“中华文
化总会”。该会成立于 1967年，主旨是

“弘扬中华优良文化，推行深入民间的
文化建设与活动”。然而蔡英文就职时
所提的“文总”新任务，却与“弘扬中
华文化”无关，而是强调“在地文化”
和“文化新南向”。

蔡英文说，“文总”将“持续推动两
岸的文化交流和合作”。这可能是场面
话，或干脆是反话。且不提两岸正式沟通
渠道已断，“文总”既由蔡英文亲自领衔，
已相当于自绝两岸交流之路。更何况，民
进党一边不断切割中国文化，一边却说
要两岸文化交流，又能取信于谁？

台湾《旺报》评论文章直言，蔡英

文之所以会提两岸文化交流，应该是看
中交流所产生的附加价值，但既然民进
党当局并不打算与对岸在共同的文化基
础上互动，蔡会长又能有多大的空间？

据台媒报道，蔡英文近期在民进党
中常会上提及，要用全党之力帮忙完成

“治史起造台湾国——张炎宪全集”募
印计划。岛内舆论指出，此举是认同以
台湾为中心的史观，也是切断台湾与中
华文化的渊源。

“文总”曾有过和孔子浮雕类似的
经历。陈水扁任内，将“中华文化总
会”更名为“国家文化总会”。2010
年，马英九又将其改回原名。蔡英文没
有陈水扁的张扬，或许不会在改名上做
文章，但暗渡陈仓的危害可能更大。岛
内媒体批评，蔡英文任“文总”会长，
恐怕将“取中华而去中华”。

为建神社 要拆孔庙

台当局“去中”盯上孔子
本报记者 王 平

台北孔庙每年都举办隆重的春祭活动。 （资料图片）台北孔庙每年都举办隆重的春祭活动。 （资料图片）

“反独促统大联盟”的部分人士合影。左三为国际中山会总会长、孙中山之孙孙武彦。 王连伟摄

本报台北3月12日电（记者王连伟） 以“有效振兴
台湾经济、解决台湾民生问题、坚持‘九二共识’、完成
国家统一目标”为宗旨的民生党今天在台北宣告成立。

岛内音乐人张穆庭担任民生党主席。他表示，民进
党执政近一年来毫无作为，靠各种假议题欺骗民众，加
大族群对立，其所谓“转型正义”，就是在推行“台
独”，根本不关心民生经济。有鉴于此，民生党提出“世
代交替、拯救经济的青年召集令”，预招募理念相投的年
轻人，投入到明年全台7851个基层村里长的选举中，并
提出包括借由“一带一路”协助中小企业获利、废除

“一例一休”调涨基本工资、开放陆资扩大外资、振兴观
光等十大政策主张。该党将以年轻人为主，因此，年轻
人、网络、经济，将成为民生党的3个优势。

张穆庭 1979 年出生于台北，在两岸发行过多张唱
片，2004年，以一首原创歌曲 《1937南京大屠杀纪念单
曲》 在两岸发行；2006年再以一首原创全球慰安妇主题
曲——殇，为慰安妇发声。他曾任职国民党青工会、台
湾“行政院新闻局、文建会”及台北市政府等部门，对
台湾时政有较深入的研究。

民 生 党 在 台 成 立
主张完成国家统一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郜婕、张雅诗）
住在香港铜锣湾的退休教师胡品懿今年已经
94 岁，依然精神矍铄。她每星期都乘车去九
龙油麻地参加高龄教育工作者联谊会的合唱
团活动，与朋友唱唱歌、聊聊天。

“我坐巴士过海，现在（车费）两元钱很划
算。以前就算有长者优惠，交通费也很贵，去新
界动不动十几元钱。”胡品懿告诉记者。

为了充实生活，她还去湾仔学书法。“我
每个月去上一节课，坐电车去，坐巴士回
来，到家门口下车。”她说，“2元乘车”优惠
计划鼓励更多长者走出家门，融入社区。

“2元乘车”计划是香港特区政府针对 65
岁以上长者和合资格残疾人士推出的公共交
通票价优惠政策，让他们以每程2港元的票价
搭乘多种交通工具。自 2012年推出以来，这
项计划分阶段实施，为优惠对象提供的出行
选择不断拓展，涵盖地铁、巴士、渡轮和小
巴。经过今年2月最新一次线路拓展，这一优
惠计划已经覆盖香港绝大多数小巴线路，包
括不少跨区线路，使长者和残疾人士出行更
为便利。

由于最近坐骨神经痛发作，胡品懿还定
期要到居所附近的私营中医诊所看病。包括
针灸、按摩和开药，每次就诊花费 350港元。
每到这时，另一项长者优惠“医疗券”便派
上用场。

长者医疗券由特区政府每年向 70岁以上
长者发放，以便他们使用私营基层医疗服
务。由于近年老龄化加快，长者对私营医疗
的需求增加，特区政府自 2012 年开始连续 3
年翻倍提高医疗券金额，从之前的每人每年
250港元提高到2000港元。

胡品懿说，医疗券金额提升至 2000 港
元，让有长期病患的长者感到“宽裕很多”。
有了医疗券，长者可以选择到私营医疗机构
就医，更快得到治疗，而不用到公立诊所排
长队。“像我这样的情况，有医疗券就不用花
钱看病了。”

纵观特区政府近几年发布的施政报告，
扶贫、安老、助弱等民生福利始终是施政重
点之一，相关投入持续增长。2017年度施政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特区
政府本年度用于社会福利的经常开支预算为662亿元，比4年前增加55%。

除了针对长者和弱者的福利措施，教育和青少年发展也备受重视。
“提供15年免费教育及优质的幼稚园教育”正是本届特区政府另一项重点
工作。

特区政府教育局早在2007年就推出学前教育学券计划，让家长以申
请学券的方式获得政府资助，减免部分学费。近几年来，这项计划出台
了一系列“加强措施”，包括资助额和学费上限每年根据综合消费物价指
数调整、为经济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额外减免和资助等。

说起学券计划的“优惠力度”，2003年随家人从内地来香港定居的李
女士印象深刻。李女士的大儿子来香港时不到两岁，如今已经上中学；
小儿子在香港出生，与哥哥相差近10岁，还在上幼稚园。李女士说，两
个儿子上的幼稚园不同，但都算湾仔区“还不错的”。“大儿子上幼稚园
时还没有学券计划。等到小儿子上幼稚园时，申请学券资助后要交的学
费每月不到2000港元，跟10年前大儿子的学费差不多。”

从2017至2018学年起，学券计划将由一项新政策——免费优质幼稚
园教育政策取代。新计划下，特区政府向合资格的本地非牟利幼稚园提
供直接资助，进一步加大幼稚园学费减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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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新华社台北3月 12日电 （记者吴济海、

刘欢） 继上月清泉岗基地被查出官兵涉毒
后，台湾军方再爆染毒丑闻。高雄警方 11 日
突袭临检高雄市区某酒店，在包厢内当场查
获摇头丸、一粒眠、K他命、毒咖啡包等新型
毒品，共31人涉案，其中2人是海军士官。

综合此间媒体报道，警方调查，两名涉案军
人为海军战斗系统工厂李姓中士与海军通信队

黄姓下士，当时两人正与他人在包厢狂欢，警方
破门而入，两人吓傻。其中一名军人当场坦承，
另一名被警方带回侦讯时才承认军人身份。

台海军方面称，两人已涉法犯纪，军方
要求相关单位尽速依相关原则及规定，召开
会议严厉处分，并纳入汰除对象。涉毒两名
士官原本预定明年3月退伍。

目前全案由警方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中。

台湾军方再爆染毒丑闻台湾军方再爆染毒丑闻

据新华社香港 3月 12 日电 （记者周雪
婷）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16—17”（科创大赛） 12日在香港科学园结束
并举行颁奖典礼。本届大赛共吸引全香港400
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参加，收到超过 4000 件
参赛作品。

本届科创大赛由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课程
发展处资优教育组委托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主
办、香港科技园公司协办，分为“研究及发明”

“科学幻想画”“科技实践活动”“优秀科技教师”
“教师教具发明”及“优秀科技学校”6个项目。除
“科学幻想画”外，其他参赛项目在总评日均有
独立设展，并接受评审团的轮流评审。

在 11日的总评及公开展览后，大赛在 12
日颁出 200 个奖项，包括 18 个一等奖、23 个
二等奖、30个三等奖和98个优异奖。“香港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于 1997 年首次举办，目
前已成为香港的科学盛事。

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