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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上任以来，在很多领域搞起“去中国
化”的小动作。8月14日有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行
政机构即将拍板的 2018 年度预算中，没有列入“蒙
藏委员会”的预算，这无异于让其直接虚级化。而一
旦没明年预算，“蒙藏委员会”等同“确立裁撤”。

年底“熄灯”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台当局行政机构17
日将拍板 2018 年度预算，所有机构中，独缺“蒙藏
委员会”。行政机构计划“蒙藏委员会”在今年底

“熄灯”。
据悉，“蒙藏委员会”内部也展开“分家业务”，

上月开始询问公务员未来换到其他行政部门的志愿顺
序。据透露，台当局文化部门将设“蒙藏文化中
心”、陆委会则设立处理蒙藏舆情的科室，以接收

“蒙藏委员会”工作人员。
外界的判断是，蔡英文当局裁撤“蒙藏委员会”

箭在弦上。

争议不断

不过，因为“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尚未废止，此举无
异让“蒙藏委员会”直接虚级化，恐引发岛内争议。

2010年，台湾“立法院”通过“行政院组织法”
修正案，其中已无“蒙藏委员会”，如果“行政院”
再将“蒙藏委员会组织法”送请“立法院”废止，

“蒙藏委员会”就“走入历史”。
但 7 年来，“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并未废止，预

算年年编列，“蒙藏委员会”正职员额53人，全年业
务费约700万元新台币。2016年，民进党“立委”蔡

易余等人就正式提出议案，要求废除“蒙藏委员
会”，认为其“职能不明，浪费人民的纳税钱”云
云。而对于本机构存在引起的争议，有“蒙藏委员会”
官员表示，这些年来外界常听到裁撤，我们是听得太多
了。

象征意义

“蒙藏委员会”源自于北洋政府的“内务部蒙藏
事务处”，1928年以后改隶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行
政院辖下，并设置“蒙藏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
管理蒙藏事务的最高机构。国民政府时期，“蒙藏委员
会”在维护国家主权和边疆民族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
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国正式建立外交
关系。台当局“蒙藏委员会”的职能逐渐弱化，平常
业务不多，仅余象征意义。此前台当局讨论组织改造
时，都曾有意裁撤“蒙藏委员会”，但因考虑其象征
意义而未实行。

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给人的感觉废除
“蒙藏委员会”势在必行。然而，去年“5·20”后，
两岸沟通管道不再畅通。“蒙藏委员会”存在的象征
意义与政治性，也让蔡英文当局不得不重新思考调整
将引发的政治效应。

“去中国化”

全国台湾研究会研究部主任严峻分析，事实上，
在陈水扁当政时，民进党当局就有意裁撤“蒙藏委员
会”，将此作为其“去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但
由于撤并后的机构和人员安置等种种原因一直未完

成。这次蔡英文当局借内部组织架构调整之名，依然
是想走“去中国化”的老路，这与其拒不承认“九二
共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是相联系的。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表示，“蒙藏委员会”有
特殊政治意涵，是否需要存在可让立法机构讨论，但
依照正常程序，应该先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
才成为不编预算的排除对象。如今直接将其地位和职
能虚化，蒋万安质疑恐“大开巧门”。

对于台湾当局裁撤所谓“蒙藏委员会”的问题，国台
办发言人安峰山早在今年5月就应询表示，我们对台湾
方面的内部调整不做评论，但是坚决反对借内部调整为
名去搞“去中国化”的“台独”分裂行径。

预算遭冻结 人员拟移转

台“蒙藏委员会”真要走入历史？
王大可

“蒙藏委员会”举行的校园推广活动，舞者让小
学生体验顶碗功夫。以后类似活动恐成绝响。

（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蒙藏委员会”举行的校园推广活动，舞者让小
学生体验顶碗功夫。以后类似活动恐成绝响。

（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中央有关部门已推出部分措施，并正在研究更多
举措，以便利港澳同胞在内地生活、求学、就业等。
受访香港市民普遍对此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些措
施，小到买火车票，大到就业、社会保险等政策，有
效回应了香港市民对在内地生活、求学、就业等方面
的关切。

用自动售票机出行更便捷

港澳同胞在内地出行方面的新便利，受到很多香
港民众的欢迎。

据悉，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型火车站里，已设
立可识读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港澳同胞回乡
证） 的自动售取票设备，方便港澳同胞凭回乡证自助
购票、取票。

“好消息！好消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
会联合会理事长吴秋北 7 月底便在社交网站上欢呼此
事。

吴秋北说，今年两会，他提出进一步完善火车票
实名制、方便港澳市民购取火车票的建议。中国铁路
总公司接纳了此建议，并用公务信函的方式回复了吴
秋北等9名人大代表。

中国铁路总公司 6月 28日公布，铁路部门先后对
北京、上海、江苏等地 215 个火车站的铁路售票系
统、自助售票机等进行了优化调整，增加了港澳同胞
自助购取票服务覆盖范围，持卡式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的旅客，可在上述车站的部分自助设备上刷卡
购票、取票。

香港市民尹女士对此表示欢迎。她说：“以前在内
地最不方便的就是坐火车，因为要用回乡证在传统窗
口买票。有一次在江西，用回乡证取票整整排了 1 个
小时，差点误了上车。”

香港市民苏先生每年春节都会坐火车回内地探
亲，买返程票时，要在福州站的人工售票窗口排长

队。为节省时间，他通常通过旅行社买票，目
的是同时买好返程票，但旅行社要收取一定手
续费。

苏先生认为，新措施将鼓励更多港澳同胞
赴内地，促进两地交流。

自采取实名制购票以来，与内地居民凭身
份证等有效证件购票一样，回乡证一直是铁路
部门认可的购票乘车有效身份证件，并可在
12306铁路客户服务网站注册和购票。

赴内地求学就业更方便

多个中央部门已出台或正积极研究相关措
施，以便利港澳同胞赴内地求学、就业等。

教育部6月印发通知，要求各高校积极为
港澳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服务，开展对他们的
就业指导，为有就业意愿且符合条件的港澳毕业生发
放《就业协议书》，签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
业生就业报到证》 或 《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
为港澳学生在内地就业提供更多便利。

此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加紧研究取
消港澳同胞在内地的就业许可制度、港澳居民在内地
参加社会保险等问题，并支持港澳同胞到内地事业单
位就业。

来自香港的黄诺晴目前就读于广东省的中山大
学。她说，若这些便利港人就业的措施可以出台，她
当然愿意留在内地工作。

她说：“内地大学免试招生政策让我们有更多选
择，可就读的都是内地非常优秀的大学，学费不高，
政府还资助。内地学校对港澳学生真的非常好，安排
了懂粤语的室友，还举办联谊活动，不让我们觉得孤立
无援，令我们可更快适应内地生活。港澳学生可享受和
内地学生一样的医疗保障，看病便宜，还可报销。”

家住观塘的李先生说，这次出台的政策很完善，

如果以后可以参加社保，感觉其实可以去内地发展，
反正福利都一样，很期待。

香港市民黄鸿科在内地创业，销售港式奶茶、蛋
挞等美食，他每月有 3 周左右时间在内地。黄鸿科非
常喜欢内地浓厚的创业氛围，他认为，新措施将便利
常赴内地的港澳人士，鼓励更多人赴内地创业。

香港市民王志扬说，中央推出这些措施将加深港
人对祖国辉煌成就的认识，增强内地和香港的亲情。
其中，看似“小事”的交通、住宿、证件的适用性
等，对港人都是很切身的实事，很多朋友反映“去内
地旅游最麻烦的就是坐车、住宿，因为用回乡证、香
港身份证时，通常要在不同通道、柜台处理，消耗很
多时间”。

他认为，中央推出改善这些实际问题的措施将吸
引更多港人去内地旅游、探亲。此外，教育、创业、
置业等措施的相继出台，将为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提
供更多机会，为更好落实“一国两制”带来新局面。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战艳 郜婕 张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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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在内地参加交流活动。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本报香港8月14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特区政府康
乐及文化事务署14日公布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共涵盖20个项目，为保护香港非物质文化遗
产提供参考依据。

在代表作名录上，已有 10项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名录，包括粤剧、凉茶、长洲太平清礁、大澳端
午龙舟游涌、香港潮人盂兰胜会、中秋节——大坑舞火
龙、古琴艺术 （斫琴技艺）、全真道堂科仪音乐、西贡坑
口客家舞麒麟以及黄大仙信俗。

其余10项则由香港非遗咨询委员会审议后推荐，从涵
盖480个项目的香港首份非遗清单中脱颖而出，分别为南
音、宗族春秋二祭、香港天后诞、中秋节——薄扶林舞火
龙、正一道教仪式传统、食盆、港式奶茶制作技艺、扎作技
艺、香港中式长衫和裙褂制作技艺以及戏棚搭建技艺。

据新华社台北8月13日电 （记者潘丽君、何自力）
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台湾民间团体发起“一人
一心，一人一信”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慰安妇”
议题，尽速兑现道歉、赔偿等各项民众诉求。

该活动由台湾“慰安妇”人权教育博物馆“阿嬷家——
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主办。活动现场分别提供一颗红心与
日本国旗两种版本的图卡，邀请民众在图卡上写下对“慰
安妇”阿嬷的话及对日本政府的诉求。活动现场还摆设了
一个大型邮筒，鼓励民众将卡片写完后投递筒中，让台湾
民间的声音可以直接传达给日本政府，每投递出一张“一
人一心”卡片，就是一个行动，象征“心跳不止，行动不灭”。

据长期从事“慰安妇”受害人救助的台北妇女救援
基金会统计，二战中有 2000 多位台湾妇女被强迫沦为

“慰安妇”，其中基金会确认并访谈过的有 58 位。据悉，
继今年4月“莲花阿嬷”陈莲花去世后，台湾目前已知还
健在的“慰安妇”阿嬷仅存2位。

1999年，9位阿嬷在妇援会的陪同下前往日本提起诉
讼，矢志为台籍“慰安妇”争取公道。然而，日本高等
法院在 2005年宣判其败诉。直至今日，日本政府仍以种
种借口拒绝对饱受苦难的“慰安妇”作出正式道歉和赔
偿。主办方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必须
正视历史，直面“慰安妇”议题，我们不能忘记追溯历
史的责任，这样才能教育下一代，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台民间团体举办“慰安妇”纪念活动
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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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14日电（记者丁梓懿） 青少年
学童管教议题越来越受社会关注，香港研究协会 14
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称，五成四的香港家长担忧子
女不能独自解决问题，逾七成家长认同开明权威型管
教模式。

香港研究协会于4月27日至7月28日开展全港随
机抽样电话调查，访问了 1079 名幼儿园、小学及中
学生的家长，以了解其管教子女的模式及态度。

调查显示，有五成四的受访家长对“当子女不在
身边时，我会担心其不能独自解决问题”表示“非常
认同”或“较为认同”，反映逾半家长认为子女缺乏
足够的解难能力。

分别有四成三及三成九的家长对于“因为工作或
生活繁忙，我只有很少时间陪伴子女”及“为了令子
女开心，我会满足其要求”表示“非常认同”或“较
为认同”。调查认为，前者反映港人的生活工作模式
或已危及亲子关系，后者则反映部分父母有过分溺爱
及纵容子女的倾向，长远或会影响子女的行为及情绪。

当问及家长如何形容自己为人父母的感受时，六
成二的家长表示“享受”或“值得”，两成七则表示

“有压力”或“疲倦”。
调查还指出，有逾七成家长表示“非常认同”或

“较为认同”开明权威型模式，包括会和子女“讨论
及分析其行为带来的后果”（81%）、“商讨，清楚订
明要遵守的规矩”（80%）、“会接纳子女提出的不同意
见”（76%）、“做错时会主动向子女道歉”（75%）等，反映
大部分家长最理想的管教模式为开明权威型。

香港研究协会表示，父母的管教模式及态度对儿
童及青少年的个人成长和发展非常重要，更会关系到
城市的竞争力。特区政府应积极检视现有的亲职教育
政策，完善相关范畴的支援措施，致力于纾缓家长管
教子女时所面对的压力，为家庭营造良好的学习环
境，让学童在温暖和融洽的环境下成长。

香港过半家长

担忧子女不能独自解决问题

因为一位老兵的偶然灵感和创作，台湾台中市南屯
区春安路上的“彩虹眷村”逃脱了被拆掉的命运，却成
为当地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今年95岁的退伍老兵黄永阜年轻时来到台湾，独居
眷村60年。几年前，当地对几个眷村进行拆迁，黄永阜
怀念眷村里难忘的岁月，拿起油漆桶和刷子在老旧的房
屋上描绘可爱的人物、动物和眷村故事。

2016年，黄永阜完成了“彩虹眷村”的创作。志愿
者们还利用他的创作开发了一系列旅游产品进行售卖以
保证“彩虹眷村”的运营。如今，黄永阜依旧每天凌晨3
点多起床拿着油漆刷对眷村图案进行修补。“彩虹眷村”
记载着这位老兵对眷村的怀念和对生活的热爱。

左图：游客们在“彩虹眷村”里游览拍照。
右图：一名小游客与黄永阜合影。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95岁老兵和他的9595岁老兵和他的岁老兵和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