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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榮村郝氏祠堂

郝柏村童年時住過的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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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鄉情無以替代 尚記故居有兩桌
【大公報訊】記者陳旻鹽城報道

：3月31日下午，曾多次參與接待和
拜訪郝柏村先生的江蘇省鹽城市鹽都
區原台辦主任張宗煜，專程來到郝氏
故居中的靈堂哀悼郝柏村。在他印象
中，郝柏村對家鄉的思念之情無以替
代。

張宗煜說，為了修繕郝家舊居，
1992年4月，當地政府撥款30.5萬元
人民幣，復原了郝氏故居余宗祠。如
今，由郝柏村題字的 「郝氏故居」 ，
佔地面積307平方米，正廳和南屋為
主體建築，有小院、客廳、父母與子
女卧室等。

當年，當地政府為故居復原頗費
周折，他們打聽到郝柏村的大妹妹郝

錦春當年離開家鄉時將一個箱子和一
個櫃子放在親戚家。他們就想方設法
找到那家人，贖回來放回故居。

最初，故居的堂屋只有一張方桌
，郝柏村在2005年和2008年回家時
，都提及 「我們家原來有兩張桌子」
。張宗煜就留心四處尋找，找來一張
同年代的舊桌，重新布置故居。2011
年，郝柏村回來，一看， 「這個好！
你們從哪裏找來的？」

張宗煜說，他直面郝柏村先生三
十餘次，兩人有過幾次長時間的交談
和書信往來，他在離開區台辦主任崗
位時，郝先生特別寫了一幅家和萬事
興的書法作品贈與他。在他印象中，
郝柏村對家鄉的思念之情無以替代。

大公報記者 陳旻鹽城報道

郝柏村魂繫家國 鄉親引以為傲

葛武街道初級中學職工、鹽都區台
屬聯誼會副會長郝漢生說， 「郝柏村先
生和我同出一門。他和我的爺爺是五代
以內的堂兄弟。2011年春天，他從台灣
回來，在村頭廣場和我父親郝龍華交談
了足有二十分鐘。對柏村爺爺的去世，
我們全家人很是悲痛。」

六度回鄉 讓子孫記住根
郝柏村每次從台灣回鄉祭祖掃墓，

從主持儀式，到點蠟燭、敬香火、燃紙
錢、放鞭炮等，都是葛武企業家郝龍發
直接服務的。

聞訊郝柏村先生病逝，郝龍發說，
「家鄉的這條路他從台灣過來最後一次

走是2011年上半年，91歲高齡的他率
領海內外親友幾十個人回來祭祖、掃墓
。老爺子和他的家人還在村裏設施簡陋
的賓館住了一宿。那晚他對我說，我這
次回家是最後做一個交代，讓子孫們記
住自己根在這裏。他說，龍發啊，我們
中國人的傳統就是永遠不忘根本，記住
祖宗訓導。」

郝龍發說，近十年來平時我通過報
紙電視網絡關注他的消息，年年都盼他
再回來看看。

族人郝清明在外地經營企業。他說
，郝柏村一生反對 「台獨」 ，遺願是 「
永遠維持台灣和平安全」 。 「我為自己
是他的鄉親而自豪。」

郝柏村心繫故里，自1999年開始，

從台灣一共回衣胞之地郝榮莊六次。他
每次回來，村裏鄉親家家戶戶傾家出動
迎接他。

關心家鄉發展 設教育基金
4月1日下午，30餘村民聚集在郝榮

村郝氏故居東門前，追憶郝先生。郝榮
村原負責人郝長松說，郝柏村生在長在
我們村，父母的墓在這裏。他始終關心
家鄉，每次回鄉，都對怎樣發展好家鄉
提建議。他在葛武肇基小學設立了教育
基金，村子北頭淨土寺門頭匾字就是他
請台灣星雲大師題的。他還親筆題寫江
蘇鹽城鹽都台灣農民創業園。

也因為郝柏村先生的個人影響力，
其家鄉郝榮村成為3A旅遊景區，現正大
力打造禪修小鎮。

郝氏故居管理員郝龍干說， 「在郝
榮莊，柏村爹爹是十八世，他的輩分最
高。平時莊上人一提起他都很尊敬。老
人家的靈堂布置好了以後，郝榮莊內莊
外的人都到故居來弔唁。有的人還流下
了眼淚。」

今年86歲的姚公雷說， 「我家在郝
柏村故居南邊，僅一巷之隔。2005年郝
先生從台灣回來，我上前向他問好、自
我介紹，他一下子說出了我的祖父、叔
父的名字，使我感到很親切很感動。」

郝榮村的鄉親們痛惜郝柏村先生的
去世，盼望他能長眠於家鄉，祈願兩岸
和平發展，以慰郝先生在天之靈。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 」 這是2007年清明時分，
台灣前 「行政院長 」 郝柏村
在《重修蘇北郝氏宗譜序》
中 以 此 表 達 自 己 的 心 情 。
2011年，郝柏村回鄉時更是
鄭重交代眾鄉親銘記祖訓，
強調 「中國人的傳統就是永
遠不忘根本」 。3月30日下午
，郝柏村離世的消息傳來，
他念念不忘的出生地江蘇鹽
城市鹽都區葛武街道郝榮村
，其族人郝龍發、郝漢生等
在郝氏故居堂屋裏布置了靈
堂，前來悼念的鄉親們絡繹
不絕。

江蘇鹽城故居設靈 追思反獨老兵百年傳奇

防疫醜聞暴露民進黨當局風氣敗壞
最近台當局防疫體系

鬧出大醜聞。 「交通部」
觀光局一名主管的兒子從
菲律賓返台，這名主管於
是指派一名在桃園機場旅

遊服務中心工作的下屬去接機，結果主
管的兒子不久即確診感染新冠肺炎，接
機的下屬也同日確診，更不幸的是，下
屬5歲的兒子也被傳染。由於下屬沒有
外遊史，因此台灣方面研判是被主管的
兒子傳染。觀光局主管公器私用，指派
下屬接機，已是有違官箴，如今更值疫

情嚴峻時期，絲毫不考慮感染風險，要
下屬去接從境外回來的兒子，導致下屬
及下屬的兒子雙雙染病。民進黨蔡英文
政府近月不斷炫耀台灣防疫抗疫的成效
，這起大醜聞無疑重重地打了台當局一
巴掌。

據說這名觀光局主管的兒子已是
20多歲的成年人，為何主管還要派下
屬前去接機？無非就是在耍官威、擺威
風。這名主管自己隨後也去了機場接兒
子，當時竟是上班時間，並未請假就去
處理私事，可見工作作風散漫。此外，

由於近來台灣境外輸入確診病例急增，
根據台當局的防疫規定，境外回來的台
灣民眾都要自我進行隔離14天，但接
機的下屬還在機場陪主管兒子喝了半小
時咖啡，毫無風險意識。主管的兒子幾
天後發病，曾與兒子密切接觸的主管本
應隔離14天，但仍照常上班，幸好他
沒有被兒子傳染，否則整個觀光局都要
淪為 「疫區」 了。但那接機的下屬就沒
有這麼幸運了，由於在機場與主管的兒
子有密切接觸而染疫，還傳染給自己的
兒子，導致兒子的幼兒園也要暫時關閉

消毒。
觀光局主管嚴重違反紀律，台當

局立即擺出一副嚴懲不貸的樣子，說要
「撤職」 、 「記過」 云云，不料卻是 「
雷聲大、雨點小」 。違紀的主管最後只
是被 「降職」 ，從原來的主任秘書降為
簡任秘書，但從官級來看，主任秘書和
簡任秘書其實是同職等。由此外界終於
明白了：這名主管為所以膽大妄為，大
概是知道不會受到嚴懲，於是把觀光局
當作自己家，把下屬當成自己的傭人。

俗話說 「上樑不正下樑歪」 ，以

往每當發生醜聞，民進黨當局總是第一
時間找 「前朝」 領導人馬英九背鍋，但
蔡政府執政快四年了，再把責任推給馬
英九似乎已行不通，於是 「行政院長」
蘇貞昌說 「這種官場接待的陋習早就該
改」 。真是 「高招」 ，一句 「陋習」 就
把責任撇得一乾二淨。但觀光局主管違
反防疫規定呢？這不是 「陋習」 了吧？

民進黨政府向來愛搞 「雙重標準
」 ，自己人就輕輕放下，非我族類就追
殺到底。這次的防疫醜聞不過是冰山一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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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師範大學一名學生確診新冠肺
炎，校方建議全校各系所於4月6日至4
月17日的課程採遠距授課。

全台已經有6所大學出現確診病例
，台師大3月底確診的學生是全台首例
大學內的本地病例，在要求密切接觸的

師生勿到校後，台師大教務處4月1日公
告，建議全校各系所於6日至17日的課
程採遠距授課處理。另外，台大、台師
大、台科大三校因為有學生跨校選課，
因此三校目前已有共識，4月27日起60
人以上的課全改為線上課程。 中通社

台師大學生確診 全校上網課

台灣 「行政院」 4
月2日召開臨時院會，
通過紓困振興規模達1

萬500億元（新台幣，下同，約2696億
港元），佔2020年GDP的5.4%，其中
追加特別預算1500億元，全數舉債支應
。當局表示，紓困預算的原則就是企業

不能倒、就業不能失、物流不能停、金
流不能斷。

台灣主計總處主計長朱澤民說明，
紓困財源1萬500億元，規模佔2020年
GDP的5.4%，扣掉7000億元 「央行」
、公營銀行貸款額度，佔比仍有GDP的
1.8%。 中通社

台舉債支應2700億預算紓困

簡 訊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 「

台胞林先生已經康復出院返回台灣。
」 廣西北海市台辦主任張永軍4月1日
表示。

林先生來自台灣台南市。3月11日
，正在北海市合浦縣籌劃項目建設的
林先生突感心臟不適，意識模糊，被
公司同事緊急送往合浦縣人民醫院就
醫，診斷為急性冠脈綜合症及高血壓
病2級（高危），須轉北海市人民醫院
做心臟冠脈搭橋手術。在當地台辦協
助下，林先生連夜被送入北海市人民
醫院重症病房。

經過兩個日夜不間斷地救治，3月
13日，林先生暫時脫離了生命危險，

16日手術成功，20日轉入普通病房。
經過北海、合浦市縣兩級多部門的連
環接力，林先生的病情已得到好轉，3
月25日，林先生從北海市人民醫院出
院。但他隨身沒帶太多的錢，手術費
用缺口好幾萬元人民幣。經過當地台
辦等多部門協調，同意林先生先出院
，醫院出具相關證明，林先生帶回台
灣報銷健保，再回北海繳納剩餘醫療
費用。

無獨有偶，2月11日，因腎衰竭及
肺部感染而生命危急的台胞蔡宏沂，
也獲得廣西台辦系統的救助。在蔡宏
沂患病後，南寧市台辦第一時間深入
了解蔡宏沂具體情況，協調醫院做好

救治，安撫引導蔡宏沂按照醫院安排
積極配合治療，並自發捐助善款。南
寧市台協會長周代祥、副會長莊昌文
亦積極發動會員捐款。2月28日，蔡宏
沂已出院返台。

桂多部門接力 救助病重台胞

郝柏村魂繫故里

▲南寧市台協副會長莊昌文將善款送
至醫院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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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村民向郝柏村靈位獻花 受訪者供圖 ▲1999年郝柏村首次回到闊別61年的江蘇鹽城老家，與鄉親暢敘鄉情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