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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台媒
報道：6日，花蓮依然陰雨綿綿。台氣
象部門統計，截至6日13時57分，發生
有感餘震615次。雖然頻次有所降低，
但民眾未敢掉以輕心。上述430件請求
勘災的建築物中，目前已被確認為
「紅單」 有18件，其中17件在花蓮
縣，台北市有1件。據報道，台北市南
機場整建住宅出現多處樓梯斷裂、樑
柱爆開，被判定有立即危險。

台當局土地管理部門有關負責人
徐燕興指出，經專業工程師勘災後確
認為 「紅單」 的建築物，會建議民眾
不要繼續居住，等待進一步針對結構
安全進行鑒定並討論處理方式，長久
之計最好是重建。國民黨 「立委」 王
鴻薇6日指出，這些申請危險勘驗的建
築物，其實很多早就被納入都市更新
討論範圍，但一直有阻力或有些住戶
不同意，遲遲無法推進，即使這些建
築物躲過這次的大地震，能否躲過下
次的大地震還是未知之數。

增至13人遇難 仍有6人失聯
王鴻薇以台北市為例指出，南機

場都市更新案早已經準備進行，但至
今仍然無法推動。在大地震後，南機
場的建築物受損非常嚴重，甚至部分
已經貼 「紅單」 ，在這樣的狀況之
下，台北市政府應大刀闊斧推動都市
更新案。

早在花蓮地震發生前，嘉義縣也
有地震發生。台灣地區氣象部門6日示
警，嘉義梅山斷層1906年錯動至今已
逾百年，能量累積狀況要注意。台灣

地震專家郭鎧紋表示，嘉義單是本月
就發生9起規模3以上地震，這非常罕
見，可能只是能量釋放，也不排除是
大地震前兆；若以廣義的梅山斷層範
圍來看，高鐵行經嘉義沿線要特別留
意。

截至6日7時58分，花蓮地震已過
震後救援的 「黃金72小時」 。台灣災
害應變中心6日下午3時更新人命傷亡
為13死、1145傷、405人留置、失聯6
人。新增死者3人，分別為在太魯閣砂
卡礑步道發現的游家父女二人及獨攀
的胡姓女子。截至當日15時，砂卡礑
步道仍有3人失聯，據悉是此前在當地
失聯的游姓一家5口中的媽媽、妹妹和
弟弟。

花蓮西段道路搶通 260人撤離
6日上午，台交通部門檢查確認後

重新開放台8線天祥往西路段，分三個
時段允許小型車輛通過。截至當天15
時，已有約40輛車、260人往西撤
離。台當局災害應變中心同步將 「受
困人員 」 的表述調整為 「留置人
員」 ，意味着這處人員受困最為集中
的區域不再是山間 「孤島」 。

位於秀林鄉富世村的西寶小學仍
處於交通中斷狀態。全校有教師15
人、學生45人待援，師生均安全。花
蓮縣已安排直升機視天候狀況空投物
資，確保物資無虞。3日強震發生後，
全台停水戶數一度超過12.2萬戶。經
過緊急搶修及跨區支援已基本恢復通
水。台灣自來水公司介紹，截至6日中
午，全台剩160戶停水。

餘震逾600次 全台430樓房請求勘災
地震學者：嘉義近期地震頻繁 不排除是大地震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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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是台灣花蓮大地震發生後的第四天，當

天18時47分再次發生4.8級地震，全台有

震感，花蓮最大震度4級。自3日以來，該地

區已有餘震600多起，台灣地震專家郭鎧紋表

示，嘉義本月已發生9起規模3以上地震，非

常罕見，有可能只是能量釋放，也不排除是大地震前兆。

花蓮震後餘震不斷，引發人心惶惶。台當局土地管理部門

彙整各地民眾請求勘災的建築物件數已有430件，以花蓮

縣、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基隆市等四縣市居多。有民意代表針

對台北市災情呼籲當局震後大刀闊斧推動都市更新，消除潛在隱

患。

台灣大地震

「來東山，
留 東 山 ， 在 東
山……」 這是台
灣大廚葉世芳扎
根福建省漳州市

東山縣的心路寫照。在東山，他用一方
鐵板，烹飪美味，品味鄉情。

在東山南門灣的一頭，走過一段彎
彎繞繞小路，來到灣縵鐵板燒餐飲店，
初見葉世芳，他正在為圍坐一圈的客人
烹飪美食。

熾熱的鐵板迸發出噼啪聲，香味迅
速瀰漫開來。葉世芳以熟練的動作，用
手中的烹飪工具將食材翻炒、烘烤，擺

出各種造型，為食客帶來一場視覺和味
覺的盛宴。

葉世芳從16歲開始做餐飲業學徒，
如今已經是一個有着四十餘年鐵板燒烹
飪經驗的大廚了。1999年，他從台灣來
到上海，擔任中國第一家鐵板燒餐飲店
的主廚。此後，他奔走於各大城市，一
直致力於兩岸餐飲文化的交流融合。

已近花甲之年的葉世芳，有了想要
退休返台的想法。但去年11月，他受朋
友邀請來到東山度假，沒想到來後 「留
下來」 的想法就在他內心肆意生長。

「東山的海景很好看，氣候、景
色、人文都和我的家鄉很像。」 東山的

風土人情，無不讓葉世芳感受到了久違
的親切。他用兩個星期讓自己沉浸式融
入本地生活，感受當地的風土民情，也
從專業角度針對鐵板燒的食材和市場前
景進行考察，最終決定 「留下來」 。

「鐵板燒是我熱愛的事業，東山是
我喜愛的地方，我就想在這個地方做鐵
板燒餐飲。」機緣巧合下，葉世芳入職灣縵
餐飲店，開始他在東山的鐵板燒事業。

用美食帶動兩岸交流
為了讓 「鐵板燒」 這個初入東山的

「毛頭小子」 能夠入鄉隨俗，葉世芳也
下足了功夫。他走街串巷與當地民眾泡

茶聊飲食習慣，逛本土市場尋找屬於本
地人喜愛的食材。

「不能說一味要把鐵板燒做成很統
一的味道，也要配合當地人的口味，這
樣才能更好融入東山。」 短短數月，他
讓鐵板燒在 「外來」 與 「本土」 之間達
到完美的味蕾平衡，成了東山一眾美食
饕客心目中喜愛的鐵板燒大廚。

如今，葉世芳的孩子早已成家立
業，他也和妻子達成扎根東山的共識。
他表示，將自己所學的鐵板燒美食及台
灣的傳統味道帶給食客，用一道道美食
助推兩岸交流，是他現在最大的心願。

中新社

情牽兩岸情牽兩岸

台大廚扎根福建：一方鐵板烹飪美味

▲3月22日，葉世芳在製作鐵板燒美食。
中新社



4月3日早上7時58分，台灣
花蓮縣海域發生7.3級地震，隨

後餘震不斷，截至4月6日上午10點已經發生超過
600起餘震，震央大多在花蓮附近海域，宜花地
區連續3天搖不停。一名花蓮網友日前到全聯超
市採買，發現店裏至少7個人頭上戴着安全帽，
發文直喊 「花蓮人是害怕的」 ，引發島內熱議。

據報道，該網友5日在社群平台Threads貼出
照片稱，她當天去全聯超市購物，當時店裏很多
客人，仔細一看發現婆婆媽媽們頭上都戴着安全
帽。從她在貼文發布的自拍照可見，店裏不只她
戴安全帽逛賣場，後方走道上的客人幾乎都戴着
安全帽，直呼 「花蓮人是害怕的！」

照片曝光引起熱議，許多網友留言： 「熟練
到令人心疼，天祐花蓮」 「好強大的危機意識」
「我現在也是戴着安全帽買晚餐」 「辛苦你們
了，注意安全。」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戴安全帽買東西
是台灣人的標配， 「我如果已經確定要買
什麼，都直接戴安全帽進去，抓了東西就結賬」
「我進超市都戴着安全帽，因為懶得鎖車又怕被

偷，乾脆直接戴着。」 台海網

特稿

▲4月6日，從太魯閣山區獲救的受困人員，乘搜救直升機撤至山下指揮所後接受健康檢查。
中新社◀4月6日，台灣花蓮殯儀館內舉行祈福法會，悼念地震罹難者。
中新社

◀太魯閣砂卡礑步道原是美麗景點，
在大地震後面目全非。圖為救援人員
連日來搜尋失聯登山客。

花蓮大地震，造成花蓮市區天王星大樓嚴重傾斜，有倒塌危
險，於5日開始拆除。6日上午工程人員發現大樓更加傾斜，施工
暫停，結構工程師和拆除業者將討論是否改變拆除方向。

天王星大樓傾斜加劇
暫緩拆除

花蓮民眾戴安全帽逛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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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聯合新聞網報道：基隆市消
防局14名特搜隊員支援花蓮地震救災84小時，6
日晚回到基隆。負責帶隊的副大隊長王君維說，
救援過程中，落石不斷、下雨、餘震等威脅，穿
越倒塌樹木、落石步道、懸崖峭壁，搜索失聯的
民眾，有如與落石搶命。

謝國樑說，基隆特種搜救隊繞了半個台灣，
歷經11小時抵達花蓮天王星大廈，搶救生命與時
間拔河。搜救過程驚險不已，面對沿途不斷落石
碎石，不僅出色地完成運送傷患與受困者的艱困
使命，也幫忙在陡峭的崖壁搬運罹難者下山，運
補物資供給西寶小學、晶英酒店及其中33名民眾

撤離。
王君維說，台8線175公里處救援，爬過碎石

區，分梯次把受困民眾帶離受困區；並在小錐麓
古道將罹難連姓男子的遺體搬運下山，可通行的
地方很狹小，下方就是懸崖；砂卡礑步道環境最
險峻，現場餘震不斷，上方還有堰塞湖，水位很
滿，現場餘震不斷，擔心大水沖刷下來，現場和
其他搜救隊找到兩名遺體，協助搬運出來。

王君維表示，現場不只落石的威脅，後來還
下雨，擔心落石區整個崩落下，因此先撤退。因
為餘震不斷，在救援過程中，也讓大家思考，如
何精進救援設備與救援的安全。

救援隊奮戰84小時：與落石搶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