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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3月2日电（记者朱宇轩） 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日表示，恢复香港
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是香港商界的期盼，香
港国安法正是香港的“定海神针”。

2日，《香港商报》 联同本地23家商会和
社团举办“2020 香港商界最关注的 10 件大
事”揭晓暨颁奖典礼，公布“香港国安法实
施”成为去年香港商界最关注的事件首位。

林郑月娥在视频致辞时作出上述表述。
她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困扰香港市民和
企业多月的街头暴力几近绝迹，社会恢复平
静，香港可以由乱向治。特区政府肩负维护
国家安全的光荣职责，一直无畏无惧执法，
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并将罪犯
绳之以法。

林郑月娥强调，只有国家安全得到保
障，“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香港才能安
定繁荣。因此，特区政府会继续竭力维护国
家安全，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巩固
及提升香港有利营商的环境，让商界人士可
以大展拳脚，推动香港经济发展。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国安法让社会恢
复 稳 定 ， 但 持 续 整 年 、 不 断 反 复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 使 各 行 各 业 饱 受 打 击 ， 也 令
大 众 生 活 大 受 影 响 。 她 呼 吁 ， 商 界 人 士
可 以 鼓 励 员 工 及 亲 朋 按 特 区 政 府 的 安 排
尽 快 接 种 新 冠 疫 苗 ， 助 香 港 走 出 “ 疫 ”
境，让内地和香港尽快恢复人员往来，让
经济全面复苏。

展望未来，林郑月娥表示乐观。她说，
随着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粤港澳
大湾区的发展，香港可利用“一国两制”下
的独特优势，以自己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同时获得无限发展机遇。

新华社香港 3月 3日电 （记者张雅
诗） 香港特区政府积极在全港中小学推
进国家安全教育，并于2月初公布课程框
架，但遇到反对派非议和阻挠。香港教
育界人士认为，香港必须尽快在学校落
实国家安全相关教育，提升学生的国家
安全意识，阻止反对势力继续荼毒学
生，为香港社会带来长期繁荣稳定。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表
示，反对派和西方反华势力对国家安全教
育的非议，恰恰证明了推动国安教育的正
确性和必要性。因为香港成功落实国家安
全教育，就意味着反对派长期对青少年肆
无忌惮政治洗脑的“好日子”一去不返，不
能再将香港作为反华桥头堡。

“反对派抵制本应该有的国民教育、
国情教育，毒害一代又一代香港青年，
使他们国家意识变得非常淡漠。”邓飞
说，反对派和西方反华势力长期用所谓
的“普世价值”，消除香港青少年本来应
有的国家民族观念，因此香港推进国家
安全教育刻不容缓。

今年 2 月，特区政府教育局向全港
学校发出通告，就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学
校行政及教育指引，并公布国家安全教
育在学校课程的推行模式及相关的学与
教资源，协助学校落实相关措施，以维
护安全有序的校园学习环境，以及推展
国家安全教育。

香港教育政策关注社主席张民炳表

示，该项指引公布后，即被反对派的政
治及教育组织以惯常的伎俩丑化和攻
击，被污蔑为“控制学生思想”“打压言
论自由”“政治白色恐怖”等，煽惑中小
学、大学相关人士抗拒和排斥国安教育。

“种种事例显示，推动香港国安法的相
关教育是当务之急的公共事务。”张民炳
说，未来特区政府必须通过学校教育使青
少年正确无误地认识和履行身为中国公民
的义务和责任，包括自觉维护国土完整、国
家安全和尊严等。同学们需要清楚掌握国
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和血缘关系，
能够辨别并摒弃分裂国家的言行。

“过去一年多因参与非法活动而被捕
的超过1万人中，逾三成是青少年。他们

被别有用心者煽惑，盲目参与反对中央
及特区政府的勾当。”张民炳说，有鉴于
此，引导学生重回正轨，纠正他们被误
导的思想与行为，远离散播“港独”的
异端邪说，乃当务之急。

张民炳建议，特区政府向各级教育机
构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从速开展和推
广国安教育，并筹划相关的专业教学、督
导、评核和管理培训。另一方面，特区政府
教育局也应有专责部门，由相关专才向学
校提供专业支援、指导、监察和接受投诉，
使科目推行顺利和达标。

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表
示，国家安全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个重
要支柱，有必要在学校推动。向学生讲
授有关国家安全的知识是理所当然的
事，他批评反对派将它描绘成为不合理。

张勇邦认为，这次特区政府在全港学
校推进国家安全教育是一个切入点。通过
实施国家安全教育，也能推动国民教育。

“学生有了国家观念、国民身份的认同，自
然会重视国家安全。”张勇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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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港学校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刻不容缓

大陆暂停进口台湾菠萝，只因多次
在台湾菠萝查出介壳虫，这本是一个再
正常不过的技术问题，民进党当局行政
部门一开始也说是“检疫理由，不升高
到政治”，蔡英文却亲上火线定性为

“非正常贸易考量”，其办公室发言人称
这是大陆的“非善意行为”，民进党当
局行政团队随即猪羊变色翻脸谴责，岛
内绿营随即蜂拥而上谩骂大陆“国际贸
易恶棍”，污称大陆对台湾农民“养套
杀 ”， 并 鼓 吹 支 持 “ 自 由 凤 梨 （菠
萝） ”，炒作全台“含愤吃菠萝”的悲
情气氛……凡此种种，令人齿冷。

台陆委会主委邱太三不久前新官上
任时表示，期待两岸“春暖花开”，话
说得挺漂亮，怎奈一颗菠萝就让民进党
当局口是心非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从这
颗菠萝引发的闹剧中，人们可以清楚看
到，曾经春暖花开的两岸关系为何会直
落至今天的寒风凛冽。

台湾菠萝验出介壳虫，有影响大陆
农业生产生态之虞，暂停进口是境外贸
易的标准做法，怎么到了蔡英文口中就

成了“非正常贸易考量”？台当局的言
下之意，是大陆用菠萝“制裁”台湾，
然而大陆若真要经济制裁台湾，不会直
接中止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吗，为何只动占ECFA早收清单1/539的
菠萝？只要菠萝验出虫害是事实，大陆
暂停进口就是最正常的贸易考量，民进
党为何定要将之政治化，将菠萝操弄成

“仇中”工具？
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大陆暂停进口

菠萝是“非善意行为”，那么请问大陆
这些年进口菠萝时，民进党肯定其中的
善意了吗？两岸签署ECFA前，民进党
曾大肆攻击抹黑，称会让台湾几百万人
失业。民进党上台后，只说希望延续
ECFA，可有过一句道歉？可肯定过大
陆“让利”的善意？没有！在民进党口
中，台湾商品卖给大陆叫做“过度依赖
大陆”，可怕得很；大陆采买台湾商品
或者推出惠台措施，叫做“糖衣炮
弹”，危险得很。既然如此，如今大陆
暂停进口菠萝不是正合民进党心意，怎
么又骂开了？买不是善意，不买是“非

善意”，大陆要怎么做民进党才满意？！
民进党此前抱定特朗普大腿，“仇

中”操弄不留余地，如今内外情势已
变，不得已改口称希望两岸“春暖花
开”。问题是，春暖花开不是动动嘴巴
就会实现，是要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
嘴上说着“你好”，手却在捅刀子，脚
却在使绊子，背后到处造谣说坏话，这
叫什么善意？岛内媒体人质问，民进党
口说善意，蔡英文当局能不能举出一件
对大陆有善意的事，“一件就好！”台当
局疫情期间禁口罩出口大陆，中美贸易
摩擦时禁台湾企业采购大陆原材料，禁
华为、禁爱奇艺、禁海康威视、禁“淘
宝台湾”、禁小米，不许大陆驻台媒体
人员轮换，刁难滞留湖北台胞，不让大
陆配偶子女“ 小 明 ” 入 境 ， 直 到 现
在，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还在死
不悔改地用着“武汉肺炎”这个歧视
性名称……事实是，民进党对大陆充
满恶意的行径罄竹难书，善意的事真是
连一件都找不出来。

国台办发言人明言相告，春暖花开

所需要的雨露东风，就是“九二共
识”。“九二共识”是最大的善意。两岸
关系曾经春暖花开，是民进党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将之一手摧残破坏。而邱
太三对此的回应，却是诬称国台办对

“九二共识”做了“新的加注”，令“台
湾民众无法接受”。国台办发言人在最
近的发布会上又一次将 1992 年两岸两
会换文形成“九二共识”的过程解说一
遍，“九二共识”的意涵白纸黑字清清楚
楚，哪里有什么“新加注”？民进党当局对
此故作不见，铁了心曲解“九二共识”，就
是为了继续拒不承认两岸一中。这显然
是要将敌意坚持到底，谈何善意？

蔡英文今年元旦讲话也提及愿促成
两岸“有意义的对话”，岛内有人称之
为“释出善意”。还是那句话，善意不
能光靠嘴说，得拿出实际的政策和举措
来。一边口称善意一边使坏，只会让人
更觉居心叵测。

期待两岸“春暖花开”？民进党口是心非！
王 平

日 月 谈

新华社台北3月3日电（记者吴济海、傅双琪） 旱象
持续，台湾部分地区水情严峻。台灾害应变中心 3 日决
定，新竹、苗栗及台中实施全天减压供水。此间报道
称，这是台湾首次实施全天减压供水措施，估计影响
130 多万用水户。

今年2月，台湾西部地区整体降雨持续偏少，去年6
月迄今新竹至嘉义水库集水区累计降雨量仍为历年最
低。时序进入春季，依气象部门最新预测，台湾北部及
中部局部地区降雨频率将有增高趋势，未来一周中部以
北有降雨机会，但目前新竹、苗栗及台中地区供水水库
蓄水量已低于二成，水情严峻。

灾害应变中心当天讨论决定，即日起新竹、苗栗、
台中的自来水减压时段，将由晚上 10时至次日早上 6时
延长至全日实施。

台水利部门指出，全日减压供水影响用户数分
别为新竹 31.28 万、苗栗 14.47 万、台中 88 万，合计
133.75 万户。

3月3日，2021武汉东湖樱花节正式开幕，东湖樱花
园内樱花盛开，美不胜收。同日，湖北省正式向全国发
出赏樱邀请，期待援鄂英雄返汉返鄂，共赴樱花之约。
图为游客在欣赏樱花。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石龙洪） 前来出
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的港澳代表委员 3日陆续抵达北京。“十四
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受到港澳
代表委员高度关注。港澳如何抓住国家发展机
遇、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
定，成为他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今年是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
会推出哪些新发展举措，改革开放、改善投资环
境有哪些新政策，粤港澳大湾区会有哪些新进
展，都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叶建明受访时说，期待香港抓住历史性机遇，深
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再创发展新局面。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岛各界联合会会长
蔡毅说，今年两会他非常关注“十四五”规划，
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关内容，与香港经济
发展前景息息相关；希望香港抓住“十四五”机
遇，积极参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姚祖辉说，香港如何融入
大湾区发展和抓住“十四五”机遇是重大课题，
此次参会他将就推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帮助香
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发展等方面提出多项建议。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陈清霞说，中央支持香港、

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香港应配合国家所需，抓住国家机遇，发挥

“一国两制”优势，巩固提升香港竞争优势。她将围
绕香港如何对接“十四五”规划，献计献策。

近来，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
“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成为香港社会积极思考
和讨论的热点议题，也受到代表委员高度关注。
多位香港代表委员表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
两制”的核心要义。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必须把“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落到
实处。完善有关制度，贯彻这一重要原则，香港
才能达到良政善治，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国家越来越强大。现在我们处在最好的时
代，要努力抓住契机。我们背靠祖国，首先要坚
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港区全国人
大代表、香港中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说，坚持

“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才能保持繁荣稳定，希
望广大香港市民与内地 14 亿同胞一起努力奋斗，
共创更美好未来。

蔡毅表示，希望今年两会能就香港落实“爱
国者治港”原则展开讨论，完善相关制度，让这
一重要原则充分贯彻落实，这样香港才能真正保
持繁荣稳定。

“‘十四五’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谋

划实现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时期。澳门应发挥自身
优势，主动对接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区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妇联总会会长贺定一说，今
年两会她首要关注“十四五”规划。她提出要发
挥澳门双向服务平台作用、加快推进建设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将澳门作为吸引海外高端科技人
才平台等建议。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何润生说，他重点关注澳
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议题，将就便利澳门居
民融入大湾区生活提出建议，包括完善法律保障
服务、丰富生活信息推广、深化社会服务合作
等，希望营造更好的条件和生活环境，便利更多
澳门居民前往大湾区其他城市居住、就业、创
业、升学和养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大湾区独特生活方式。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施家伦亦高度关注“十四
五”规划。他表示，将围绕国家发展大局之下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国两制”新实践提出建
议，争取国家在大湾区金融合作、规则衔接、国
际科创中心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快推进横琴
和澳门深度合作。

针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港澳与内地科创和
经贸合作、青少年交流等方面，港澳代表委员也
提出许多建议提案。

港澳代表委员的两会关注和期许

抓住重大机遇 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本报北京3月3日电（记
者任成琦、柴逸扉） 针对记
者询问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
臣接受路透社专访时称“大
陆是台湾面临的主要威胁”
引发关注事，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3日表示，当前两岸关
系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台
独”分裂势力蓄意制造两岸
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
定，这是台海面临的威胁。

朱凤莲表示，只有坚决
遏制“台独”分裂图谋，才
能有效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岛内有关政党和人士要明辨
是非，不要陷入岛内民粹非
理性对抗思维，应坚持积极
的 大 陆 政 策 立 场 ， 多 做 有
利 于 推 动 两 岸 关 系 和 平 发
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维
护台海和平稳定的事，而不
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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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创园里耕种忙

3 月 3 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
县台湾农民创业园蔬菜种植基
地，农民忙着培育幼苗、除草、
施肥、采收蔬菜。近年来，当地
通过政策激励、农村商业银行资金
扶持和农技专家帮扶等多种措施，
大力发展规模化蔬菜产业，确保市
场供应，既满足了市民“菜篮子”，
又鼓了农民“钱袋子”。图为农民正
忙着培育蔬菜苗。

王华斌摄 （人民视觉）

水情严峻

台部分县市首次全天减压供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