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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再發挺台謬論學者斥荒唐

十問民進黨：這算什麼民主？

國台辦：歡迎台胞參與冬奧活動
在京台胞錄製《一起向未來》特別方式表達美好願景

習近平勉文藝工作者堅定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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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文學藝
術界聯合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
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4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開幕。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強調，一百年來，黨領導文藝戰線不斷探索、
實踐，走出了一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
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
道路，為中國文藝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習近平強調，當代中國，江山壯麗，人民

豪邁，前程遠大。時代為中國文藝繁榮發展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舞台。廣大文藝工作
者要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以強烈
的歷史主動精神，積極投身社會主義文化強
國建設，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用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文化創造，展示中國
文藝新氣象，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為實現
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價值引導力、文化凝聚
力、精神推動力。

書寫生生不息人民史詩
習近平給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5點希望。一

是心繫民族復興偉業，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
的恢宏氣象；二是堅守人民立場，書寫生生不
息的人民史詩；三是堅持守正創新，用跟上時
代的精品力作開拓文藝新境界；四是用情用力
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
的中國形象；五是堅持弘揚正道，在追求德藝
雙馨中成就人生價值。
習近平表示，源於人民、為了人民、屬於人

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
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文藝要對人民創
造歷史的偉大進程給予最熱情的讚頌，對一切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鬥的拚搏者、一切為人
民犧牲奉獻的英雄們給予最深情的褒揚。廣大
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創作更多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
量的優秀作品，讓文藝的百花園永遠為人民綻
放。不僅要讓人民成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
自己的思想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為一體，為時
代和人民放歌。

努力展示生動立體中國
習近平強調，中國人民歷來具有深厚的天下

情懷，當代中國文藝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

人類。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負，承百
代之流，會當今之變，創作更多彰顯中國審美
旨趣、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反映全人類共
同價值追求的優秀作品。要立足中國大地，講
好中國故事，塑造更多為世界所認知的中華文
化形象，努力展示一個生動立體的中國，為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譜寫新篇章。

品行不端人民不會接受
習近平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個人的道

德修養、社會形象與作品的社會效果統一起
來，堅守藝術理想，追求德藝雙馨，努力以高
尚的操守和文質兼美的作品，為歷史存正氣、
為世人弘美德、為自身留清名。文藝要通俗，
但決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藝要生活，但
決不能成為不良風氣的製造者、跟風者、鼓吹
者。文藝要創新，但決不能搞光怪陸離、荒腔
走板的東西。文藝要效益，但決不能沾染銅臭
氣、當市場的奴隸。創作要靠心血，表演
要靠實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
質，名聲要靠德藝。廣大文藝工作者要
珍惜自己的社會影響，認真嚴肅地考
慮作品的社會效果。一個文藝工作
者如果品行不端，人民不會接
受，時代也不會接受！不自
重就得不到尊重！

● 中國文學
藝術界聯合會
第十一次全國
代表大會、中
國作家協會第
十次全國代表
大會 14 日上
午在北京開
幕。習近平出
席大會並發表
重要講話。

新華社

在國台辦發布會開始前，發布廳內循環播
放着一首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主題

口號推廣歌曲《一起向未來》，值得注意的
是，此版本是由部分在京台胞參與錄製的。
鏡頭裏，台胞身穿胸前印着雪融融的圖案的
白、藍、粉色特製T恤，臉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馬曉光表示，再有不到2個月時間，奧運聖

火將再度在北京這座雙奧之城點燃，萬眾矚
目，令人期待。大家也注意到，剛才我們在
發布廳現場循環播放了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
奧會主題口號推廣歌曲《一起向未來》，不
一樣的是，這個版本是由北京市台辦組織部
分在京台胞參與錄製的。他們用這種特別的
方式表達了對北京冬奧的期盼和一起向未來
的美好願景。我們歡迎台灣同胞參與北京冬
奧會相關活動，希望兩岸同胞相約北京，共
享冬奧的激情與快樂。

賽會安排錄用台生志願者
馬曉光透露，據了解，自2019年12月5日

啟動全球網絡招募以來，根據北京冬奧會賽事
籌辦工作安排，北京冬奧會已經開始在北京高
校中錄用台灣學生賽會志願者。
馬曉光表示，台青和台胞積極參與冬奧志

願服務，說明這些年來我們支持台青台胞來
大陸發展的政策措施已取得實效，也說明只
要穿透民進黨當局製造的信息屏蔽，來大陸
親自走一走、看一看、學一學、幹一幹，兩
岸同胞就能夠走親走近，更說明兩岸同胞身
上都流淌着同樣的血脈，都有中華民族的善
良美德，願意為人類美好事業奉獻愛心。
「我們由衷地歡迎台灣同胞以各種形式參與
冬奧活動，共襄盛舉，共享榮光。」

鼓勵往大陸追夢築夢圓夢
當天，馬曉光還從四個方面介紹了第十三

屆海峽論壇取得的成果，具體包括彰顯兩岸
交流強大民意基礎；促進民間合作喜結碩
果；務實舉措助力兩岸青年成長成才以及推
進兩岸「雲端」交流向縱深發展。
馬曉光指出，我們有能力讓台灣同胞過上

更好的日子。我們將全面貫徹落實新時代黨
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融合發展，完善保障台灣同胞福祉
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鼓勵
台灣同胞特別是青年朋友來大陸追夢築夢圓
夢。
他還表示，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兩岸民間

交流，讓兩岸融合發展的道路越走越寬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民進黨當
局所派代表唐鳳日前在美國所謂「民主峰會」上
兜售台「民主成績」，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15日
十問民進黨當局「這算什麼民主」。
在當天舉行的國台辦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馬曉

光反問，民進黨當局出於一黨之私，在島內打壓
異己，操弄族群對立，分化台灣社會，這算什麼
民主？
在選舉時花言巧語、開空頭支票，選完之後就

將對島內民眾的承諾拋之腦後，這算什麼民主？
大搞權錢交易，黑金政治，收取非法獻金，進行

非法關說，謀求個人與政黨私利，這算什麼民主？
鉗制輿論，製造「寒蟬效應」，不顧眾怒關閉

中天頻道，這算什麼民主？
濫用行政和司法資源，大搞「綠色恐怖」，打

壓主張兩岸交流和支持統一的政黨、團體與人
士，剝奪台灣民眾開展兩岸交流合作的正當權
益，這算什麼民主？
為勾結、貼靠境外反華勢力謀「獨」，不惜損

害台灣同胞利益，甚至以島內民眾健康福祉為代
價，「盡台灣之物力，結外國之歡心」，這算什
麼民主？
不顧台灣企業利益和台灣經濟前途，不惜在產

業鏈供應鏈問題上向外部反華勢力輸誠，損害企
業利益，這算什麼民主？
像戈培爾一樣把謊言當真理，不斷散布攻擊抹

黑大陸的假消息操弄民粹，自編自導「認知戰」
鬧劇，煽動兩岸對立對抗，這算什麼民主？
渲染所謂大陸「軍事威脅」，拿着百姓的血汗

錢向外國主子求購軍火，不惜將台灣民眾綁上
「台獨」戰車推向災難，這算什麼民主？
明裏暗裏插手香港事務無所不用其極，兜售所

謂「援港計劃」擺出「民主衛士」的架勢，連島
內媒體都稱民進黨當局是在吃香港的「人血饅
頭」來換選票，這算什麼民主？
馬曉光指出，民進黨當局派人參會本身就是個

天大的笑話，再一次暴露其假「民主」真謀
「獨」的本質，不過是給美國拼湊的所謂「民主
峰會」平添了幾分笑料。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 朱燁與中新網報道：北京冬奧舉行在即，國台辦

新聞發言人馬曉光15日表示，由衷歡迎台灣同胞以各種形式參與冬奧活動，

共襄盛舉，共享榮光。

《台灣歷史研究》創刊破解「台獨」史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最高人民
法院14日發布「人民法院台胞權益保障十大典
型案例」，涵蓋同等待遇、知識產權保護、慎
用強制措施、智慧司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
覆蓋、糾紛多元化解等方面。
「突出體現了人民法院在辦理涉台案件時強

化全面平等保護、着力優化營商環境、堅持提
供優質訴訟服務等特點。」最高人民法院研究
室相關負責人說。
2019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

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提供司法服務的若干措
施》。其中，第1條即提出依法保障台灣同胞
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逐步享有同等

待遇。
記者注意到，本次發布的「北京某科技公司

訴台灣地區居民姜某某勞動爭議糾紛案」，即
是平等保護台灣同胞勞動權益的典型案例。
「某台資自行車公司訴廣州兩自行車公司虛假
宣傳糾紛案」等，則彰顯了人民法院嚴格保護
產權、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的立場與決心。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相關負責人表示，選擇

這些案例予以發布，有利於及時回應台胞台企
司法關切，有利於為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審
理涉台案件提供規範指引，也有利於發揮司法
引領作用，推動有關法律及政策規定在各相關
領域落地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15日在回答有關尼加拉瓜與台「斷交」問題時指
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歷史和現實再
次表明，「台獨」是絕路，民進黨當局為謀
「獨」挑釁、挾洋自重，不斷勾連外部勢力製造
事端，甘當「以台制華」的棋子，出賣民族利
益。對於這種行徑，必須迎頭痛擊。
對於「難」字當選2021年海峽兩岸年度漢字，

國台辦有何評論？馬曉光回答，這可從三方面來理
解：一是兩岸同胞正常的工作、學習、生活在不同
程度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特別是台灣同胞

還面臨民進黨當局人為製造的疫苗短缺及安全性問
題，更是難上加難。二是對民進黨當局勾連外部勢
力不斷進行謀「獨」挑釁，導致當前兩岸關係複雜
嚴峻、台海形勢緊張動盪的憂慮。三是對民進黨當
局以各種藉口各種方式阻撓破壞兩岸同胞交流合
作、製造兩岸對立對抗的不滿和憤慨。

「難」既是困難也是機遇
馬曉光說，與之相反，大陸方面堅決反對「台

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持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不斷排除干擾，團結
廣大台灣同胞克難前行，持續落實落細並出台一

系列措施，不斷完善台胞同等待遇政策，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維護兩岸同胞的共
同利益。他強調，「難」既是困難，也是機遇。
希望台灣同胞與我們共同努力，踢開「台獨」這
塊絆腳石，讓兩岸關係重新擁有光明的未來。

謀「獨」挑釁必須迎頭痛擊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大陸

學界專門發表台灣史研究成果的首創學術
刊物《台灣歷史研究》近期正式創刊，創刊
發布會於14日在北京舉行。
發布會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黨組副書

記高翔指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
這個問題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近二十
年來，「台獨」勢力日趨猖獗，破解「台
獨」史觀，要同時從學術上確實掌握台灣歷
史解釋的話語權。對此，台灣歷史研究者責
任重大。
國務院台辦原副主任、海峽兩岸關係協

會副會長孫亞夫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這是台灣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所有
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大陸開展台灣問
題研究的幾十年時間裏，學界取得很大進
步、積累寶貴成果，但需要開拓更廣領
域、解決更多問題。他指出，正是有了對
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歷史的研
究，才支撐起更多研究領域工作的開展。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台灣史研究中心

主任張海鵬介紹，期刊將以中國歷史為主
體，在中國歷史框架下研究台灣歷史，堅
決澄清「台獨」史觀錯誤觀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2021年台美
日三邊印太安全對話」14日舉行，日本前首相安
倍晉三當天通過預錄影片發表演說，呼籲台灣應
作為民主地區的領頭羊「站起來」。安倍及日本
官員近來多次發表挺台言論，是否代表日本政府
立場？受訪學者指出，日本官方起碼在採取曖昧
態度。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日本問題專家

胡繼平指出：「從日前安倍應台灣『國策研究院』
邀請發表演說，稱台灣距離日本很近，因而若大陸
『武力侵犯』台灣，會威脅到日本的生存安全，到
這次拿『台灣民主』說事，都是非常荒唐的。其中
的邏輯根本站不住腳。」

胡繼平續指：「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時，
正逢中國處在文革期間，當時的意識形態較現在更
左，日本那時為何選擇和中國接近甚至建交？一回
顧歷史就明白了，安倍這些說辭完全是胡說八道，
只是其干預台海、干預中國統一的藉口。」
胡繼平認為：「雖然安倍目前並非在職首相，

但他是日本執政黨內最大派系的首領，仍是對日
本輿論、政策有影響的政治家。而且半年前，時
任副首相的麻生太郎、時任防衛副大臣的中山泰
秀都有類似表態，而當時日本政府並未進行否定
性澄清。這表明，日本政府起碼是採取了曖昧態
度，這勢必令中方懷疑，日本政府事實上也正秉
持着這樣的態度。」

●今年6月，生活在上海的台胞在一處臨時
接種點接種新冠疫苗。 資料圖片

最高法發布台胞權益保障十大案例

●●馬曉光馬曉光

●台灣書法家共同書寫年度漢字「難」。 網絡圖片

▲日前，北京市台聯舉辦主題
為「相約冰雪助力冬奧」的第
四屆海峽兩岸媒體參訪活動。

北京市台聯供圖

●●在京台胞錄製在京台胞錄製《《一起向未一起向未
來來》。》。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