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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3月 26日电 （记者
苏万明） 香港特区选举管理委员会
25 日宣布，第六届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选举的提名期及委任选举主任的公
告25日刊宪。行政长官选举将于5月
8 日举行，提名期由 4 月 3 日开始，
至4月16日结束。

按照 《选举程序 （行政长官选
举） 规例》（第 541J 章）的规定，候选
人必须在提名期内的通常办公时间
内，亲自到中环爱丁堡广场三号展城
馆，把填妥的提名表格送交选举主任。

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
民、没有外国居留权、年满四十岁，
并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不少于二十

年，均符合资格获提名为候选人。
每名候选人的提名须由不少于

188名选举委员会委员作出，其中须
包括选举委员会的五个界别中每个界
别不少于15名选举委员。

选举管理委员会已委任香港特区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杨家雄法官为本次
选举的选举主任。

另外，根据《选举程序 （行政长
官选举） 规例》（第 541J 章） 第 4A

（5）（b） 条，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资审会） 在决定某候选人是否获有
效提名时，可要求该候选人提供资审
会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资料，以令其
信纳该项提名有效。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
提 名 期 4 月 3 日 开 始

据新华社台北3月 27日电 （记
者徐瑞青、何自力） 郑成功收复台湾
360周年座谈会27日在台北举行，台湾
多个团体、近代史专家学者共同研讨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代和历史意义。

座谈会由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
人、劳动党主席吴荣元代表主办团体
开场致辞。吴荣元表示，通过纪念郑
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明确台湾是
中国固有的领土疆域，彰显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这
是论证反“独”促统运动是伸张历史
正义、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必要条
件。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的历史，也为今日完成国家统一、维
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反对分裂提供
了有意义的历史启示。

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统一联盟党
主席戚嘉林表示，郑成功对中华民族最
大的贡献，就是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
中国的领土，中华文化生根台湾。

《观察》 杂志社发行人纪欣指
出，今天纪念郑成功，最重要的是促
进两岸统一。回顾中国历史可知，台
湾不论是明末被荷兰人侵占，或清末
被日本人割据，都是因民族自身弱乱
而遭外族掠夺。“今天的中国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两岸复归统一将是历史
的必然。”纪欣说。

郑成功是福建南安石井镇人，
1661 年至 1662 年初，他挥师东征，
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沦陷了 38 年
的宝岛台湾。300多年来，郑成功一
直作为民族英雄被两岸同胞传颂。

郑氏后代、台湾郑成功文化协会
理事长郑昭明在座谈会上表示，纪念
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要弘扬郑
成功伟大爱国精神，坚决反对以“台
独”手段分裂祖国，坚决捍卫国家的
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座谈会在台举行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日前与日本前首
相安倍晋三进行视频通话。通话中，安倍再次
妄称“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蔡英文也
向日方大献殷勤、直呼“感谢”。里里外外，
民进党当局对日都媚态十足。

台湾“食药署”公布的最新食品查验不合
格名单，有一半为农药超标的日本草莓。但民
进党当局宁可牺牲岛内民众的健康，也不松口
要禁掉。从放行福岛“核食”到对毒草莓睁只
眼闭只眼，民进党当局为何一碰到日本态度就
软趴趴？

岛内某些政客怀有“日本殖民对台湾有
功”的荒谬执念，更心存“日本支持台湾‘独
立’”的幻想。为此他们不惜牺牲岛内民众利
益也要递上投名状。以解禁福岛“核食”为
例，除了表明换日本支持加入CPTPP（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诚意”，更
证明民进党当局从地缘、经济等方面都在紧密
靠向美日阵营。

安倍之流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投民进党
当局所好，说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
代表日美同盟有事”的狂言。从“日本支持台
湾加入CPTPP”到允诺拉拢台湾加入所谓“印
太伙伴”阵营，不断画饼。日本某些“友
台”、反华政客跟在美国屁股后面，有样学样
打起了“台湾牌”。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遏

制中国的崛起，纵容鼓动“台独”势力发展，
妄图挑战和掏空一中原则，染指台海破坏和平
稳定。

这与“友日”同时坚持“抗中”的民进党
当局一拍即合。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一句

“我最敬爱的日本大哥哥”，肉麻得让人想吐。
对大陆，民进党当局视若寇仇。大陆去年因为
多次从台湾进口的菠萝、释迦和莲雾中检出害
虫，暂停这些水果进口。民进党当局不但不检
讨，反而倒打一耙，诬称“政治操作”云云。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处理毒草莓时的软趴趴
姿态，让民众再次看穿了岛内绿营政客们以一
己私利为取向的双标做派和无耻嘴脸。

“友日”“亲美”都是手段，“挟洋谋独”
才是目的。卑躬屈膝的身段背后，充满了精密
的政治算计。民进党当局近期借乌克兰局势

“蹭热点”“刷存在”，刻意渲染所谓大陆“威
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与谋“独”的调门，
甚至狂妄地鼓吹战争。这种妄图“倚外谋独”

“以武谋独”的行径是在害台湾，只会将台湾
推向灾难的深渊，受害的是台湾老百姓。

在立陶宛问题上，他们拿着岛内老百姓的
血汗钱，不惜重金做赌注；在俄乌问题上，他们
莫名其妙跟着加入所谓制裁行列，而无视岛内
电子厂商产业的巨大损失；在日本“核食”问题
上，他们更是鼓吹改名“福食”，无视台湾民众的

健康福祉……只要能捞取一党之私利，凸显台
湾的“国际能见度”，台湾民众的牺牲和代价统
统不在话下。

事情再清晰不过，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勾
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图谋改变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是造成当前台海形势
紧张动荡的根源。然而，台湾是中国的事，不
关日本和美国的事。台湾的前途希望在于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在于实现国家的统一，而不是
依靠什么外部的“空头支票”。

其实岛内有识之士的心里很清楚，台湾想
透过解禁“核食”获取加入 CPTPP 的门票，
可谓缘木求鱼。因为一中原则是根本无法绕过
的政治基础。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广泛
共识，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
际关系准则。试图规避、挑战这一原则，无异
于蚍蜉撼树。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进行
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
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这一立场是一
贯明确的。

“挟洋谋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
失败。

从“核食”到毒草莓

台日勾连的苦果究竟有多少？
任成琦

3 月 25 日，内地民间团体与香港社福界发起
联合抗疫大行动——“关爱劏房户项目”，旨在
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向疫情下面临困境的劏房
户、独居长者和单亲家庭等基层人士派发抗疫物
资，协助弱势社群渡过疫情难关。

此次活动由内地公益组织湾区安全应急产业
创新联盟，香港义工组织“全港社区抗疫连
线”、“全港抗疫义工同盟”，以及香港多名社福
界立法会议员共同发起。

25日一早，香港突遇“倒春寒”，多区疾风吹
袭、雷雨阵阵。猝不及防的降温和风雨无阻义工
们坚定的脚步。在九龙深水埗街头，联合抗疫大
行动秘书长、注册社工朱丽玲正紧张地忙碌着。

“疫情形势严峻，这些基层市民不仅面临缺医
少药、防护物资短缺的困难，还因为‘手停口
停’，令他们原本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朱丽玲
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第一时间召集义工，亲
自奔赴劏房户较为集中的深水埗和油尖旺区派发
抗疫“爱心礼包”。

据了解，这些礼包内有防护面罩、N95 口
罩、快速抗原检测套装及一次性手套等。当日，

“关爱劏房户项目”在港九新界共 36 个地点同步
开展物资派发活动，总计派出 6000 份由内地企
业、社团和爱心人士捐赠的“爱心礼包”，将爱心
精准传递到香港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手中，为
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而同日上午到港的 4620 个

“爱心礼包”以及后续到港的礼包，也将透过这一
项目陆续发放至香港基层市民手中。

“谢谢你们雨中送暖！”与两名年幼子女“蜗
居”在劏房的谢女士侧了侧身，将义工迎进家
门，一个劲地道谢。谢女士早前在附近餐厅打零
工，但第五波疫情以来，她已经被迫放了近 2 个
月无薪假，入不敷出的家庭实在没有余力再购置
防疫物资，“一个口罩用一星期才舍得扔。”拎起
沉甸甸的“爱心礼包”，谢女士激动表示，这份心
意来得及时，相信可以帮助自己和孩子们捱过这
段艰难时期。

“内地和香港同气连枝、血浓于水，我们是一

家人！”湾区安全应急产业创新联盟发起人、“爱
心礼包”募集人尹乐芳眼见急需帮助的香港同胞
遇到困难，心焦不已。本月 4 日，联盟与“全港
社区抗疫连线”联合发起“同舟共济 一齐撑落
去”活动倡议，呼吁内地和香港各界积极参与物
资募集。短短 1 小时内，内地多家企业便认捐了
超1.5亿元物资，2万个防疫物资“爱心礼包”瞬
时完成认捐，腾讯还额外认捐1000万港元购买食
品爱心包。

“此次‘关爱劏房户项目’正是‘同舟共济 一齐
撑落去’活动方与香港社福界联合举行的大型爱
心行动。”尹乐芳介绍说，截至目前，已有 20 多
家内地爱心企业认捐 2.5 亿元物资，首批募集的
14620个“爱心礼包”和送给义工的防疫物资已分

批运抵香港。
“作为一家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帮助香港

同胞渡过疫情难关。香港加油！”在“关爱劏房户
项目”活动现场，尹乐芳通过视频为住在劏房、
笼屋的香港基层市民鼓劲打气。

“任他风大雨大，我们同舟共济，一齐撑落
去！”主办方表示，已召集全港数十间社福机构单
位的义工团体参与派发活动，尽己所能关爱弱势
社群，协助基层市民共渡疫情难关。

据悉，参与此次活动的香港社福界机构及团
体包括单亲协会、社区组织协会、乐群社会服务
处、沙田居民协会、新家园协会、油尖旺民生关
注会、新界社团联会、无国界社工及义务工作发
展局等。 （本报香港3月27日电）

“ 同 舟 共 济 一 齐 撑 落 去 ”
——1万多个内地“爱心礼包”发放给香港困难市民

本报记者 陈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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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分批
次恢复线下教学
工作，福建省厦
门市中小学生 3
月 26 日 开 始 做
核酸检测。

图 为 一 名
小 朋 友 在 厦 门
五一广场做核酸
检测。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上接第一版）
一系列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工作的政策措施，不断构筑民族团结工作

创新和保障体系，让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在西藏持续上演。
今年46岁的山进祥祖籍甘肃临夏，2004年随工程队到林芝市工布江达县

江达镇太昭村修桥，结识了美丽善良的藏族姑娘其美，喜结连理，成为太昭村
的一员。“当地从不欺负我这个外地人，给我上了户口，欣然接纳了我。”在山进
祥看来，太昭村的人都很善良，村民们也很喜欢这个勤俭持家的外来女婿。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在此基础上，实现各民族共同繁
荣，共享成果。”西藏自治区党校教授万金鹏说，多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
民族团结是西藏繁荣发展的坚实基础。

新布局：优化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清洁能源是西藏优化产业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集中缩影。近年来，西

藏借助建设国家清洁能源接续基地的契机，打造清洁能源产业。截至2020
年，清洁能源已占全区发电装机容量的89.09%，绿色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关心和支持下，一批惠及民生、支撑
国民经济基础的重大工程，雨后春笋般涌现雪域高原。在此基础上，文
化旅游、现代服务、高原生物、藏医药、高新数字等产业逐步发展壮
大，向着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迈进。

高质量发展的成色，取决于群众的满意度。
“老了还能享受到集体给我们代缴各种保险，真是赶上了好时代。”谈起

现在的新生活，西藏山南市乃东区泽当街道赞堂社区多吉老人竖起大拇指。
据了解，赞堂社区整合了11个产业项目组建成股份经济合作社，共77户

250人，年人均分红7000多元。社区党总支书记边巴次仁说：“社区还推出居民
医疗、养老保险缴纳和学生资助等13项惠民措施，让发展成果为大家共享。”

点滴的变化，折射出西藏社会的全面进步。
如今的西藏，建起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
提高到 13.1年；各族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条件不断改善、社保
体系不断完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72.19岁……

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还有生态文明建设。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
西藏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发展，同时推进国土绿化工程。
2021年，全区空气环境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98.8%，主要江河湖泊水质
保持良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良好。

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斯朗尼玛表示，“十四五”时期，规
划投资6015亿元，将重点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
护、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等领域，进一步助力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3年风雨兼程，西藏已走上一条光辉的发展之路。如今，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西藏必将创造新
的历史，书写新的未来。

（新华社拉萨3月27日电 记者罗布次仁、陈尚才、王琦、李键、王泽昊）

由广东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共同主办的“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
联展”近日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该展览通过两地文博单位的逾500件文物藏
品向观众介绍甘肃河西走廊和广州通海夷道的历史与渊源。图为观众在现场
参观。 许建梅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