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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识”明确两岸关系根本性质

“‘九二共识’明确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
质，奠定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南京大
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平在研讨会上表示，30
年前，两岸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
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这段历
史清清楚楚，“九二共识”存在的事实及其内涵
谁也否定、扭曲不了。

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
津认为，回顾两岸共同践行“九二共识”30年
的发展历程，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也积
累了丰富经验。30年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反复证
明，“九二共识”对于两岸建立基本互信、开展
对话协商、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然而自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
局恶意歪曲否定“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了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致使两岸关系遭
遇波折、出现动荡。

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副教授柳金财
说，2008 年至 2016 年，两岸关系在“九二共
识”政治基础上呈现和平发展局面，台湾享有
极大的和平红利。“这8年间，两岸签署了23项
协议，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建立正常化

交流联系渠道，台湾得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
界 卫 生 大 会 、 国 际 民 航 大 会 等 国 际 组 织 活
动……”柳金财说，毋庸置疑，“九二共识”在
实践过程中成为两岸的“和平共识”。民进党当
局上台后，一方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导
致两岸敌意螺旋上升，另一方面又宣称要“重
启两岸对话”，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
势力干涉

刘相平说，自2016年上台以来，民进党当
局不但否认“九二共识”存在的事实，而且在
岛内制造“寒蝉效应”，大搞“绿色恐怖”，肆
意恐吓打压坚持“九二共识”、主张两岸同属一
个中国、支持两岸交流合作的人士和民众，“台
独”分裂图谋暴露无遗。两岸有识之士应积极
行动起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
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同为两岸关系发
展谋求光明未来。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恶意抹黑攻击‘九
二共识’，制造两岸对立对抗，严重破坏两岸关
系、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
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民认为，民进党当局须认识
到“九二共识”的重要意义，让两岸重回和
平、交流、互惠、共赢的道路，造福两岸同胞。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王海良同样认为，民
进党当局只有回到“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的正
轨上来，丢掉“倚美谋独”幻想，才能消除当
前台海紧张，才是对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负责。

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王升表示，民
进党当局若一意孤行，继续在“台独”分裂道
路上不收手，执迷搞“倚美谋独”，定将遭到大
陆方面更严厉的打击。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更加
清醒认识到“统一有好处，‘台独’是绝路，外
人靠不住”的深刻道理，与大陆同胞相向而
行，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观察
到，中共中央台办日前发布了一批“台独”顽

固分子清单。这批被点名的“台独”分子，要
么是民进党当局“倚美谋独”的骨干力量，要
么是在台美串通勾结中发挥极其恶劣的推波助
澜作用。“现阶段大陆精准地提出‘台独’顽固
分子名单，予以制裁和打击，尤其是终身追责
等一系列惩治做法，将会对岛内的‘台独’势
力产生非常大的震慑作用。”朱松岭说。

两岸交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
阻挡不住的

今年是两岸开启交流35周年。35年前，在
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长期隔绝状态终
被打破，两岸交流交往大门由此打开。“回顾两
岸互动交流35年来的历史，一个十分清晰的认
知就是：互信、交流、合作是两岸关系发展的
唯一正确方向，和平稳定是两岸人民的最大心
愿。”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李建荣说。

“两岸关系在民进党当局恶意操作之下，由
原来的正向发展，不断地朝向负面发展，产生
了一系列困境。”台湾东海大学地方自治研究中
心执行长潘兆民在研讨会上呼吁，两岸有识之士
应该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塑造
两岸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决不能让两岸陷入彼
此挑衅的陷阱、增加两岸人民的对立和仇恨。

“维持稳定两岸关系，符合两岸人民最大利
益。”中国国民党特别顾问兼大陆事务部主任林
祖嘉表示，中国国民党将持续推动海峡两岸在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加强
交流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祖国统一是历史大势，这是外部势力阻挡
不了、改变不了的，‘台独’势力越与外部势力
勾结，越会激起全国人民推动国家统一的决
心。”朱松岭告诉记者，民众对两岸交流合作发
展的期待是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大
陆方面始终坚持推动两岸交流，并强调无论在
任何特殊困难情况下，两岸交流合作都不能
停、不能断、不能少。当前紧张态势总会过
去，光明前景终将到来。

把握历史大势 共谋民族复兴
——2022年两岸关系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汪灵犀

2022年两岸关系研讨会近日
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130 余名
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以线上
线下的方式参会，围绕“把握历
史大势，共谋民族复兴”主题进
行深入研讨。他们认为，在当前
台海形势持续复杂严峻的背景
下，两岸各界必须坚持“九二共
识”、携手反“独”促统，维护两岸和
平发展，共圆民族复兴愿景。

8月21日中午，香港铜锣湾维多
利亚公园，由 13 个香港青少年制服
团体及7个特区政府纪律部队青年团
联合举办的“青少年同心同根大检
阅”在此举行。盛夏香江，天阔云
舒，一张张青春的脸庞朝气蓬勃，
一声声嘹亮的口号响彻维园。

“ 受 阅 部 队 列 队 完 毕 ， 请 检
阅！”面向主礼台，来自香港青少年
军总会的检阅仪式总指挥上前报告。
随着一声令下，高亢激昂的《检阅进
行曲》奏响，检阅正式开始。

由 18 个青年团体代表组成的国
旗和区旗护旗队率先出场，队员们
身着制服，佩戴白色手套，拉紧旗
帜平举在身侧，迈着整齐的步伐走
过检阅台。其后，各制服团体逐一
列队，香港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
团、香港海关青年领袖团、香港青
少年军总会等采用普通话口令和中
式步操接受检阅。

“同心同根”活动创办人及筹委
会召集人梁唐青仪感慨表示，各制
服团体在检阅中威风凛凛、气宇轩
昂 ， 充 分 体 现 了 香 港 青 少 年 的 风
采，相信活动可增进年轻一代的国
民身份认同和对国家的归属感。“青

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新青年、新
香港，东方之珠一定更显光芒！”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
局局长麦美娟亦对检阅方队赞叹不
已。她寄语香港青少年积极加入制服
团体接受历练，成长为具国家观念、
香港情怀及国际视野的社会栋梁。

13 岁的谢同学是香港升旗队总
会的一名年轻队员，在等待检阅期
间，汗水浸湿了口罩和衣衫，但他
丝毫未动，小小的身影一直站得笔
挺。回想起在总会时的艰苦训练和
考核，谢同学眼中带笑，“几个月以
来的体能和步操练习成就了今天的
我，望向国旗和区旗，我衷心地为
祖国和香港感到自豪。”

除检阅仪式外，“青少年同心同
根嘉年华”亦于同场拉开帷幕。香
港 特 区 政 府 保 安 局 局 长 邓 炳 强 表
示，局方及各纪律部队一直努力培
育青少年的正向思维、守法意识和
爱国情怀，未来将继续引领青少年
认识国家、了解国情，为他们的学
习和成长创造更多机会。

在嘉年华现场，各青年团体精
心设计了各具特色的活动摊位，将
青年教育和正面信息融入游戏及表

演中，借此向市民宣传推广青年工
作。主办方还安排军体拳、手语歌、花
式单车等精彩的团体表演，令在场观
众目不暇接，玩得不亦乐乎。

21 日晚，“青少年同心同根庆祝
晚会”暨“同心同根会”成立典礼在香
港湾仔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多名演
艺人员和青年团体代表载歌载舞，
为当日的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
基表示，推动青年全面发展是特区
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目标是加强
年轻一代的爱国思维、国际视野和
专业技能。他强调，青年发展工作
不能单靠特区政府一己之力，社会
各界的参与都不可或缺。其中，青
少年制服团体是特区政府的重要伙
伴，各团体致力为青少年提供不同
形式的教育和训练活动，推动他们
建立正面价值观，提升领导才能。

据了解，“同心同根会”是因应
“同心同根万里行”活动而创立的志
愿性团体。“同心同根万里行”是香
港青少年制服团体自 2002 年起联合
筹办的大型内地考察交流活动，多
年来广受两地青年和社会各界肯定。

（本报香港8月22日电）

香港青少年参与护旗活动接受“大检阅”

同 心 同 根 同 向 未 来
本报记者 陈 然

图为由香港青年团体代表组成的国旗护旗队。 （主办方供图）

本报澳门8月22日电（记者富
子梅）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2日举
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当日起至 10
月 5 日，就修订维护国家安全法展
开公众咨询，咨询专题网页同日正
式开通。

新闻发布会主持人、特区政府
保安司司长黄少泽期望就修法广泛
听取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和建
议，凝聚最大社会共识，定出修法
方案，争取早日启动修法程序。

澳门于2009年初完成维护国家
安全的本地立法，制定了第 2/2009
号法律《维护国家安全法》。

黄少泽在致辞时表示，国际和
周边的安全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
化，要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风
险，切实维护国家和澳门的长治久
安，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

远，维护国家安全法需要与时俱
进，以适应新时代维护国家总体安
全的需要和客观要求。

他表示，希望通过修法克服现
行法律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使法律
能够达至与国家及香港特区相关法
律同等水平，使澳门特区履行同等
的国家安全标准，提升特区统筹管
理维护国家安全事务的能力，全面
预防和惩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有
效防范和遏制外来干涉，切实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使澳
门社会持续繁荣稳定。

黄少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
调，国家安全、澳门安全及稳定，
是澳门经济不停向前发展的重要前
提条件。他表示，争取10月底出台
公开咨询总结报告，11月初完成法
案文本，并尽快提交立法会审议。

澳门就修订维护国家安全法展开公众咨询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岳夕
彤、齐湘辉） 2022台北观光博览会
8月 19日在台北世贸一馆开幕。大
陆旅游展区内，来自广西的独弦
琴、精美的绣球和壮族织锦手工艺
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领略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 （以下
简称“海旅会”） 展区以“美丽中
华——畅游千年运河，乐享非遗之
美”为主题，同步展出广西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展品，向台湾民
众介绍大陆旅游最新资讯，推广大
陆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海旅会台北办事处主任任佳
燕介绍，本次展览主打大运河之
旅，重点展示运河沿岸各省份的
历 史 沿 革 、 文 化 遗 产 和 人 文 风
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此展览
让台湾民众为了解大陆非遗‘种下
一颗种子’。”

展区内，几件壮锦手工抱枕和
提包格外引人注目。以菱形为主的
几何图案色彩对比鲜明，织在棉麻
或锦缎不同质地的底布上，粗犷大
方，民族风情浓郁。中华翰维文化
推广协会理事长陈春霖在采访中介
绍，广西壮族和台湾花莲太鲁阁人
的传统编织在风格和技法上有异曲
同工之妙，这些作品就是由两岸的
手工艺人合作完成。

“非遗源于生活，与文化、节
庆等息息相关，这种传统技艺接近
土地，最能体现劳动人民的智慧，
因此更容易唤起人们的共鸣、唤醒
我们的文化基因。非遗交流应该作
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延续下
去。”陈春霖说。

据介绍，今年的“守望精神家
园——第八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
月暨美丽中华行”系列活动将以广
西为主宾省 （区），于9月9日起在
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展出广西非
物质文化遗产精品。此前已有湖
南、甘肃、内蒙古等地的非遗传承
人和手艺人受邀来台交流。

本 届 台 北 观 光 博 览 会 为 期 4
天，预计将吸引18万人次参观。开
幕当天世贸一馆门口就大排长龙，
很多民众直奔大陆展区搜集旅游资
料和指南。

台湾旅行公会总会理事长萧博
仁对未来两岸的文旅交流十分有信
心。他说，旅游搭建了两岸交流的
桥梁，台湾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意愿
从未减少。“以大运河为例，这是
很多台湾民众从小在教科书上学过
的，因此对它非常熟悉。”

2022 台北观光博览会展示广西非遗之美2022 台北观光博览会展示广西非遗之美

本报漳州电（索磊） 由台湾行
动研究学会、闽南师范大学联合主
办的“两岸校园心理辅导的社会实
践与专业实践”研讨会近日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来自两岸
的 100 多位心理健康教育实践者和

研究者相聚云端，分享校园心理辅
导的实践与反思。研讨会围绕“台
湾地区中小学校园辅导总体检”和

“两岸校园一线教育者的心理健康
工作”展开，两岸专家学者结合自
身工作和经验，对相关话题作了交

流和讨论。
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

长陈顺森表示，目前闽南师范大学
成 立 了 “ 海 峡 两 岸 行 动 研 究 中
心”，致力于推动两岸行动研究发
展。希望两岸同行间互学互鉴，共
同为心理教育人才培养方式的创
新，为推动两岸心理健康教育与辅
导的发展贡献力量。

近日，“童心匠韵 福漆传情”夏令营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第二
中心小学举行。活动围绕“大漆文化知识小课堂”和漆艺体验两个环
节展开，让青少年与非遗文化近距离接触。图为漆艺名师带领同学们
一起学习打磨大漆手作。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非遗文化夏令营

闽南师大举办两岸校园心理辅导研讨会

近日，位于广东深圳蛇口的地铁12号线赤湾停车场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将于年底投入运营。据介绍，该
工程是深圳目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地铁停车场，建成后将承担地铁12号线部分列车的停放、列检等工作。图为
深圳地铁12号线赤湾停车场建设现场。 王美燕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