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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 「兩山」 理念，建成運行黃姑河
國家級光唇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視頻
監控平台，森林覆蓋率穩定在 90%左
右，成功創建省級生態鄉鎮，省級森林

村莊3個，黃姑村獲評 「省級生態示範村」 。
打鼓嶺山水畫廊、黃姑河戶外運動基地、弋江源

非遺研學基地等品質持續提升，戶外拓展、農事體
驗、紅色教育、茶主題莊園等農旅結合體驗項目蓬

勃發展。2013 年，打鼓嶺景區成
功躋身國家4A級旅遊景區。

強化歷史文化遺產保護，
美坑、蘭湖成功列入中國
傳統村落名錄， 「美溪嗩
吶」 「黟山石墨」 先後
列 入 省 級 非 遺 保 護 項
目。
推廣 「作退一步想」 調

解工作法，結合全鄉實際創
新 「和為貴」 矛盾糾紛調解品

牌，打造提升 「和」 文化陣地，組建 「和事佬」 隊
伍，2020年美溪鄉成功入選全省鄉村治理示範試點
鄉鎮。

堅持把生態產業作為增強 「造血」 功能、暢通 「兩
山」 轉化通道的核心根本，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注
入新活力。黟山石墨茶先後榮獲國家地理標誌農產
品、中國有機優秀品牌、中國名優農產品金獎等榮譽
稱號，明智茶農合作社獲評 「全國示範合作社」 。農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2年的7698元增長
至2021年的18700元，年均增長14.29%……

久久為功，步履不停，回望十年，美溪鄉幹群一
心、攻堅克難、奮力拚搏，書寫了一篇篇華彩樂章。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美溪鄉秉持生態文明理
念，依託豐富的生態優勢資源，積極謀劃，走出一
條生態崛起之路。黃姑村利用集體閑置資源資產組
建旅遊公司，與返鄉創業青年合作打造黃姑河醉美
「S」 灣，開辦黃姑河戶外運動基地，主營野外露

營、竹筏漂流、農家餐飲等新興旅遊業態，成為美
溪鄉發展生態旅遊的樣板。

同時，黃姑村積極搭建完善 「黃姑河衛士」 黨建
品牌，組織黨員、志願者參與到巡河護河中，大力
保護黃姑河流域生態環境與漁業資源。

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黃姑河水美魚肥，昔日的灘
塗密林，悄然變成集休閒娛樂、康養度假、生態觀光
為一體的綜合性旅遊度假勝地，正吸引着周邊縣市的
遊客紛至沓來。據統計，近三年來該基地年均遊客接
待量突破5000人次，旅遊綜合收入達40餘萬元。

旅遊產業的興旺，對鄉村經濟發展起到了顯著的
促進作用。周圍群眾藉着旅遊東風，以開辦農家
樂、出售土特產、投勞務工等多種方式，紛紛踏上
這列 「致富快車」 。現如今，該基地每年可吸納黃
姑村及周邊村莊20多名群眾就業，人均年收入可增
加4000餘元，同時每年又可為村集體經濟帶來固定
增收，充分盤活了村集體閑置資產的效能。

青山為鼓，綠水作弦，奮進新曲唱正酣。展望未
來，美溪鄉正聚力打造黟西北生態旅遊集聚區，奮
力譜寫高質量發展新篇章，為黟縣全力建設高顏值
國際鄉村旅遊綜合示範區貢獻美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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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黟西北生態旅遊集聚區

美溪：揚帆奮楫 奔競不息
美溪，地如其名，境內峰巒疊翠、風景秀美、溪水潺潺，美不勝收。黟縣美溪鄉位於安徽黃

山西麓，素有黟縣 「小桂林」 、 「太平湖畔明珠」 、天然氧吧之美譽。流經至此的黃姑
河，有 「三十里水墨畫廊」 之稱，沿途風景秀麗，宛若世外桃源，為世人所嚮往。
生態織景山水中，富民花開阡陌間。黨的十八大以來，美溪鄉黨委政府秉持 「生態

立鄉、招商強鄉、旅遊興鄉、產業富民」 的發展思路，致力推動全鄉經濟社會高質量
發展，奮力譜寫美溪新篇章。先後獲全國水利風景名勝區、 「安徽省生態鄉」 「安徽
省優秀旅遊鄉鎮」 「第六批安徽省水利風景區」 「安徽省避暑旅遊目的地」 等諸多殊
榮。黃姑河光唇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躋身第七批國家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名單。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如今，在浩蕩的時代東風中，美溪，正意氣風發闊步走在鄉

村振興的大路上，向着下一個光輝之年乘風破浪、揚帆遠航！ 胡曉潔 黟子漢

青山為鼓綠水作弦 奮進新曲唱正酣

田園秋色。

打鼓嶺之悠閑夏日。 程大亮 攝

研學遊興起。竹排入畫遊。 仲曉 攝

菊花基地。

生態為先 綻放詩畫之美
十年來，美溪鄉以國家生態文明先行示範區建設為

統攬，全方位推進 「生態+」 「旅遊+」，以農旅融
合為突破口加快集聚和轉化綠色財富。圍繞 「山、
水、林、田、村」鄉村旅遊資源，美溪全域旅遊多點
開花。

十年來，打鼓嶺山水畫廊、黃姑河戶外運動基地、
弋江源非遺研學基地等品質持續提升，戶外拓展、農
事體驗、紅色教育、茶主題莊園等農旅結合體驗項目
蓬勃發展。

美溪鄉結合生態文明綠色資源、鄉村振興金色資
源、歷史文化古色資源，圍繞美溪革命烈士墓園、美
坑紅軍路、拜祭堂太平中心縣委辦公室舊址等紅色教
育基地設計出3條紅色旅遊線路。十年間，累計迎來
遊客24.74萬人。

產業為核 迸發振興動能
十年來，美溪鄉優化產業布局、聚焦資源要素，堅持

把生態產業作為增強 「造血」功能、暢通 「兩山」轉化
通道的核心根本，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注入新活力。

聚力 「五黑」產業發展，採取 「龍頭企業+強村公
司+農戶」模式，結合 「六業千億」特色產業帶，種

植黑糧300餘畝、香榧271畝，打造石墨茶有機基地
1200畝。

探索茶產業整合發展，成立黟合家庭農場茶產業聯合
體，持續推進 6500 畝茶園全域綠色防控，推動落實
「億畝茶園」振興計劃，做優做強 「黟山石墨」品牌。

民生為本 繪就幸福底色
十年來，美溪鄉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重視民

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為一切
工作的落腳點和出發點。

抓實民生，托起百姓福祉。先後實施了世行貸款項
目、農發項目、傳統村落保護、美麗鄉村、四好農村
路、江灣危橋改造、社屋前泥石流治理、新莊農田水
利基礎設施提升工程、生態停車場建設等項目 207
個，實現了村組道路硬化全覆蓋，無綫網絡通訊和有
線電視網絡全覆蓋，農村群眾休閒文化場所得到保
障。

持續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完成省中心村2個、

自然村整治9個，改廁734口，建成污水收集處理終
端11處。美坑村入選2019年安徽省第二批美麗鄉村
示範村。

評論
責任編輯 李哲 美編 曹俊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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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強勁東風
周八駿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
議目前在京舉行，會議聽取了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夏寶龍受國務院委託關於提請
解釋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的議案說明。

對此，社會各界堅決支持人大釋法決定，這不僅有
利於釐清法理關係，符合本港法制利益，更有能夠
維護國家安全，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加入釋法議程，充分體現了
中央對特區的高度重視和責任擔當，對於此次人大
釋法的合法性、必要性和權威性，香港社會應予以
正確認識。根據國家《憲法》第 67（4）條，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行使解釋法律的職權。而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45條，當法律的規定需要進
一步明確具體含義；或在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
況，需要明確適用的法律依據時，便會由全國人大
常委會進行解釋。人大釋法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
使立法權，是對法律在適用中出現的問題作出的一
般性解釋，具有普遍的約束力；而香港法院的司法
獨立，是指香港法院審理個案時獨立進行審判，不
受任何干涉。從制度設計來看，人大釋法和香港法
院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一樣，都是香港法治

的重要組成部分，目的都是維護香港法治權威，它
們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有些人把人大釋法與
香港的司法獨立對立起來的主張是非常錯誤的，行
政長官此次提請針對香港國安法的首次釋法，並不
會破壞香港司法獨立，恰恰相反，能夠更好地完善
國安制度建設，有利於香港法治進步和香港法院獨
立行使審判權。

確保國安法正確理解與適用
行政長官李家超提請釋法時已經說得很清楚，

「這次所針對的人士，是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
海外律師或大律師，這個定義很清晰，在這個定義
以外的人不受影響。」 把範圍限定於此，充分體現
了此次提請人大釋法的精準性和合理性。香港國安
法頒布的初心和原意，是為了防止外國干預香港勢
力，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容許沒有本地執業資格的
海外律師來港參與涉及勾結外國勢力的案件，各界
普遍認為並不合適，存在矛盾。然而香港國安法對
此未有明確說明海外律師能否參與這類案件的訴
訟，也就因此引起了每個人對此的理解和解釋不盡
相同，面對這樣的情況，提請人大釋法是再合適不

過的方式，不僅能夠有效平息香港社會上因對香港
國安法理解不同所引發關於該案的爭議，更能夠完
善國安法及維護國安機制。無論哪個方面來看，通
過人大釋法來確保香港國安法的正確理解與適用，
對香港法治和國安發展無疑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同時，我們亦要明確的是，此次釋法並不會對
其他有本地職業資格的外籍律師產生影響，香港法
律人才濟濟，在國家 「十四五」 規劃的支持下，更
是朝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這一目標
在前進，香港始終都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法律人
才。

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國安法釋法，合憲、合法、合
情、合理，是維護香港國安法權威、維護香港特區
憲制秩序的應有之義。本港社會各界將熱切注意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審議結果，並堅定支持人大釋法，
以杜絕風險、堵塞漏洞，保障國家的主權和安全。
黎智英一案情況特殊，相信人大釋法後，不僅可以
及時平息爭議，也能夠豐富香港國安法的實踐經
驗，讓 「一國兩制」 方針得到全面準確的貫徹，完
善落實本港在維護國安方面的制度和機制，為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提供切實的保障。

釋法合憲合法 維護「一國兩制」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張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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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長 官 李 家 超 2022 年 12
月 24 日 傍 晚 從 北 京 述 職 回
港，在機場宣布中央批准逐步
有序讓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
12 月 26 日 ， 國 家 衛 健 委 公
告：一、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更名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二 、 經 國 務 院 批 准 ， 自 2023
年 1 月 8 日起，解除對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採取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
甲類傳染病預防、控制措施；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不再納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規定的檢疫
傳染病管理。

香港居民普遍為之振奮──由於新冠病毒肺炎全
球大流行而被阻隔了 3 年的香港與內地之間人員往
來，終於可以全面恢復。這有利於香港居民與內地
親戚相互探望，有利於內地遊客前來香港，有利於
兩地商業交往，更重要的是，有利於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歷史遺留邊界 通關有利對接
行政長官李家超 12 月 26 日在《大公報》發表文

章 稱 ， 香 港 正 處 於 「由 亂 到 治 」 走 向 「由 治 及
興 」 的 關 鍵 階 段 ， 特 區 政 府 將 聚 焦 三 大 方 面 工
作，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在國家發展和國際高度
聯繫方面，為香港帶來無限風光。其中，第一方

面，便是把握好國家賦予香港的機遇，更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是香港居民普遍樹
立國家觀念。然而，由於歷史遺留的出入境管制（即
「有形邊界」 ）和港英管治所造成的香港社會與國家

主體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即 「無形邊界」 ），至
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度差強人意。

2019年香港發生黑色暴亂前，中央頒布關於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綱要，其中，規定 2019 年至 2022 年的 3
年，是港澳與廣東省珠三角9市相互對接規則和機制
的第一階段。

3年過去了。2019年上半年至2020年上半年，遭黑
色暴亂破壞，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乏善可陳。2020
年上半年又疊加新冠疫情大流行而 「封關」 ，一直持
續至眼下。有人說，人員往來受阻不妨礙規則和機制
對接。此觀點孤立地看可以成立。問題在於，原本香
港社會與國家主體就長期存在觀念和情感的隔閡或
疏離，這樣的狀況因為人員交往受阻而加劇。線上對
話是代替不了面對面接觸的。香港與內地之間 「封

關」 越久，香港社會越難以樹立國家觀念和與內地同
屬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情懷。

所以，從2023年1月8日起，香港恢復與內地 「通
關」 ，對於推動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強勁的
東風。

兩地競爭力與生產力有機結合
李家超在12月26日文章中指出， 「十四五」 規劃

確定了香港的八大中心地位（即固有的國際金融、貿
易、航運和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以
及新興的創新科技、文化藝術、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和
航空樞紐），大灣區則將香港的機遇從700多萬人口
的競爭力增至8600多萬的大灣區總人口的生產力。我
理解，這一命題包含兩層涵義。其一，香港要把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與拓展國際經濟聯繫有機結合；其二，
香港700多萬人口的競爭力要與大灣區8600多萬人口
的生產力有機結合。

後一層涵義是前一層涵義的前提和基礎，亦即
是，只要做到了香港 700 多萬人口的競爭力與整個

大灣區 8600 多萬人口的生產力有機結合，也就實
現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了香港融入國
家 發 展 大 局 ， 也 就 確 保 香 港 建 設 和 提 升 八 大 中
心。

誠然，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限於建設大灣區，
還包括參與國家倡導的 「一帶一路」 。但是毋須諱
言，建設大灣區更困難。投入 「一帶一路」 ，不涉及
香港與有關國家之間的規則和機制對接，當然，有其
他的困難需要克服。但是，相比較，經濟一體化難於
經濟合作。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維護國家安全相輔相成。
黎智英聘請英國大律師為其違反香港國安法案件辯護
一事引發的爭議，反映香港需要進一步完善關於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
八次會議將審議關於解釋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的議
案，此舉同香港與內地恢復 「通關」 相得益彰。只要
特區政府在與粵澳的規則和機制對接上大膽探索，那
麼，可以預期2023年香港將開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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