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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扭轉港國安不設防局面
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為港進入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新階段提供法治保障

常委會工作報告回顧了過去一年及五年
的主要工作。在維護特別行政區憲制

秩序方面，報告指出，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根據憲法通過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
決定，常委會根據大會授權制定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並決定將其列入香港
基本法附件三，明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
地公布實施，扭轉香港在國家安全領域長期
不設防的嚴峻局面。對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
作出解釋，進一步明確香港國安委和行政長
官在處理國家安全問題上的地位和職責。
報告指出，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根據

憲法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
的決定，常委會根據大會授權修訂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兩個產生辦法，作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等，形成一套有效
的民主選舉制度。

有利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在推動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方面，報告指出，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先
後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
及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在粵港澳大灣區內
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
從業試點等事項作出決定。
報告強調，關於特別行政區的一系列立法

和決定，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和「愛
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充分體
現中央全面管治權，為推動香港進入由亂到
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保持香港澳門長

期繁榮穩定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將推進合憲性審查制度化規範化
談及今後一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建

議，栗戰書在報告中指出，十三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原則通過了2023年度常
委會工作要點和立法、監督、代表工作計
劃，對今後一年的工作作出了預安排。在做
好憲法實施和立法工作方面，將推進合憲性
審查制度化、 規範化，完善和加強備案審
查制度，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
區憲制秩序。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
識」，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會報道）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7日舉

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作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栗戰書在談及十三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五年

來的工作時表示，制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根據

憲法通過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修訂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完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作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

員資格問題決定等，為推動香港進入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保

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關於維護特別行政區憲政

秩序的報告話音剛落，會場上就響起代表們熱烈的掌聲。

◆ 3月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受十三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託，栗戰書向大會作全
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會報道）十
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7日在作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時表示，
五年來，歷次大會和常委會會議通過憲法修正
案，制定法律47件，修改法律111件次，作出
法律解釋、有關法律問題和重大問題的決定決
議53件。中國加快國家安全領域立法。制定
生物安全法、數據安全法、陸地國界法等。加
強涉外領域立法，制定反外國制裁法、出口管
制法等，健全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長臂
管轄」的法律制度。
常委會工作報告在回顧五年來完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時表示，常委會會議7次審
議民法典草案有關內容並7次公開徵求意見，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民法典。制
定外商投資法、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推動新一
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及時制定鄉村振興促進
法，修改種子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
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畜牧法，審議農村集
體經濟組織法草案等，助推鄉村振興、農業農
村優先發展。制定電子商務法、期貨和衍生品
法，修改反壟斷法、證券法、安全生產法、審
計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台灣同胞投資保護
法、對外貿易法，審議金融穩定法草案、公司

法修訂草案等，推動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場
經濟法律制度。在加快國家安全領域立法方
面，報告指出，常委會把維護國家安全放在立
法工作的重要位置，制定生物安全法、數據安
全法、密碼法、陸地國界法、反有組織犯罪
法，修改反恐怖主義法、國家情報法、檔案
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審議反間諜法修訂草
案。在加強涉外領域立法方面，制定反外國制
裁法、出口管制法，審議對外關係法草案、外
國國家豁免法草案，健全完善反制裁、反干
涉、反「長臂管轄」的法律制度，為維護國家
和人民利益提供法律保障。

把維護國安放在立法工作重要位置
◆3月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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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郭瀚林兩會報道）「有人
說我是澳門人，有人說我是香港人，但我會說我是大灣區
人。」7日上午，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第二場「委員
通道」開啟，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信德集
團行政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何超瓊在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提
問時這樣說。她強調，香港應該擔當大灣區「引入來」、
「走出去」的超級聯繫人，抓緊大灣區發展的機遇，把優
勢賦能到國家建設當中。
「大灣區『9+2』早已超過了『11』的能量！」何超瓊

表示，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加港澳兩個特區，擁有超過
8,600萬的人口和近13萬億元的經濟總量，具備龐大的市
場，豐富的人力資源，無限的發展潛力。大灣區人更同飲
一江水，同享千年嶺南文化，「都喜歡喝皮蛋瘦肉粥」，
也都具備吃苦耐勞的品德，更應該用好國家支持政策，協
調合作，優勢互補。

具備海陸空交通平台
現在，港珠澳大橋進一步把香港—澳門—珠海連在一
起，大灣區內已搭建了海陸空接駁的多模式聯合交通平
台，大大升級了運輸交通網絡的便捷性。何超瓊認為，香
港已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整個大灣區就是香港發展的
舞台。國家對香港堅定的支持與信任，就是香港發展的底
氣。
「從以前的珠三角，到今天的大灣區，在國家的大力推
動下，香港回歸祖國後，越過了一個又一個挑戰。」作為
25年來大灣區建設的見證者、推動者和參與者，何超瓊對
香港的獨特優勢深有體會。
她指出，香港是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城市，是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和航空樞紐，有高品質的專業服務，再
加上「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應該擔當大灣區「引入
來」、「走出去」的超級聯繫人，要抓緊大灣區發展的機
遇，把優勢賦能到國家建設當中。「香港、澳門與大灣區
內其他城市本來就是同根同源的一家人，手足之情時刻盤
踞在心裏，要目標一致，同心協力，凝聚共識，用好國家

賦予我們各自的優勢，把大灣區做大做強，為搭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作出正能量以及正面的貢獻。」
「我鼓勵澳門的青年到內地去走走，親身感受、目睹國
家的發展與變化。」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馬志毅在「委
員通道」上表示，愈來愈多的港澳青年十分關心粵港澳大
灣區以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中央也出台了更多
有利於港澳人才發展的政策，為他們深度融入大灣區提供
了便利。
「我會繼續努力，通過各種方法為澳門的青年解讀更多

國家以及大灣區有力的政策，讓他們把握時代機遇，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新時代祖國的發展貢獻他們的機會
和力量。」馬志毅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郭瀚林兩會報道）在
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第二場「委員通道」採訪
中，台盟中央副主席江利平講到，民族復興、國家
統一是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向。他期盼在
未來能（從武漢）坐着高鐵去台北，台灣鄉親也能
說走就走，坐着飛機來湖北武當山。
「十幾年前我第一次回台南祭祖，那裏的山川地

貌、風土人情讓我倍感親切。」長在湖北，根在台
灣的江利平回憶道，「2011年我隨團去台灣交流，
鄉親們熱情相迎，一見面就拉着我們的手激動地
說，大陸親人來了！這感人的一幕在我腦海裏久久
回蕩。」
幾十年來，他在台盟工作結識了很多台灣同胞，

很多同胞會來湖北尋根謁祖，大家像親人一樣團
聚。每次經過武漢的台北路、寶島公園、高雄社

區，江利平也會深感兩岸一家親、同胞攜手行，在
「雙向奔赴」中前景光明。
江利平表示，祖國大陸始終敞開胸懷，秉持尊
重、關愛、造福兩岸同胞的意願，推動兩岸深化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和各領域融合發展。譬如湖北省近
年就連續出台多項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舉
措，取得了良好效果，3,500多名台胞和近3,000家
台企實實在在受益。他的許多台商朋友也在大陸取
得了事業成功，如一位台北人老蔡開辦了奶牛養殖
場和葡萄園，孩子也考上了武漢的大學。
「我相信血濃於水的情結，定能跨越淺淺的海
峽。讓我們一路歡歌，坐着高鐵去台北；台灣鄉親
說走就走，坐着飛機去武當。兩岸人民定能更加緊
密地手拉手、肩並肩、心連心，共創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歷史偉業。」江利平說。

台盟盼未來「坐着高鐵去台北」

◆何超瓊（中）在第二場「委員通道」上回應提問。
左為馬志毅，右為江利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攝

何超瓊：我是大灣區人
「對於兩岸來說，我們

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
國。」這是 3 月 7 日上
午，外交部長秦剛在十四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記者會上，面對中外記者說的
一句話。這句話道出了兩岸關係的本源，也向台灣同
胞發出了這個春天裏最溫情的呼喚：兩岸不分你我，
兩岸同為一家。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美好的家園、和平的環境，需
要兩岸中國人共同守護。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
要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和平發展」「和平統一」，是大陸對台大政方針一
以貫之的內容，也最符合兩岸人民根本利益。大陸珍
視台海這一兩岸共同家園，明確表示願做最大努力爭
取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不承諾放棄使用武
力，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
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近段時間，越
來越多的島內民眾深切認識到「台獨」分裂是台海和
平穩定的最大威脅，多次走上街頭發出「要和平、反
戰爭」的強烈呼聲。這充分說明，兩岸同胞都不願兩
岸對抗，希望共創共享安寧生活。

中國人要幫中國人。正因為台灣同胞是家人，大陸
一直推動兩岸交流合作不斷擴大深化，持續為台灣同
胞謀利造福。特別是2018年以來，大陸相繼推出「31
條」「26條」等惠台措施，政策覆蓋領域越來越大，
涉及方面越來越多，助力台胞來大陸家園追夢、逐
夢、圓夢，讓在大陸發展的台灣同胞有了更多參與
感、獲得感、融入感。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
調，要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未來，
「中國人幫中國人」的務實之舉將會越來越多。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二三年新年賀詞中指出，海
峽兩岸一家親。衷心希望兩岸同胞相向而行、攜手並
進，共創中華民族綿長福祉。相信在兩岸一家人的共
同努力下，「讓我們一路歡歌，坐着高鐵去台北，讓
台灣鄉親說走就走，乘着飛機上武當」的美好願景，
一定能夠實現，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必
將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海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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