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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應尊重中國主權和香港法治
外交部發言人就中美元首通話有關情況答記者問

京郊大地，春意正濃。上午10時40分許，黨和國家
領導人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

丁薛祥、李希、韓正等集體乘車，來到北京市通州區
潞城鎮，同首都群眾一起參加義務植樹。
植樹點地處北京市通州區與河北省廊坊市北三縣交
界地區，位於潮白河畔京冀首個跨界共建的森林公
園內，具有良好的濱水生態條件。

種下油松、側柏等多棵樹苗
看到總書記來了，正在植樹的幹部群眾熱情地向
總書記問好。習近平向大家揮手致意，扛起鐵鍬走向
植樹地點，同北京市、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負責同志以
及首都幹部群眾、少先隊員一起忙碌起來。
揮鍬鏟土、培土圍堰、提水澆灌……習近平接連種
下油松、黃櫨、元寶楓、櫻桃、紅葉碧桃、側柏等
多棵樹苗。習近平一邊植樹，一邊詢問孩子們的學
習生活、勞動鍛煉情況。他強調，廣大青少年是祖
國的未來，從小要積極參加勞動、植樹造林，把綠
色的種子種進心裏，養成尊重自然、熱愛自然的意
識，勤奮學習、鍛煉身體、茁壯成長，德智體美勞
全面發展，努力成為國家棟樑。植樹現場一派熱火
朝天的勞動景象，領導同志們同大家一起培土澆
水，氣氛熱烈。
植樹期間，習近平同在場的幹部群眾親切交談。他

說，到中央工作後，他已連續17年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活
動。他指出，今年是新中國植樹節設立45周年。全國人
民堅持植樹造林，荒山披錦繡，沙漠變綠洲，成就舉世
矚目。同時要看到，我國缺林少綠問題仍然突出，森林
「寶庫」作用發揮還不夠充分。增綠就是增優勢，植樹
就是植未來。要一茬接着一茬種，一代接着一代幹，不
斷增厚我們的「綠色家底」。

三北地區是國土綠化主戰場
習近平強調，綠化祖國要擴綠、興綠、護綠並舉。
擴綠，就是要科學推進大規模國土綠化，適地適樹、
適時適法，種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興綠，就
是要注重質量效益，拓展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
路徑，推動森林「水庫、錢庫、糧庫、碳庫」更好聯
動，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相統一。護
綠，就是要加強林草資源保護，做好防滅火工作，深
入開展重大隱患排查整治，守護好來之不易的綠化成
果。三北地區是國土綠化的主戰場，要把更多力量集
中到「三北」工程建設上來，築牢北疆綠色長城。
習近平指出，綠化祖國要人人盡責。要暢通群眾參
與渠道、創新盡責形式，發揮好林長制作用，把各方
面力量調動起來，推動全民義務植樹不斷走深走實。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

委員等參加植樹活動。

習近平：增厚「綠色家底」擴綠興綠護綠並舉
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 揮鍬鏟土、培土圍堰、提水澆灌

◆4月3日，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韓正等來到北京市通州區潞城鎮參
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這是習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樹。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3
日就中美元首通話有關情況答記者問。中方明確指出，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完成香港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憲制責任，有利於保護香港全體居民的根本福祉，
有利於保護世界各國投資者的在港利益，絲毫不會減損
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美方應該尊重中
國主權和香港法治，不得干擾，更不得干涉。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美方透露，在昨天
的中美元首通話中，拜登總統提及仁愛礁、香港、新
疆、西藏問題。美方還敦促中方停止支持俄羅斯，並在
朝鮮半島核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汪文斌說，針對你提到的有關問題，我願再向大家介
紹一些中美元首通話的具體情況：
在此次通話中，中方向美方強調，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
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一主權涵蓋群島內的
島、礁、灘、沙，包括仁愛礁。仁愛礁問題的根源是菲方
多次出爾反爾，企圖在中國的無人島礁上建設永久哨所，
以此實現對仁愛礁的永久非法侵佔。美國不是南海問題當
事方，不應該介入中菲兩國之間的問題。維護本國領土主
權和海洋權益，中方有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

立法保護香港全體居民根本福祉
中方明確指出，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

國內政。完成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有利於保護香港全體
居民的根本福祉，有利於保護世界各國投資者的在港利
益，絲毫不會減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
由。美方應該尊重中國主權和香港法治，不得干擾，更
不得干涉。

反對以人權為藉口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強調，新疆、西藏問題都是中國內政。人權不是
哪個國家的專利，中國高度重視保護人權。一國人權怎
麼樣，各自人民最有發言權。中方願在相互尊重的前提
下就人權問題同美方進行交流，但是堅決反對以人權為

藉口干涉中國內政。
關於烏克蘭危機問題，中方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

的、透明的。這場危機存在進一步惡化升級的危險，應
該推動降溫，通過談判，而不是由槍炮來結束這場戰
爭。政治解決不是讓誰贏誰輸，而是讓和平勝出。中方
將繼續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的製
造者和當事方，沒有向衝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裝
備。我們沒有也不會做從中漁利的事情。其他國家不要
抹黑攻擊中俄正常的國家關係，不要損害中國和中國企
業的正當權益，更不要無端向中方甩鍋推責，挑動陣營
對抗。

解決半島問題鑰匙在美方手中
朝鮮半島問題延宕多年，病根是清楚的。當務之急是
停止威懾施壓，擺脫輪番升級的對抗螺旋。根本之道是
重啟對話談判，解決各方尤其是朝鮮方面的合理安全關
切，推動半島問題的政治解決進程。東北亞生亂生戰，
對誰都沒有好處。半島問題的核心是美朝矛盾，解決問
題的鑰匙在美方手中。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盧靜怡、黃寶儀、帥誠及
中新社報道，3日，馬英九一行在廣州瞻仰了黃花崗
七十二烈士墓園。園內蒼松翠柏長青，碑亭默立。
馬英九向七十二烈士墓敬獻花圈，整理緞帶。隨
後，全體人員行三鞠躬禮，並緩步繞行瞻仰烈士
墓，深切緬懷革命先烈。他期盼「黃花崗精神」能
夠不斷傳承下去，讓後代子孫、兩岸的中國人，都
能永遠記得這些先聖先賢為我們所作的犧牲與奉
獻。
黃花崗公園又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是
為紀念1911年4月27日（農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
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廣州「三．二九」起義戰役
中犧牲的烈士而建的，孫中山書「浩氣長存」四字
鐫於墓坊，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文中高
度評價黃花崗起義：「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
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新中國成立後，加強墓園整治保護，於1961年被
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黃花崗公園是海峽兩岸交流基地
據了解，黃花崗公園作為廣州市唯一國家級海峽
兩岸交流基地，於2023年12月舉辦了海峽兩岸講解
員交流培訓活動，參與培訓的有海峽兩岸交流基地
（交流點）授聘的台灣青年志願講解員、在穗台灣
青年共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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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生嘆廣東行大開眼界「表白」來中山大學太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帥誠
廣州報道）「我就是笨，這麼晚才來中山大學遇
見你！」3日下午，隨馬英九訪粵的台灣青年學
子在中大康樂園懷士堂的一段「表白」，瞬間引
發兩岸學子的尖叫與喝彩。由於這是參訪團在廣
東公開行程的最後一站，臨行依依，幾位台灣學
生分享此行感受時，「感謝」之語不絕於口。台
生們談到，每一程參觀點都受到當地貼心的接
待，倍感溫馨。此行還見識到大陸的高科技企業
和「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讓他們心情澎湃激
動，大開眼界。在與大陸學子交流中，更感受到
大家的熱情和活潑。中山大學的學生也誠摯地表
達歡迎之意，期待與台灣學子有更多交流、成為
朋友。

親眼目睹廣東飛速發展
參訪團抵達中山大學後，台灣學生與大陸學生
一見面即相當熱絡，馬上互加微信和自拍合影。
在隨後舉行的交流會上，兩岸學子圍坐在一起，
有說有笑，分享趣聞，完全沒有隔閡。他們還輪
流上台表演節目，以才藝會友，現場氣氛輕鬆融
洽。
就讀於高雄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一年級的台灣
學生萬育銘表示，此次觀摩學習，了解了真實的

大陸，親眼目睹廣東在多方面的飛速發展，參觀
的大疆、比亞迪、騰訊等科技企業讓他大開眼
界。「行程最感動的是第一天晚上看到的無人機
表演。」萬同學表示，港珠澳大橋亦是讓他印象
深刻的一站。「參觀港珠澳大橋，讓我看到整個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也親眼看到政府保障『世
紀工程』高品質地完工，十分佩服。」
就讀於台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專業的唐奕翔表
示，此行最興奮就是能一睹港珠澳大橋的風采。
港珠澳大橋不僅縮短了粵港澳之間的交通距離，
更是大陸向全世界展示工程專業實力的一大壯
舉。「身為一名河海工程專業的學生，我深刻了
解工程師在建設過程中的努力和辛苦，也期許未
來自己能在工程專業發光發亮。」他說。

中大台生：擔任過班長
台灣學生分享對大陸之旅的「好奇」和「開眼

界」，中大的學生們則分享對兩岸交流的感受。
中山大學藝術學院大四學生付莉莉表示，她去年
曾到台灣當交換生，結識了非常好的朋友。她希
望兩岸青年有更多交流機會，通過增進了解化解
彼此的陌生感。
中山大學和台灣有着深厚的淵源，近十年來，
學校共錄取了台灣學生近千人。在中山大學就讀

的許閔善正是一名台灣學生，今年是他在中大學
習的最後一年。「我在中大認識了知識淵博的老
師，結識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回顧在大陸讀
書，許閔善感言收穫良多。他擔任過班長，參加
過社團，組織過學生活動，參加過實踐教育，擔
任過學生助理，參加志願服務，大學生活豐富多
彩，收穫滿滿。他表示，自己親眼目睹了大陸的
移動支付和基礎建設的飛速發展，感言「大陸的
發展速度讓人震驚」。許閔善說，未來自己將繼
續當好中大精神的傳承者，自覺弘揚孫中山先生
的奮鬥精神。

邀請中大師生回訪台灣
「推動兩岸學生交流，是我此行最重要的初
衷，也是我努力的目標。」馬英九在交流座談時
表示，希望讓兩岸年輕人有更多認識彼此的機
會。他還熱情邀請中大師生回訪台灣，體驗台灣
的民情風土。
中山大學由孫中山先生於1924年創立。此次馬
英九率台灣青年參觀的中山大學孫中山紀念館，
前身為1953年成立的「孫中山先生紀念室」，是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大陸建立的第一家孫中山紀念
機構，收藏有孫中山先生求學時期的書籍、棉
袍、獎品等文物。

◆4月3日，馬英九向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敬獻花籃
後鞠躬。當日，馬英九率台灣青年一行在廣州瞻仰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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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3日上午在
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時強調，清明前後，神州大地處處生機盎然，正是植樹的好時節。今天我
們一起種樹，就是要號召大家都行動起來，積極參與植樹造林，人人爭當綠色使者、生態先鋒、
為建設美麗中國增綠添彩，共同譜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