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两大制度性难题一直困扰着

香港社会：一个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迟

迟未立，导致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

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另一个是香港政制发

展问题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导致香港社会

争拗不断、撕裂加剧。

香港社会各界认为，随着香港国安法的

制定实施和新的选举制度在香港落地执行，

这两大制度性难题将得到有效解决，关乎香

港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的隐患和风险将得以

消除，香港有望从长期的政治争拗和对立对

抗中解脱出来，齐心协力抓民生，聚精会神谋

发展。

“爱国者治港”，市民大
声讲“爱国”

“我要支持国家，国家加油！”不久前，香

港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在将军澳坑口区摆

街站支持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一位香港

小朋友在摊位前与义工交谈的视频走红网

络。据社团义工介绍，许多香港市民路过签

名街站，主动上前要求签名，大声表达对国家

的支持和对乱港分子的厌恶，有的市民还要

了空白的签名纸拿回家给周围人签名。“有市

民说，他们一直很想发声表达自己的意愿，要

像义工一样，为国家出一份力，让我们在场的

人听了非常感动。”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主

席吴学明说。

近一段时期以来，完善选举制度、落实

“爱国者治港”的声音在香港不断壮大，共识

不断深化。由多个爱国爱港团体和代表人士

共同发起的香港各界“撑全国人大决定 完善

选举制度”连线，连续 11 天开展主题签名活

动，收到香港本地有效签名逾 238 万个。

香港网络红人工作者协会主席高松杰

过去曾多次在社区摆街站组织签名活动，他

说，“以前在‘黑暴’‘揽炒’的压力下，不少爱

国 爱 港 青 年 不 得 不 压 抑 自 己 的 爱 国 主 张 。

这次有很多青年主动走过来参与，令人精神

为之一振。”

高松杰表示，完善选举制度可以令一些

香港年轻人变得清醒，不再迷失于政治漩涡

之中，“社会环境恢复稳定，对社会以及个人

发展才更为有利”。

弥补制度漏洞，提高管
治效能

“之所以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一个重要

原因是现行选举制度不但没有让香港的‘民

主进程’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导致香港无休

止的政治斗争、行政立法关系紧张、政府管治

失效，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的事件层

出不穷。”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中文

大学社会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刘兆佳认为，若

再按这个方向发展，香港政治乱局只会越来

越乱，最终所谓民主发展也会走向自我毁灭，

“所以中央现在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香港整个

民主发展过程，拉入正确的起点和轨道上。”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介绍，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以对

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对

选举制度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在新的选举制

度下，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由 1200 人增加到

1500 人；原来是四大界别，现在增设了第五大

界别；将 38 个界别分组增加到 40 个，并对部

分界别分组优化调整；不仅选举产生行政长

官，也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并直

接参与提名所有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舆论

普遍认为，新的选举制度既有利于维护香港

社会整体利益，也有利于理顺行政立法关系。

“新的选举制度有助于突破某个

界别、某个地区、

某 个

团体的利益局

限性。”香港立法会议

员、大律师容海恩表示，功能团

体选举产生的议员主要是代表行业、界

别的利益，分区直选产生的议员主要是代表地

区的利益，而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

员能够代表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补充现行制

度下功能组别和分区直选代表性的不足。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日前在一个论坛

上提到，他担任行政长官期间，多次提出要成

立创新及科技局，但两度遭立法会“拉布”，直

到第三次才成功，前后耗费 2 年时间。他呼

吁，香港人要痛定思痛，不能再用过去办法产

生“不负责任”的立法会，不然香港社会要付

出更大代价。

“今后选举委员会都由忠诚的爱国者主

导，行政立法关系将更为顺畅。”刘兆佳认为，

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考虑了香港

现行选举制度存在的种种漏洞，并作出了各

种有针对性的调整，“爱国者治港”原则将得

到全面贯彻落实，香港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

有望发生显著变化。

“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解决了困扰香

港几十年的问题，我觉得是香港发展的里程

碑，也是‘一国两制’发展的里程碑。”“一国两

制”青年论坛主席、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何建

宗表示，这次中央一锤定音，可以让香港社会

真正聚焦解决深层次矛盾，把香港人最关心

的题目，从选举政治变成地方管治，包括更关

注产业的发展、贫富差距、社会流动不畅、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等重要问题。

希望香港能够把握此次
选举改革契机，使得未来立
法会可以更有效率、更精准
地针对市场和发展需求做出
应对

香港深水埗区议员刘佩玉在区议员的岗

位上服务社区居民已有 15个年头，接触过很多

基层市民，知道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安居乐

业，有的人希望快点可以轮候上公屋，有

的人希望找到稳

定的工作。然而

这些年，她目睹香港一

步步被卷入“泛政治化”的漩

涡，本应作为服务基层社区咨询机构

的区议会成了重灾区。

“‘揽炒派’区议员上台后，将区议会搞得乌

烟瘴气，将其变成了政治表演的舞台，不理民生

工作。”刘佩玉表示，“揽炒派”把区议会高度政治

化，对新冠病毒检测这样的民生议题也“为反而

反”。更有甚者，部分“揽炒派”区议员还利用自

己的办事处作为票站，进行非法“初选”，甚至不

允许建制派在区议会表达意见。

修订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地区组织

代表”界别分组中没有出现区议会议员，附件

二 也 取 消 了 立 法 会 中 区 议 会（一）、区 议 会

（二）的席位。新制度下，选举委员会将新增

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

区防火委员会等地区组织代表。

“既然是运用政府公帑，就应该真正地为

基层社区谋福利、做实事，真正为特区政府提

供有价值、有建设性的咨询意见，真正成为特

区政府和普通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青研香

港召集人、将军澳（北）分区委员会副主席陈

志豪认为，要促使区议会回归基本法对它的

定位，就必须取消其在选委会和立法会中的

席位，削弱它的政治功能。

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兼任教授及

院长资深顾问、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前局长陈

家强日前指出，以前科创项目想得到立法会

的拨款通常阻碍重重，有些立法会议员对于

科创发展根本不了解。正是由于过往经济议

题被过度政治化，导致香港很多发展问题没

有得到解决，希望香港能够把握此次选举改

革契机，使得未来立法会可以更有效率、更精

准地针对市场和发展需求做出应对。

“今后的立法会需要的不再是‘会选

举’或‘会做秀’的人，而是务实参政

的人。”香港工联会副理事长、

立 法 会 议 员 麦 美 娟 表

示，过去选举导向

的立法会无

法 从

全局考虑政策，只会增加社会撕裂，希望改制

后能吸引很懂做事的专业人才加入立法会。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在

一些香港普通市民看来可能是比较抽象，但

是当他们看到社会稳定了，上班、出门的时候

都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安全，亲人、朋友和同事

间不再有严重的撕裂，特区政府可以集中精

力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个决定

的重要作用。”刘佩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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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通鼓声雄浑，9 响钟鸣悠远，《黄帝颂》

响彻全场……4 月 4 日，辛丑（2021）年清明公

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省黄陵县拉开大幕。

在黄帝陵祭祀广场共同见证这一盛大仪

式的有一群特殊的媒体人，他们是来自马来

西亚、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

“参加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非常有意

义，这样的仪式更能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心，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的渊源和底

蕴。”首次参与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的香港

东盟卫视台长刘海江说。

“典礼把全球的华侨华人聚合在一起。

对我们海外华文媒体来说，这是一次很有意

义的经历，让我觉得非常亲切。”加拿大红枫

林传媒驻华办主任杨军表示。

采访团一行参加的是由中国侨联指导，

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侨联主办的“追梦中

华·爱我黄河”2021 海外华文媒体陕西采访行

活动，他们通过海外华文媒体的独特视角，走

访陕西境内黄河沿线城市，向海内外读者讲

述黄河故事，介绍陕西发展故事，讲好中华民

族的故事。

公祭典礼结束后，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一

行前往“侨心林”种植桥山柏。“种树，种下的是

绿水青山，也把中华文化种入了中华儿女心

中。”采访团团员、《欧华联合时报》社长吴敏认

为，桥山“植柏”的传统非常有意义，从某种角

度上来说，也是种下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采访团一行走进洛川会议纪念馆。翠绿

的松柏掩映着小院，坐北朝南的两孔砖窑无

声地讲述着那段光辉历史。“华侨的力量在中

国历史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革命时

期，华侨华人紧紧追随中国共产党。”采访团

成员、迪拜新闻网副总编辑杨志宏对这些历

史深有感触，他说，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参与

到祖（籍）国的建设。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

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地位也有很大提高。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

哮……”九曲黄河，磅礴奔腾，春季的黄河壶

口瀑布洪波急溅，形成漫天大雾。采访团成

员触景生情，在壶口瀑布前齐唱歌曲《保卫黄

河》来表达对母亲河的深情和热爱。亚太通

讯社副社长陈红玲以图文互动的方式报道了

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一行在黄河前的这次合

唱，她这样写道：“中华民族的儿女啊，我们来

到了黄河边，见到了母亲河……我们是媒体

人，用镜头记录中华民族的美丽，用笔书写中

华民族的故事。来吧，华媒人，让我们唱响黄

河的乐章！”

臊子面、裤带面、肉夹馍、羊肉泡馍……

在陕西的行程，当然少不了美食，采访团成员

们以个人体验向受众介绍舌尖上的陕西。在

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一睹周朝古迹，走进

韩城市党家村体验传统村寨文化，在司马迁

祠墓前回望千年历史，在合阳洽川湿地领略

黄河流域最大的河滨湿地，在渭南市非遗保

护中心欣赏华阴老腔、华阴皮影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采访团边走边看，边体验边报道，

用文字和镜头讲述黄河故事、陕西故事。

“海外华文媒体有沟通中外的特殊桥梁

作用。”陕西省侨联相关负责人表示，组织海

外华文媒体到陕西实地走访，能够让更多海

内外读者了解黄河、了解陕西，了解中华文

化，有利于进一步讲好黄河故事，讲好中国故

事陕西篇章。

香港各界积极支持完善选举制度——

开创香港良政善治新局面
本报记者 冯学知

“追梦中华·爱我黄河”2021 海外华文媒体陕西采访行——

传承中华文脉 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
本报记者 程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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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对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

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作出

系统修订，构建了一套符合香

港实际情况、与“一国两制”

实践要求相适应、具有香港特

色的民主制度。此举顺应了香

港社会盼望良政善治、长治久

安的主流民意，为“爱国者治

港”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必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此次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最直接、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有效弥

补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中存在的

漏洞和缺陷，确保行政长官必

须由中央信任的坚定的爱国者

担任；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选

举委员会和立法会中稳定地占

据压倒性优势；确保反中乱港

势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进入

香 港 特 区 政 权 机 关 ， 进 而 为

“ 爱 国 者 治 港 ” 提 供 坚 实 稳

固、安全可靠的制度保障。新

的选举制度设立候选人资格审

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

举委员会候选人、行政长官候

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

格，将落实“爱国者治港”的

保险前移，有效排除反中乱港

分 子 进 入 特 别 行 政 区 治 理 架

构，避免香港再度陷入“修例

风波”那样的政治乱局和社会

动荡。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对香

港民主制度的优化和发展。近

些年来，香港特区行政机关与

立法机关长期对立、立法会内

斗无为、社会管治效能下降、

民主发展停滞不前。因此，有

必要采取措施完善香港特区政

治体制特别是选举制度，强化

行政和立法之间的有效配合，

提高政府治理效能，减少政治

争拗和内耗。此次完善选举制

度保持行政长官和全部立法会

议员都由选举产生的安排，并

在选举基础上拓展了香港居民

的政治参与空间和方式，是对

香港选举制度的结构性优化，

有 利 于 提 高 香 港 特 区 管 治 效

能，有利于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制度。

完善选举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一切政治

制度，其最终目的要有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前发

展，有利于增强这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香港必须走出西

式民主的迷思，及时纠偏治弊。发展香港的民主制度

决不能背离“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香港民主

搞得好不好，要看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是否有利于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是

否有利于促进香港良政善治、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大乱之后的香港人心思治。应者云集的“撑全国

人大决定 完善选举制度”联署签名活动，彰显了香

江之畔的浩然正气，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以赴开展修

改本地相关选举法律的工作。走出阴霾，香港步入新

的发展阶段，爱国爱港的旗帜下，正在汇聚起强大的

正能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必将焕发出新的

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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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爱国爱港社团成员在街站

宣传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合影留念。

资料图片

图②：爱国爱港人士向市民宣传

解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供图

底图：太平山顶俯瞰香港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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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
件二修订案，对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作出系统修改和完善。香港
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积极
支持，认为完善选举制度将
开创香港良政善治新局面

②②

4 月 2 日，澳门“2021 春季书香文化节”开幕。据介

绍，本次澳门春季书展为期 10 天，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

地区的约 80 个参展单位展销近 10 万种图书、音像等出版

物，书展上的新书发布分享会等活动场次较往年增加近

一倍，并特设了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专区。

图为读者在书展上选购图书。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