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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局之年。回顾

中国东盟友好合作进程，最深刻的感受是中国东盟友好

关系不断发展、成果丰硕。

高层保持密切交往。习近平主席同东盟国家领导人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深入战略沟通。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刚刚成功访华。今年初，柬埔寨、新加坡等东盟成员国领

导人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同心抗疫共克时艰。中国与东盟国家坚持团结抗

疫，树立了全球抗疫合作典范。中国启动“中国东盟健康

之盾”合作倡议，包括继续向东盟国家提供新冠疫苗无偿

援助，加大疫苗联合生产和技术转让，开展关键药物研发

合作，帮助东盟加强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

等，将助力地区国家提高疫苗接种率，有效提高东盟国家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经贸合作屡创新高。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

伴，双方贸易额较 30 年前增长了 100 倍，直接投资已累计

超过 3100 亿美元。中老铁路顺利通车，雅万高铁、中泰

铁路、中马和中印尼“两国双园”等一批共建“一带一路”

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安全合作稳步前行。今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

署 20 周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

海问题上签署的首份政治文件，确立了各方处理南海问

题的基本原则和共同规范。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

下，《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全面有效落实，“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积极推进。军事安全交流走向深入，反恐、应对气候

变化、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防灾减灾等非传统安全

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当前，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跑出加速度，

双方正朝着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

的目标稳步前进。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

共赢的开放战略，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方针，坚持与

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我们愿与东盟

一道，推动中国东盟友好合作行稳致远。

我们要为深化政治互信把稳舵。坚持高层战略引

领，为推进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动力。中国将继续支

持东盟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以东盟为中

心的区域合作架构，促进地区团结合作。

我们要为实现共同发展扬起帆。双方应继续着力促

进疫后复苏，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确保跨境贸易

畅通。全面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启动

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合作，激发

地区新的发展动能。加大对本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

化转型投入，深化电子商务等务实合作，加强数字互联互

通。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合作，共同建设好清洁能源科技合作平台。

我们要为加强人文合作定好锚。双方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离不开中国和

东盟十国 20 多亿民众的大力支持。双方要加强谋划筹备，推动文化、旅游、智

库、媒体等各领域实现更加紧密的互动交流。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各合作基

金作用，组织好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等重点人文交流项目，进一步促进双方

民众相知相亲。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国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坚定践行开放的区域

主义，共同谱写地区合作发展的崭新篇章。 （作者为中国驻东盟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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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随笔R

无论美国如何
攻击抹黑他国，都
掩盖不了自己渗透
着奴隶血泪和生命
的历史，也掩盖不
了自己“强迫劳动
来源国、中转国和
目的地国”的现实

美国炮制所谓“维吾尔强

迫劳动预防法”，借口是其一手

制造的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

动”等弥天大谎。然而，无论美

国如何攻击抹黑他国，都洗白

不 了 自 己 。 历 史 和 现 实 都 显

示，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幽灵笼

罩下的美国，才是强迫劳动的

重灾区。

强迫劳动是根植于美国建

国历史和社会现实中的一颗毒

瘤 。 从 1776 年 美 国 建 国 至

1862 年《解 放 黑 人 奴 隶 宣 言》

发表，奴隶制在美国“合法”延

续超过 80 年，占其立国以来历

史的 1/3。回溯至欧洲殖民时

代，1514 年至 1866 年间，至少

有 3.6 万个“贩奴远征队”将上

百万名黑人奴隶贩卖到美国。

美国《伯克利商业评论》期刊指

出，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与

强迫劳动交织在一起，即使在

今天的美国，从农场到监狱，从

服饰到电子产品行业，都可以找到强迫劳

动的痕迹。丹佛大学网站披露，目前在美

国至少有 50 余万人生活在现代奴隶制下

并被强迫劳动，在家政、农业种植、旅游销

售、餐饮行业、医疗和美容服务等 23 个行

业尤为突出。在“白人至上”理念深入骨髓

的美国，强迫有色人种从事奴隶劳动与对

有色人种根深蒂固的歧视长期交织叠加，

美国数十万现代奴隶仍以有色人种为主。

美国动辄给他国扣上“强迫劳动”的帽

子，但这个帽子其实美国戴最合适。不久

前，美国得克萨斯州移民死亡事件震惊世

界，至少 53 人在被人口贩运团伙贩运至美

国途中，在大卡车货厢内窒息而亡。这一

案件只是美国严重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现

象的冰山一角。据美国国务院估计，每年

从境外贩卖到全美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

达 10 万。美国人口贩运研究

所近日发布的《2021 联邦人口

贩运报告》显示，全美 2021 年

审理的人口贩运案件受害者

中，64%是性贩运受害者，36%
是强迫劳动受害者，未成年人

占 到 了 受 害 者 的 57% ，其 中

93%的受害者都是被贩运到美

国的外国人。在这些强迫劳

动受害者中，约有一半人被贩

运至“血汗工厂”或遭受家庭

奴役。

美国政府的失职、渎职为

强迫劳动长期蔓延提供了土

壤。在制度层面，国际上与强

迫劳动问题直接相关的《强迫

劳动公约》等 3 项重要国际法

律 文 书 ，美 国 一 项 也 没 有 批

准。在执法层面，美国加州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人 权 中 心 研 究

报告指出，美国政府没有负起

打击强迫劳动的应有责任，导

致大量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

联 邦 执 法 人 员 往 往 无 法 对 受

害者及其家属提供保护，本应

由 政 府 承 担 的 责 任 转 嫁 给 受

害 者 个 人 来 承 担 。 美 国 至 今

仍有约 50 万童工从事农场劳

作，国际劳工组织连续多年对

美 国 农 场 童 工 的 严 重 工 伤 表

示关切。

美 国 政 府 甚 至 充 当 了 强

迫劳动的直接推手，这一点在

美 国 监 狱 系 统 表 现 尤 为 突

出。美国“结束现代奴隶制”

网站指出，美国是世界上遭监

禁人口最多的国家，美国法律

允 许 对 监 狱 囚 犯 实 施 强 迫 劳

动，囚犯不受美劳工权利法律

保 护 ，美 国 监 狱 无 异 于“ 现 代

奴隶工厂”。据英国《卫报》披露，堪萨斯

州一家监狱的 150 名囚犯每天要定时前往

当地一家糖果厂工作，他们拿到的工资比

正常工人低得多，还要扣除往返监狱与工

厂的汽车油钱。更有甚者，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美国多数州强迫囚犯处理医疗

垃圾、转移染疫尸体等，时薪仅为 8 美分至

1 美元，且不提供有效防护措施。

美国政客大谈“人权”，从来不是为了

真正促进人权，否则，美国也不会至今仍是

“强迫劳动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

美国当深刻反省自身严重、普遍的人权问

题，拿出切实行动弥补本国人权赤字。沉

迷于以人权为幌子遏制打压他国的发展，

对本国人权问题却视而不见，只会让美国

掉进自己挖掘的“人权陷阱”难以自拔。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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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R

核心阅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
和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拉美地区
多国将能源转型作为应对国际风险
和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主要
抓手，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扩大太
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的生产
和应用，积极降低对石油、天然气、煤
炭等传统能源的依赖，布局更绿色、
更可持续的能源矩阵。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拉美

地区，超过 25%的一次能源由可再生能源提供，是全球

平均水平的两倍；此外，这里还拥有全球最具活力的可

再生能源市场。目前，拉美各国正努力营造更有利的政

策法规环境，推动实现能源供给多样化。国际可再生能

源机构的一项研究预计，到 2050 年，对绿色能源的投资

将为拉美地区创造 320 万个就业岗位，并为该地区国内

生产总值贡献 2.4%的增长。

巴西——
电力结构“风”“光”正好

44 岁的瓦尔萨·卡尔瓦诺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南区经

营着一家小店铺。为了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她必须经常

开着空调。“每个月的电费经常超过 1000 雷亚尔（1 雷亚

尔约合 1.27 元人民币），这让我实在吃不消。”不久前，她

投入约 4 万雷亚尔安装屋顶光伏系统，“现在，我每月的

电费不超过 200 雷亚尔，这笔投资很划算。”

日前，一艘从中国出发的货船抵达巴西福塔莱萨

市。这艘货船运来超过 200 个集装箱的光伏板，之后将

安装在福塔莱萨都会区的光伏电站。据介绍，该电站将

安装约 62 万块光伏板，装机总容量约 220 兆瓦，仅安装

阶段就可创造近 300 个工作岗位。

卡尔瓦诺的屋顶光伏系统和福塔莱萨的光伏电站

是巴西光伏产业迅速发展的缩影。巴西光伏太阳能协

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该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

14 吉瓦，与世界最大水电站之一的伊泰普水电站功率相

当。此外，自 2012 年以来，光伏产业已为巴西吸引超过

746 亿雷亚尔的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超过 42 万个，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1800 万吨。“发展光伏产业有助于拓展巴

西能源供应来源，减少水电站的压力，并稳定电价。”巴

西光伏太阳能协会主席罗德里戈·绍瓦亚说。

充 足 的 海 岸 风 力 也 为 巴 西 能 源 结 构 带 来 了 新 变

化。全球风能委员会数据显示，目前，风能在巴西能源

结构中约占 10%。巴西政府计划在 10 年内将这一比例

提升至 13%。

今年 1 月份，巴西政府发布新规，允许在该国近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进行电力生产，向着安全、可预

测的海上发电监管环境迈出了重要一步。“不久的将来，

一座座‘大风车’将在里约热内卢、塞阿拉、南里奥格兰

德的近海区域拔地而起，海上风力发电厂未来可期。”巴

西新能源公司总裁马里奥·路易斯说。

智利——
燃料转型“氢”装上阵

在智利最南端麦哲伦大区的一个港口，悠扬的汽笛

声划破清晨的宁静，一艘装载数台风力涡轮机的货轮抵

港靠岸。几台起重机分工合作，不一会儿，几辆卡车载

着涡轮机驶向绿色氢能生产基地。

绿色氢能（绿氢）是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生产的电力电解水得到的氢气。其燃烧时只产生

水，可以从源头上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是名副其实的

“绿色能源”。

智利能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仅智利麦哲伦大区就

生产了全球 13%的绿氢。以该区圣格雷戈里奥市为例，

到 2027 年，圣格雷戈里奥市将建成一个绿色产业集群，

包括装机容量 10 吉瓦的风电站、电解容量 8 吉瓦的制

氢厂、一座海水淡化厂和制氨厂。一旦该项目满负荷

运 转，每年可生产 80 万吨氢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00 万吨。“未来，麦哲伦大区计划投资超过 150 亿美元，

建设 4 个绿氢项目，充分挖掘风能潜力。”智利能源部前

部长胡安·卡洛斯·霍韦特说。

智利天主教大学矿业工程学教授帕特里西奥·利略

表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持续降低，绿氢价格也

在不断下降。过去 10 年中，智利太阳能发电成本下降

了 80%，预计到 2030 年，绿氢价格将低于 1.5 美元/千克，

到 2050 年将降至 0.8 美元/千克。

今年 3 月，智利能源部发布了一份绿氢产业发展指

导意见，计划到 2030 年为世界提供价格最低廉的绿氢，

到 2040 年成为世界三大绿氢出口国之一。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指出，到 2050 年，氢能将占全

球能源使用量的 12%，而智利将成为重要的绿氢出口国

之一。该机构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表示，绿氢

引领的能源革命，将降低工业和社会发展对石油、天然

气的依赖，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哥伦比亚——
能源矩阵好“风”好“水”

日前，哥伦比亚麦德林市市长达尼尔·金特罗宣布，

该国最大的伊图安格水电站将于近期投入使用。该电

站装机容量达 2400 兆瓦，整个项目可满足全国约 20%的

电力需求。

“清洁能源在哥伦比亚能源结构中占有极高比重，

水力发电约占全国能源供给的 70%。”波哥大能源集团

总 裁 胡 安·奥 尔 特 加 表 示 ，在 雨 季 ，这 一 比 例 可 接 近

100%。哥伦比亚水资源丰富，其地形和充沛的雨量为

该国发展水力发电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哥伦比亚全

国共有 50 多家小型水力发电厂，6 家大型水力发电厂，

以及近 80%的未开发水电潜力。根据哥伦比亚矿业和

能源规划部的报告，该国计划于 2026 年后在西北部的

安蒂奥基亚和中部的昆迪纳马卡、博亚卡等地建设新的

水力发电站。

为实现能源结构多样化、保障能源安全，哥伦比亚

计 划 在 2015 年 至 2050 年 间 ，每 年 对 能 源 系 统 投 资 约

2.9 亿美元，进一步丰富能源矩阵。除了水力资源，哥伦

比亚还大力开发风能和太阳能。哥伦比亚是南美洲风

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仅该国大西洋沿岸地区就拥

有 21 吉瓦的风电潜力。该国北部近海瓜希拉省风力等

级可达 7 级，风速超过 10 米每秒。同时，瓜希拉省还是

哥伦比亚太阳光照射最充足的地区，日均辐射率 6 千瓦

时/平方米。“通过充分挖掘风能和太阳能潜力，加勒比

海岸和一些太阳辐射水平高的内陆地区的发电基础设

施数量有望翻番。”奥尔特加表示。

哥伦比亚矿业和能源规划部的一份声明显示，过去

4 年，哥伦比亚的风能和太阳能项目数量从两个增加到

21 个太阳能农场、2 个风电场、10 个大型太阳能光伏项

目和 3000 多个小型太阳能光伏项目。哥伦比亚—德国

工商会会长托尔斯顿表示：“与 2018 年相比，如今哥伦

比亚非传统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主要为风能和太阳

能）增加了近 100 倍，这对促进哥伦比亚能源结构多元

化具有重要意义。”

拉美多国积极促进能源转型
本报记者 李晓骁 彭 敏 张远南

（上接第三版）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
苏尔约诺说：“美方口头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行动

上却耍两面派，应予强烈谴责。”

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列昂尼

德·克鲁塔科夫认为，美国政客为了自身利益，不惜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和团结合作，此举是极其不负责

任的挑衅行为。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马科

斯表示，美方一面重申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一面放任

佩洛西窜访，其目的还是在于遏制中国发展。美国

一些政客为捞取政治好处，毫无顾忌地践踏国际关

系准则，充分暴露了其不断膨胀的野心。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

尔涅耶夫认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主权核心利

益，佩洛西此举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将对中美

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意图不断在台

海和本地区加剧紧张局势，包藏祸心。

南非《外交》杂志主编克里坦·巴哈纳表示，多年

来，美国政客通过操纵、胁迫和欺凌等手段搅乱了本

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局，其国家信誉早已崩塌，国际社

会必须保持警醒。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刊发文章指出，美国政客

对于冲突和战争有着天然的喜好，因为政治操弄背

后隐匿着巨大的军火利益。

巴西共产党主席卢西亚娜·桑托斯和国际关系

部长安娜·普雷斯特斯发表声明表示，佩洛西不顾中

方多次严正警告，仍然坚持窜访，显示出美国为了挽

救其正在衰落的霸权，不惜铤而走险的强盗逻辑。

“中国完全有能力、有智
慧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挫败‘台独’分子及背后支持
者的卑鄙阴谋和政治算计”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

表示，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是纯粹的挑衅。俄

罗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佩洛西的挑衅只

会让地区局势雪上加霜。美国必须明白，中方有理

由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埃塞俄比亚战略研究所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高

级研究员梅拉库说：“中国一直是国际事务中的正能

量，一直主张以和平和对话的方式解决各类冲突。

相反，美国一直在扮演‘搅局者’的角色，但凡美国插

手的国际事务无一不走向混乱与极端。”

委内瑞拉学者艾马拉·格德尔表示，长期以来，

干涉他国内政是美国外交的一贯做法。佩洛西此举

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中国有充分的理由

采取行动，维护国家利益，公理和正义在中国一边”。

非洲国际青年社区副主席、苏丹籍学者希哈布

表示，佩洛西窜访台湾，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的践踏。“佩洛西的所作所为公然违反一个中国

原则，中方有正当理由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式

进行回应，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埃及外事委员会委员、《金字塔报》著名专栏作

家贾巴拉说，佩洛西处心积虑想在台湾问题上惹是

生非。“然而，这一包藏祸心的政治图谋注定失败”。

贾巴拉说，美国的背信弃义，只会进一步败坏自己的

国家信誉。中国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挫败‘台独’分子及背后支持者的卑鄙

阴谋和政治算计。”

苏丹喀土穆大学中文系主任哈桑表示，佩洛西

不顾中方严正警告窜访台湾，是对国际公认的一个中

国原则的肆意践踏，是对美方“四不一无意”表态的根

本背离，是美国插手中国内政的又一证明，其目的不

仅是为“台独”势力站台，更是为其捞取政治私利。

“美国对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缺乏尊重，为了

自身地缘政治利益肆意行事。”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

加桑·优素福评论说，中国必将予以有力反制，坚决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本报北京、喀土穆、墨西哥城、马德里、开罗、莫

斯科、里约热内卢、金边、约翰内斯堡、罗马、仰光、大

马士革 8月 3日电 记者颜欢、李强、苏航、彭敏、谢

佳宁、姜波、黄培昭、隋鑫、肖新新、陈一鸣、毕梦灜、

赵益普、闫韫明、邹松、谢亚宏、李秉新、薛丹）

（上接第三版）

“美方官员是在竭力狡辩，甚至倒打一耙，还在

贼喊捉贼，反映出现在的美国政府缺乏诚信，缺乏历

史知识和反思反省。”华春莹说，中国有句古话：人之

患，在于不读史。美国官员在台湾问题上真该好好

补补课了。

华春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

合法政府。这是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内容，也是国

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1971 年 10
月，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决定：“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

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

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

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包括美国在内，世

界上已经有 181 个国家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建

立了外交关系。

“历史上，台湾问题曾经是影响中美关系正常

化的最大障碍，因为中方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绝 不 在 这 个 问 题 上 做 任 何 妥 协 和 让 步 。”华 春 莹

说，1971 年，美方向中方申明愿在台湾问题上奉行

新的原则，也就是美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今后不会有任何台湾地

位未定的言论；美方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支持任

何“台独”运动。尼克松总统在 1972 年访华期间，

向周恩来总理确认了上述原则。这才诞生了“上海

公报”。

华春莹说，美方在 1972 年发表的“上海公报”中

明确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

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方的上述承

诺，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美方在中美建交

公报中明确表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

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在 1982 年发

表的“八·一七”公报中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承

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

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美国政府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

中一台’政策”。

“正是基于上述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在过去

40 多年里总体实现了稳定发展。”华春莹说。

“然而近年来，美方说一套做一套，不断歪曲、篡

改、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企图越红线、搞突破，

不择手段打‘台湾牌’，偷梁换柱，炮制‘与台湾关系

法’‘对台六项保证’，并将其作为美方一个中国政策

的前提后缀，删除美国务院网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等关键表述，明目张胆地提升美台关系，变本加

厉推进对台军售，为‘台独’分裂活动撑腰打气。”华

春莹说，对于美国政府三号人物窜台企图，美国政府

本应严加约束，但却放任纵容，这才是当前台海局势

紧张的根本原因和事实真相。

华春莹强调，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国际社会

对此也看得非常清楚。连日来，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各界人士纷纷发声反对佩洛西窜访台湾，联合国秘

书长发言人刚刚表示，联合国将继续坚持 2758 号决

议及一个中国政策。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华春莹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

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是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

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神圣职责。民意不可违，

大势不可逆。任何国家、任何势力、任何人都不要错

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

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

能力。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回答关于反制措施的提问时，华春莹表示，中

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美方和“台独”分裂

势力负责，我们说到做到。“至于具体反制措施，该有

的都会有，有关措施将是坚决有力和有效的，美方和

‘台独’势力会持续感受到的。”

华春莹强调，回望每一次美方主动对中方挑起

的挑衅，结果无一不是自取其辱，自食其果。最新

的一个例子就是佩洛西等煽动香港“黑暴”势力，

鼓吹所谓“美丽风景线”，这恰恰加速了香港由乱

及治，由治及兴，使东方明珠重新焕发出光彩，这

次也毫不例外。佩洛西之流企图同“台独”分裂势

力勾连，“以台制华”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螳臂当车，不可能阻挡，只会加速中国统一的历

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