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3 要闻要闻2024年 3月 14日 星期四

新华社北京 3月 13日电 （记者尚昊、刘明

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 13日就“2·14”恶性

撞船事件应询表示，大陆方面后续将采取什么措

施，要看民进党当局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事

件，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什么样的交

代。民进党当局如果回避问题，一味拖延，我们

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

陈斌华在当日上午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说，人命关天，台湾方面粗暴对待大陆渔民导

致渔船翻覆、人员死伤，但事发至今，家属连一

句道歉都等不到，连一个真相也得不到，台方还

在以所谓“调查程序”拖延问题解决，以所谓“执

法”推诿卸责，他们才是真正的“三无”——无

情、无义、无理。

他表示，民进党当局只有正视问题、端正态

度，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2·14”恶性撞船事件

的善后协商才能重启。企图拖延时日蒙混过

关，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有记者问，“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民

进 党 当 局 借 机 站 队 美 国 所 谓 台 海“国 际 水 域

说”，附和美方声称“中共单方面宣布对台湾和

台海的主张是将台湾海峡变成内海”，企图关联

所谓“台海航行自由”、全球贸易运输等问题，推

动外部势力介入台海局势、将台湾海峡“国际

化”。对此有何评论？

陈斌华指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的领土，中

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

海峡水域分别为中国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

经济区，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水域”。事实上，国

际海洋法也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

他指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

款规定，他国船舶可以“无害通过”台湾海域部

分水域，台湾海峡也一直是全球贸易最繁忙的

运输通道之一。民进党当局为“倚外谋独”，不

惜出卖民族利益，昧于事实迎合美方歪理邪说，

配合外部势力炒作，可谓“卖台”无底线、“害台”

无上限。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台防务部门负责人称，

为因应“敌情”与强化训练，今年台军方将增加

精准弹药射击频次，美军人员来台“协训”频次

也将增加。对此有何评论？

陈斌华表示，这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要和

平是假、妄图“以武谋独”是真；美国“挺台湾”是

假、“毁台湾”是真。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与

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企图“以武谋独”“倚外谋

独”，只会让台湾兵凶战危，终将自取灭亡。

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大肆挥霍台湾百姓血

汗钱向美购武“壮胆”，在岛内强行推出“义务

兵役期延长至 1 年”等措施，亦步亦趋配合美

国搞所谓军事训练计划，正一步步把台湾同胞

绑上“台独”战车、裹挟台湾年轻人当“炮灰”。

美国任何时候都以自身利益为优先，台湾对美

国而言只是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所谓“挺

台”实是“害台”“毁台”，台湾随时会从“棋子”

变“弃子”。

日前，3 位在台湾半导体领域有重量级影

响的人士联名在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指出美国

试图借“芯片法”掌握台企技术、削弱台积电实

力，引发岛内热议。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将

台积电作为交易筹码，推动其赴外国建厂，以拉

拢外部势力“挺台”。

陈斌华就此应询指出，这篇文章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台湾产业界对民进党当局无原则、无

底线贴靠和迎合外部势力的质疑，以及对台湾

优势产业被掏空、核心企业被打压、竞争优势被

削弱的担忧。

“一旦台湾经济的产业发展自主性、在全球

产供链的话语权都丧失了，试问台湾还有多少

‘家底’？结局无非就是从‘棋子’变成‘弃子’。

这几位业界专家的看法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对

于台湾社会的‘警世恒言’。”他说。

国台办再评“2·14”恶性撞船事件：

台 方 无 情 无 义 无 理
本报呼和浩特 3月 13日电 （记者张枨）记者

从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获悉：2024 年内蒙古计划

完成义务植树 3000 万株，助力打好“三北”工程三

大标志性战役。

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通过不同形式开展义务

植树主题宣传活动，向公众普及造林绿化类、抚育管

护类、志愿服务类义务植树尽责形式，营造全社会关

心、支持、参与义务植树和国土绿化的良好氛围。

据介绍，内蒙古始终将义务植树与造林绿化

工作有机结合，不断强化义务植树属地管理，采取

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认种认养、自然保护、捐资捐

物、设施修建等多种形式，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

积极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同时，为满足全民履职尽责的多样化要求，今

年内蒙古积极推进“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目前已在全民义务植树网上线 80 余个劳动尽责项

目，所有适龄公民都可以通过全民义务植树网报

名参与，实现“全年尽责、多样尽责、方便尽责”。

内蒙古计划今年完成义务植树3000万株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持续推进

本报合肥 3月 13日电 （记者李俊杰）记者从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获悉：近年来，安徽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建设，根据巢湖流域以湖区为核心、以

入湖河流为轴线的向心状水系特点，按照“一湖两

带八区”11 个生态修复单元，从生态系统整体性

和流域系统性出发，统筹实施修山育林、节水养

田、治河清源、修复湿地等措施，巢湖流域山水工

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12月底，巢湖山水工程

项目中的 47 个子项目，已完工 26 个，完成投资 94.6
亿元，超额完成 2021 年至 2023 年绩效目标。累计

完成生态保护修复总面积 921 平方公里，矿山生态

修复面积 352.95 公顷，水源涵养区生态修复面积

20.4 公顷，湿地修复面积 417.1 公顷，河道修复长度

110.3公里，林草等植被生态复绿面积 3804.7公顷。

安徽巢湖流域山水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总面积921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