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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生活安定笑常开

2020 年香港经济收缩 6.1%，跌幅大于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失业率则升至10年
来高位。旅游、航空、零售、饮食业受到的
打击很大。年底一份餐饮业调查报告显示，
约 78％受访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业者感慨

“一年撑过四波疫情，太不容易了”。
但香港经济仍有相当不错的基础。金融

体系仍然稳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其
韧性“抗跌”。去年4月份以来资金净流入超
过3800亿港元。香港交易所表示，去年全年
有 144 家公司在港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逾3975亿港元，排名全球第二。
“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奋斗着

的人们，在辞旧迎新之际感慨万千。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对本报记者说，

疫情考验着人们的灵活度、适应力和解难能
力。当各地科研人员加紧研究抑制新冠病毒
蔓延，科大也努力不懈，研发了便携式检测
仪、抗菌涂层、体温监控技术、可制作透明
口罩的纳米薄膜等等。“新的一年仍要坚守岗
位，沉着应对，一起战胜病毒。”

香港联合医院深切治疗部医生李家龙曾
连续工作近30小时。他的新年愿望是医护人
员、市民在抗疫上齐心一致，希望特区政府
的抗疫工作更有效率，尽量做到大规模检

测，加快检测速度。
“新一年最希望不用戴口罩！”街坊们

说。相比一年前港人最期待止暴制乱，今天
市民亟盼疫情早日过去，可以正常工作、会
友、吃吃好东西、外出旅行。上网课的学
生，希望跟同学们见个面。市民期望百业复
苏，人人有工开，经济再起飞。“祝愿香港天
蓝蓝水清清，生活安定笑常开！”一位市民写
道。民建联主席李慧琼也表示，希望新一年
早日击退疫情，笑脸重现！

特区政府官员的脸上也写满期许。香港
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元旦表示，新一
年最大愿望是社会和谐，让政府和公共机构
有空间做实事。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说，
2021年仍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公务员队伍会
继续增强公务员对国情、宪法、基本法、香
港国安法的认识，强化领导能力、创新思
维，提升服务质素。

展望：砥砺前行再出发

展望 2021，香港各界一致的期待是，做
好防疫抗疫、振兴经济、维护国家安全及社
会安宁这三件大事。

回望 2020，香港市民记住了来自内地的
驰援。应特区政府请求，中央部署组建内地核
酸检测支持队，与特区各界协力完成普及社区
检测计划，超过 178 万名市民参与检测。两地
共建的“方舱”医院，应了香港之急。

港府也不断收紧防疫措施、推出四轮抗疫
基金，其中第二轮动用库房1375亿港元，对保
就业产生了效果。日前特区政府宣布已订购
2250万剂疫苗，新年将为市民免费接种。

风雨同舟，齐心抗疫，也使香港民情悄
然发生积极的变化。美英疫情死亡人数飙
升，中国抗疫效果领先世界，香港防疫相比
西方也好很多。全球疫情的强烈对照，改变
了部分港人崇拜美英 （甚至恋殖） 的思维结
构，许多市民开始反思。

当前，抗疫仍是香港的头等大事。如何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社会讨论很多。早前
港府直言，因制度不同，难以在港实施全民
检测。其防疫措施被认为是挤牙膏式的，导
致迟迟未能清零。其实，香港防疫有自己的
一套做法，港府吸收外地经验，已多次收紧
措施，堵上多个防疫漏洞。本身是医生的行
政会议非官守议员林正财表示，如果香港做
足现有措施的每个环节，可以做到清零。

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普通市民自觉，城
中人人都有责任。近期，有群组确诊者千方
百计隐瞒聚会，逃避隔离，造成病毒扩散；
有些人用水代替深喉唾液，欺骗检测；有确
诊病人擅自逃离医院，警方花 50 小时才寻
回；元旦假期大批巿民未理会警方劝喻聚
集，总计几百人因违反“限聚令”被罚款或
拘捕。民间智库“香江智汇”会长周伯展指
出，疫情当前，对不自律者必须“他律”。

2020 年，“一国”之下“两制”应有的相处
之道进一步形成、生根。回望这一年，很多市民
最开心的事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街头暴力消
失了，社会重归安宁。新的一年，这部法律的许
多规定还需要转化为本地的制度和机制，得到
切实执行，并为广大市民自觉遵守。

香港国安法效果明显，去年全年暴力活
动总体受到遏止，一些“港独”组织宣布解
散，反中乱港势力的头面人物有的退出政

坛，有的逃到西方，有些势力收起锋芒蛰伏
起来，变换招数作长期缠斗。香港要警惕沉
渣泛起，有些乱象还可能在港发生。人们从
近期“捉放黎 （智英） ”的一回回较量，可
看到香港法律斗争之复杂，司法改革之迫切。

经历黑暴与疫情的香港，在新年里应如
何再出发？许多港人思考后指出，与其感叹

“香港再也回不到过去”，不如加油干！
香港 《文汇报》 社评指出，面对百年未

有之变局，港人只有拥抱变局，才能站立潮
头；坚守“一国两制”信念，不偏离正轨，
才能行稳致远。对一些港人来说，必须有一
种对过去自我扬弃的勇气。背靠蒸蒸日上的
祖国，搭上国家发展的快速列车，步伐不要
踯躅。“泛政治化为祸香港久矣，新的一年要
把它抛进垃圾桶！”

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屠海鸣提出
“三个回归”：回归法治，筑牢长治久安的根
基；回归理性，弥合政治化的裂痕；回归经
济，彰显商业城市的魅力。2020年的香港已
出现由乱向治的转机，香港仍有竞争优势，
在诸多领域实力仍在，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
心的地位依然稳固，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力度
不减。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
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可望再创辉煌。

港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3 日表示，香港
经济今年上半年仍面临较大挑战，下半年可
望呈现较强的复苏动力，全年可恢复正增长。

“2021 年，需要每一位香港市民好好把
握。你怎样，香港就怎样；港人一起努力，
香港就不会沦落，一定可以重新出发！”屠海
鸣坚定地说。

（本报香港1月3日电）

台湾讲究说话的艺术，教人说话的讲座、书籍
大行其道，只可叹这门方便沟通的艺术落到奸商政
客嘴里就变成话术，用于欺世盗名、瞒天过海。其

“作品”俯拾皆是，“新作”当推台当局领导人蔡英
文的新年致辞。

蔡英文声称只要北京有心化解对立，愿意促成两
岸在对等的条件下有意义的对话，等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时，期待两岸人民会逐步恢复正常有序的交流。这
话落在外行的耳朵里，还真是有情有理；但稍稍了解
两岸关系脉络的人就知道，话术又来了！温和有礼的
表象下面，是满满的扭曲事实、撒谎成性。

既然是告别 2020 年的讲话，就从 2020 年说起。
这一年，是谁挑起了两岸的对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民进党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第一时间下令
口罩禁运大陆，“一片也不行”！有台湾女艺人斥责此
为“狗官”之言，被封杀至今。接下来，禁止湖北省台胞
返家，湖北在自己按下暂停键之时帮助各地台胞抵达
机场，量了体温做了检测，民进党当局仍然不准台胞
起飞返台。与此恶行配套的是，民进党政治人物马力
全开把大陆诋毁成“炼狱”，将在大陆的台湾人诋毁成
防疫“破口”，一副“看你病要你命”的嘴脸，将基
本的人道底线踩在脚下。凡此种种就是要把湖北台

胞返家扭曲为“撤侨”，以偷渡“台独”。为了这个政治
目的，民进党当局不管台胞死活，甚至将他们的名字

“注记”，武汉解封后他们都不能返家。这些都发生在
蔡英文的主事之下，现在她说要大陆化解对立？大陆
自疫情以来对台商、台生和所有台胞一如既往，只有
帮忙，毫无歧视刁难。台胞如常入境大陆，如常在大陆
学习、工作、经商……谁在敌视谁？对立的现状是谁挑
起来的？蔡英文心知肚明。想用话术扮无辜就省省
吧，“空心文青”言辞已经太油腻了！

蔡英文称在有效对话和疫情控制的情况下恢复
两岸人民交流。的确，两岸正常交流是两岸人民共
同的期待，蔡英文的话术也算抓住了这个重点。但
是，要请蔡英文先解释几个问题：去年 4 月初武汉
解封算不算有效控制疫情？别说大陆同胞，当时连
台湾同胞你都不让回台如何解释？去年 7 月大陆恢
复省际旅游算不算有效控制疫情？陆生和陆配子女
仍不能回台如何解释？去年 10月大陆 6亿人次出游
算不算有效控制疫情？但需要赴台交接工作的陆
企、陆媒人员至今禁止入境台湾，等着回家看病、
团聚甚至办退休手续的大陆工作人员因无人交接不
能离岗，这又如何解释？所谓期待交流，是不是空
话一句？谎言一句？事实胜于话术。

果然，以上的一片话术“善意”之下，蔡英文
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远洋演训以“扰台”来形容而
挑动台湾同胞的神经。“台独”政客一直将台海地区
的大陆军机、舰巡航渲染成“扰台”“侵台”，制造
台湾同胞对大陆的仇恨，而对台海周边的美军机、
舰视为理所当然，甚至美化为台湾的方舟，并用

“台海中线”“航空识别区”这些模糊的概念误导台
湾民众，企图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

大陆将台湾人民视为同胞的态度一以贯之，对
“台独”零容忍的立场也从未改变。而民进党的话术
也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识破并唾弃，一如他们不
愿意逆“莱”顺受，坚决反对美国“莱猪”（含莱克
多巴胺即瘦肉精的猪肉） 进入台湾市场。

大多数台湾民众也希望两岸和平发展，民进党
政客利用话术抹黑大陆、离间两岸人民感情、扮无
辜装可爱，能够得手一时，怎会得利长久？终究，
智商会击垮话术，事实会戳破谎言。新的一年，大
家拭目以待！

2021，香港加油！
——香港市民跨年的期待与思考

本报记者 连锦添

踏入新年，香港各大商场和街道人数不如往年，但港式彩灯、主题装置照样没有
缺席。受疫情影响，香港取消了原定的跨年烟花倒数活动、春节花车巡游等，人们以
各种方式迎接新年。2020年12月31日晚，香港旅发局首次举办网络版的新年倒数活
动，万家灯火中，传出阵阵欢呼声；电视播放着预先录制的灯光表演，千架无人机在
维港上空变换图案形状，如梦幻一般，表达着对明天的憧憬。

入新年，香江百味杂陈。回顾疫境中的一年，很多市民在社交媒体上发感想，用
上了“孤独”“无奈”等词语。“安”字当选2020年香港年度汉字，李时珍当选年度历
史人物，道尽社会的期盼。

台当局领导人新年讲话“骗很大”
陈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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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星

本报北京1月 3日电 （记者欧阳
洁、屈信明） 去年以来，美国多次单
方面对我公民和法人实体实施制裁。
对此，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美
国依据其国内法律，单方面对我公民
和法人实体实施制裁，违反了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主权不容谈
判，核心利益也不可能让步。我们对
此绝不承认，绝不接受。

这位负责人表示，美所谓制裁措施
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都不具
备法律效力。我们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定支持金融机构依
法合规开展业务，为包括香港和内地公
民在内的所有客户提供公平优质的金
融服务。

与此同时，美方金融机构对来华
投资发展保持着旺盛势头。对此，这
位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里，银保监
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扩大对外
开放的决策部署，银行业保险业都有
一批新引进的外资机构落地，其中相
当一部分是美资机构，而且有的还设
立了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中美两国
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非常广泛，两国企
业和人民都从中受益极大。稳定的中
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美
方相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中美
关系健康发展，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
场的稳定。

据新华社台北1月3日电（记者吴济海、傅双琪）“海峡评
论三十年：台海形势与和平统一”座谈会3日在台北举行。近百
名与会者缅怀为 《海峡评论》 付出心力的前辈，期待 《海峡评
论》等平台继续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鼓与呼，勇往直前。

《海峡评论》由被誉为“台湾统派的一面旗帜”的王晓波于
1991 年 1 月创刊，30 年来秉持“继承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
发展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理论”的精神主旨，在台湾为中华民族
和平统一和伟大复兴聚合同志、勠力前行。《海峡评论》编委会
表示，今后仍将牢记职志，贯彻初心，尽能竭力，勇往直前。

《海峡评论》 前社长黄溪南致辞时表示，《海峡评论》 创办
人王晓波教授虽然已经去世，但我们要秉持他的精神继续把

《海峡评论》办下去，奋勇前进。新任《海峡评论》总编辑杨开
煌表示，希望有志于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朋友，继续以 《海
峡评论》为平台，为两岸和平统一来呼吁和献策。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张麟征作了主题发言。她表
示，2020年民进党紧跟美国脚步，对大陆极尽抹黑；美国对台
军售多次，双方提升所谓“交流层次”，这些对大陆来说是非常
严重的挑衅，给台海带来风险。张麟征表示，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进程中，台湾问题的解决是必须迈过的坎。

台湾政治大学两岸政经研究中心主任魏艾指出，由于民进党
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并不断推出“去中国化”主张和政策，使得
两岸关系陷入僵局。他认为，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
共同市场的经济整合，仍是达致和平统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座谈会由海峡学术出版社主办，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
协办。

为 了 前 行 的 纪 念
——《海峡评论》三十年座谈会在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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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里纳“虎头
鞋”送给小宝宝，是
带着美好寓意的江南
民俗。日前，在浙江
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
镇“侨胞之家”，区
侨联邀请港眷和民间
手艺人一起纳制“虎
头鞋”，重温传统民
俗，感受喜庆氛围。
沙燚杉 孙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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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

美所谓制裁在中国不具法律效力
支持为香港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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