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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 22日就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将审议香港基本法附
件一修订草案和香港基本法附件二修订草案发表
谈话如下：

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通过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明确了修改完善香
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
修改完善的核心要素内容，同时授权全国人大
常委会根据本决定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香
港基本法附件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全国人大常
委会宜及早启动并完成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
件二的修订。

根据有关方面的工作准备情况，3月22日下午
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八次委员长
会议决定，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于 3月 29 日至 30 日在北京举行，并建议此次
常委会会议按照法定程序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修订草案）》 的议
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关

于提请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
表决程序 （修订草案）》 的议案。这是全国人大
常委会贯彻落实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精神、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相关
立法职权的重要举措和实际行动，对于坚持和完
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
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完善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推动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
主政治制度发展，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
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都具有
重要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

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审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修订草案和香港基本法附件二修订草案发表谈话

新华社香港 3月 21日电 （记者朱宇轩、林
宁） 香港各界“撑全国人大决定 完善选举制度”
连线 （简称“连线”） 21日宣布，逾238万名香港
市民参与其组织的线上、线下签名联署行动，支
持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香港各界人士及团体 3 月 11 日成立“连线”，
发起宣传解读、全港大签名等系列活动。“连线”
总召集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在 21日举
行的发布会上介绍，超过 1300个团体、逾 5300名
义工主动参与宣传活动，向市民讲解全国人大有
关决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派发了超过140万张宣
传单。从 11 日开始至 21 日的 11 天内，“连线”在
街站共收集签名1320422个，剔除重复和无效签名
108553 个，共 1211869 个；网上签名共 1280550
个，剔除非香港本地 IP 和 IP 不明签名 106687 个，

共1173863个；合计签名2385732个。
签名行动为香港市民提供表达心声的平台，

香港市民不分年龄、职业，踊跃参加。谭耀宗表
示，自活动发起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立法
会议员、政团及社团领袖纷纷带头签名，支持全
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港区全国人大
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完全国两会返港
后，也第一时间赶赴街站签名，用实际行动传递
两会声音；香港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学校学
生、少数族裔等积极回应。

“连线”多位召集人也表达了他们对全国人大
有关决定的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
员会副主任谭惠珠表示，让“一国两制”这艘船
行稳致远，第一件事就是负责驾船的人要非常团
结，我们要一条心，和国家的大船队一起航行，

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自行动发起以来，香港民建联在全港各区设

置街站，收集市民签名。民建联主席李慧琼相
信，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心
声。她强调，香港需要拨乱反正，我们不能再蹉
跎岁月，而应谋划长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强调，“爱国者治港”
理所当然，相信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可以选出有
能力的爱国者，配合特区政府贯彻行政主导，让香
港在下一阶段发展得更好、市民生活得更好。

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香港经民联主席卢
伟国、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龚俊龙、香港福建
社团联会主席吴换炎等均表示，将坚定支持全国
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让“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令香港长治久安。

逾238万香港市民签名支持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大陆多部门近日联合出台 《关于支持台湾同
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
施》（简称“农林 22条措施”）。这对台胞台企来
说是大好事，民进党当局却跳出来造谣，声称这
些措施是糖衣炮弹，“包藏祸心”，卑劣言论用心
险恶，令人不齿。

“农林22条措施”是落实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推进“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具体举措，与

“31条措施”“26条措施”一脉相承。这些措施立
足大陆新发展阶段，鼓励台胞台企抓住机遇、升
级发展，贴近基层台胞需求，聚焦台胞台企关心
的普遍性问题，涵盖面广、支持力度大，有助于
进一步为台胞台企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
及乡村振兴提供同等待遇。

然而，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却对此大放厥词、
恶意攻击。他们谬称，“农林22条措施”“名为惠台、
实则利中”，目的在于磁吸台湾农业人才、资本及
技术，是所谓“对台统战的手段”，相关补贴政策
更是“充满风险”，台湾民众要“有所警觉”。民
进党当局的“阴谋论”引来岛内舆论挞伐。

岛内有学者认为，民进党当局应正面看待两
岸经贸交流，不要对所有政策做“泛政治化”解
读。如果连农业都要拿来当一己之筹码，两岸关
系只会更加紧张。有相关从业者表示，台湾农民
很早就在大陆参与农林活动，种植热带水果，如
果因为“农林 22条措施”民进党当局就扣“统战
大帽”未免太“上纲上线”。

与此同时，在大陆从事农林生产的台商台农
对“农林 22 条措施”欢呼点赞。他们欣喜地认
为，新出台的措施对台农在土地经营权方面给予
诸多保障，并且在贷款融资等领域给予扶持，让
他们对扩大生产更具信心。而支持台胞台企发展
乡村特色农业、林草生态产业，参与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等举措更让台商台农看到了在大陆
发展高端农业、特色农业的前景和希望。

很明显，大陆出台落实“农林 22条措施”有
助于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有助于两岸同胞互利共
赢。对这样的好事，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横挑鼻
子竖挑眼？因为他们担心广大台湾同胞从大陆发
展机遇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而看穿其政治
本性和欺骗伎俩，进而抵制他们制造两岸对立的
图谋。所以他们一贯的做法就是，每次大陆出台
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就要一概反对，凡是对台
湾同胞利益福祉有利的事就必须对着干。这些年
来，大陆出台“31条措施”“26条措施”落实台胞
台企同等待遇，民进党当局就污蔑说这些措施是
为了“分化台湾社会”；大陆推出台湾居民居住证方便台胞在大陆创
业、就业、学习、生活，他们就造谣说台胞在大陆办了居住证会有
双重征税的风险；大陆将在陆台胞纳入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他
们恶意抹黑此举是将台湾人当试验品；大陆通过举办两岸直播大
赛、台青主播培训等活动，为台青在新媒体产业领域搭建圆梦舞
台，他们胡诌这是对台进行所谓“认知作战”……细数这桩桩件
件，谁在为两岸关系发展和台胞谋福祉架桥铺路，谁在毁路拆桥，
两相对比，不言自明。

然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企图封堵台湾同胞谋发展、求
福祉的路，是不可能得逞的。他们挡不住台胞台企在大陆实现更好
更大的发展，挡不住台胞台
企从两岸交流中获益得利，
更堵不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
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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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粤港澳大湾区深圳花展”近日在广东深圳举行。本
届花展以“深深的爱”为主题，以月季为主题花。此次展览总
面积达 7.1 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430 余个

参展机构和个人参展，展示花园数量共38座，展出新优植物品
种1000余种。图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展出的花园。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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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雨的台湾岛缺水了。近些天来，旱情和
祈雨在台湾社会讨论广泛而热烈。

入春后，台湾旱情持续恶化。中南部无雨情
况更严重。据台水利部门资讯，永和山水库、宝山
第二水库、明德水库、鲤鱼潭水库、德基水库、曾
文水库等位于中南部地区的主要水库，近期有效
蓄水量存量低于二成，有的甚至濒临10%。

台灾害应变中心日前决定，新竹、苗栗及台中
实施全天减压供水，并采取放宽临时凿井、取消地
下水引用水量限制等措施，以缓解用水吃紧情形。

持续干旱已给岛内农工业和民生带来严重
影响。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农田停灌面积已
占总灌溉面积的 1/4，农民饱受收成骤降之煎
熬。减压供水影响逾百万用水户。用水量巨大
的高科技产业重镇新竹科学园区，正面临通过
自凿水井等寻找稳定水源以保证半导体等产业
正常运转的难题。

作为海岛的台湾，今年出现几十年罕见的
旱情，台多个部门给出的普遍说法是，去年丰
水期台湾遭遇56年来首次无台风，西部水库集

水区自去年 6 月迄今降雨量仅为往年二至六
成，因此造成今年水情相对严峻。

然而，舆论普遍质疑这一解释，指出水利
等相关部门未能超前部署应对旱情，当局多年
来缺乏水资源利用长期规划，才是台湾屡屡陷
入“多雨贫水”窘境的关键肇因。

水利专家李鸿源对媒体直言：“台湾根本没
有资格喊缺水”。他表示，台湾年均降雨是世界
平均值的2.6倍，但常喊缺水，这很讽刺。

李鸿源认为，台湾缺水的根本原因是极度
浪费水资源，没有认真把雨水回收再利用。他
表示，目前农业用水仍高达台湾总用水的七
成，但长期以来，农业用水通过老旧的灌溉渠
道传送，中途蒸发损失1/4、漏水跑掉一半，水
从水库放出来到达田里只剩25%。

中华大学讲座教授尹启铭表示，水资源利
用需要长期规划，不能临时抱佛脚。他提出，
一是将农业水权移转工业与民生使用。二是盖
新水库，但过去十几年来，因环评等问题掣
肘，台湾只盖成一座水库。

经济主管部门称科学园区和工业园区可凿
井取水以“解渴”，专家和园区认为难度较大。此
举可能引起地表下沉，进而对高科技行业生产线
造成影响；凿井地下水因水质问题，恐给某些高
科技产品的生产过程带来安全隐患；还有的科学
园区直接表示经过环评，园区不适合凿井。

水情吃紧，当局相关部门除号召民众科学
节水共渡难关、调度农工业用水、适时人工增
雨作业外，还想到了求神祈雨。

台水利部门找上台中大甲镇澜宫，近日在
镇澜宫合办祈雨法会。官员、庙方人员、信众
等全场3000人身穿白衣，依循古礼持香又跪又
拜前后持续两个多小时，希望天降甘霖。

此举被舆论质疑“迷信”“不问苍生问鬼
神”。对此，台当局官员称，祈求风调雨顺是台
湾民间习俗，希望透过法会安定人心，提醒民
众珍惜水资源。

气象部门则表示，预估中南部地区要到 5
月梅雨季才可望恢复正常降雨，缓解旱情。

古人云：“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
井”。台湾《工商时报》社论指出，台湾雨水丰
沛，本不应有缺水问题，只是台湾的雨水有八
成流入大海，水资源利用率不到两成，解决之
道就是要想办法把丰水期的水留住，待枯水期
才不至于年年祈雨，月月抗旱。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吴济海、傅双琪）

多雨的台湾缺水了

本报北京3月 22日电 （记者王
平）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2 日应询
表示，海峡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中
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也不
容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台湾是全中国
人民的台湾，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人民决定。
民进党当局企图偷换概念、进行谋

“独”挑衅，是很危险的。如不改
悔，必将自食其果。

有记者问：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后，陆委会声称“台湾从来不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来与发展只有台湾

人民有权决定”。对此有何评论？朱
凤莲作了上述回应。

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
遍共识。这一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任
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

朱凤莲说，祖国必须统一，也
必然统一，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必然要求。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
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我们将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推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和祖
国统一进程。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必自食其果

本报香港3月22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2日与多名主要官员在特区政
府总部接种第二针新冠疫苗，并呼吁市民踊跃支持
疫苗接种计划。

林郑月娥说，接种疫苗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有
效的措施。计划开展至今近一个月，已有超过35万名市

民接种了第一针疫苗，将于本星期开始接种第二针。
林郑月娥表示，在全球疫苗供应紧张的情况

下，香港很幸运能购买到足够全港市民接种，符
合安全、效能和质量要求的新冠疫苗。她希望市
民把握机会，尽快预约接种，只有越多市民越早
接种，香港才可以越快走出“疫”境，市民的生

活才可早日恢复正常。
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的疫苗接种计划建立于科

学和数据基础上，会一直通过不同渠道向市民提供有
关疫苗的最新资讯，以及公布专家就接种疫苗的专业
意见。市民可从官方渠道获取疫苗的正确资讯，切勿
轻信没有根据的谣言和不实信息。针对有少数人在社
交媒体或用其他方法传播失实消息，危言耸听，甚至
有意图地污蔑国产疫苗，林郑月娥予以谴责。

林郑月娥认为，如果香港、澳门、内地的疫
苗接种率增加，建立起一个防疫的屏障，会对往
后人员往来有正面的影响。

林郑月娥接种第二针疫苗
呼吁市民踊跃接种

3 月 22 日，江苏省如皋市外国语小学开展“世界水日”主题活动。
图为学生们在展示节水爱水主题的手抄报。 徐 慧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何磊静）
江苏无锡太湖湾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3
月 19 日在无锡高新区成立，超百位
台青代表等参与启动仪式，共同分享
青年创新创业梦想。

这一基地位于无锡软件园，现有
建筑面积约 2300 平方米，与两岸孵
化器联盟、全国台企联青委品牌联盟

等多个单位和组织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首批已吸引 12 家意向台企入
驻，涵盖物联网、智能装备、新能源
等产业领域。

无锡高新区现有台企 200 多家，
其中省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2020年
区内台企实现营收约412亿元。全区
现有台青约200人。

太湖湾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成立太湖湾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