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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一年以来，
香港大街小巷恢复了平静，巴士、地
铁、机场恢复了正常运行，中环、旺
角、铜锣湾等商圈恢复了热闹祥和。
市民可以安心出行了，商铺可以安心
营业了，孩子可以安心上学了。正如
有香港市民所说，“国安法就像阳光驱
散了黑暗”，“期盼已久的安宁生活终
于回来了”。

回想一年多前，“港独”猖獗、
“黑暴”肆虐、“揽炒”横行，这些场
景令很多香港市民至今仍心有余悸。
危急关头，中央以雷霆之势出台香港
国安法，就是要让香港“安”下来。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
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国安法实施
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指
出，香港由乱到安的强烈对比，让我
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更
加珍惜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行稳
致远，也更加珍惜香港国安法的价值
和作用。

随着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我们
终结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不设防”
的历史，彻底粉碎了港版“颜色革
命”的图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
其管治团队坚决扛起责任；香港警方
在香港民众有力支持下，依法果断执
法，沉重打击反中乱港分子的嚣张气

焰；香港社会各界爱国爱港人士众志
成城“撑国安”，凝聚起强大合力。

事实证明，香港要大有作为，必
须要有国安法保驾护航，必须严格落
实“爱国者治港”，必须确保特区政权
掌握在德才兼备、有管治才干的坚定
爱国者手中。

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人们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或观
点，都可以自由地生活、工作，都可
以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进入特
别行政区管治架构的人必须是爱国爱
港者，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反中乱港
分子通过任何途径和方式混进特别
行政区管治架构，变成管治者。这是

“一国两制”的内在要求，是香港上下
逐步形成的社会共识，也是一条铁的
底线。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
的情感。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
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香
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扭转了香港社
会许多积非成是的乱象，爱国爱港人
士扬眉吐气，反中乱港言行遭到唾
弃。香港中小学校园升起了国旗、唱
起了国歌，青少年学生终于释放出
心中的爱国激情。香港国安法实施
后的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
港五大纪律部队集体使用中式步操，

“忠诚护国安、勇毅保家安”的口号
响彻云霄。

爱国始终是香港社会的底色，深
深铸牢在狮子山上。面对美国非法无
理制裁，特别行政区官员及爱国爱港
人士无惧无畏、大义凛然，都以为国
家、为香港尽忠感到无上光荣，他们
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了爱国者的铮铮
铁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香港国安
法实施一周年之际，有超过117名犯罪
嫌疑人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其中
一半以上已被起诉。面对反中乱港分
子的破坏干扰，我们必须有刮骨疗毒
的勇气并拿出拨乱反正的行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
的目的。严格落实“爱国者治港”原
则，我们就要选出德才兼备、有管治
才干的坚定爱国者，尤其是那些立场
坚定，在治港实践中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的爱国爱港人士；那
些有担当作为，善于破解香港发展面
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爱国爱港人
士；那些为民爱民，善于为民众办实
事的爱国爱港人士；那些有感召力，
善于团结方方面面力量的爱国爱港人
士；那些有责任心，善于履职尽责的
爱国爱港人士。

全面深入实施香港国安法，推动
香港实现良政善治，是摆在“爱国者

治港”面前的现实任务，唯有进入管
治架构的爱国爱港人士展现出新气象
新风貌，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工作
成效，才能赢得广大香港市民的口
碑，不辜负中央的期望。同时希望港
人上下同心，每个人都把对国家和香
港的热爱，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变
成遵守国安法、执行国安法、捍卫国
安法的自觉行动，形成特别行政区政
府、全社会一起落实香港国安法、捍
卫香港国安法的新局面。

走出阴霾的香港，迎来了朗朗晴
空。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有
香港国安法的有力护佑，有共建“一
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
略实施带来的重大机遇，香港必将变
得越来越安全、越来越美好、越来越
有魅力。随着“爱国者治港”全面实
现，以爱国爱港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
深入人心，香港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自身独特优势将得到淋漓尽致的
发挥，“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
港更好”的乐章将更加悦耳动人！

香港要大有作为必须严格落实“爱国者治港”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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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 近日，河南省遭
遇极端强降雨，郑州、新乡等地发生严
重内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灾情牵动着广大台商台企的心。连
日来，台商台企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
物，支援河南抗洪救灾，助力受灾地
区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不
完全统计，台商台企已累计捐助善款
和物资折合人民币超2亿元。

全国台企联及其会员企业和上海、
昆明、厦门、济南、嘉兴、昆山等地台
资企业协会纷纷捐款捐物。其中，全国
台企联捐款 200万元，上海台协捐款 240
万元，昆明台协会长勤彭蓁捐赠价值200
万元矿泉水；宝健及宝健公益基金会捐
出 600 万元物资，台泥集团捐款 200 万
元，富邦金控捐款200万元，呷哺呷哺捐
款 100 万元，康师傅捐出近 12 万箱矿泉
水和方便面；旺旺、丹尼斯百货、顶
新、统一等企业在自身受灾的情况下仍
踊跃捐款捐物，旺旺捐出超 2000 万元物
资，丹尼斯百货捐款1500万元并捐出100
万元物资，顶新捐款捐物合计 400万元，
统一捐出250万元物资。

在其他台资企业捐助方面，工业富
联捐款 1 亿元，捷安特集团捐款 500 万
元，台商林瑞阳、张庭夫妇捐款 500 万
元，龙岩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台湾茶农
集体捐赠100余万元物资，亲亲食品捐出
100 万元物资。岛内工商团体也奉献爱
心，台湾工业总会捐款 3000 万元，并动
员会员企业捐款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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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台办经济局主办、四川省台
办承办的台资农业林业企业发展经验
交流会近日在成都举行，与会嘉宾围
绕“农林 22 条”落实落细成效、台胞
台企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情况
等主题进行讨论与座谈。

活动当日，15 家优质在川台资农
林企业代表在会场外布展，展示特色
农林产品和企业形象。部分台商代表

还实地考察了四川首个国家级台湾农
民创业园——新津台湾农民创业园，
感受川台农业合作取得的高质量发展
成果。多位参会的台资农林企业代表
表示，“农林22条”的落地实施将更好
解决台湾企业在大陆发展的土地获取
和融资难题，进一步增强大家投身农
林业发展的信心。

“大陆西部资源丰富，为台企从事

农林项目提供大量机会。”在交流会
上，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农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林易陞表示，“农林 22
条”措施很接地气，细节明确，执行
条件好。尤其在金融方面的支持措
施，得到涉农台资企业广泛支持。

“土地获取、融资、市场营销，这
是农林发展面对的三难问题。”在四川
扎根多年的台湾农业技术专家詹富翔
表示，农林发展时间周期长、回报速
度慢，后续投资规模较大，因此融资
的难易程度直接影响台资农林企业能
否永续性经营。“‘农林22条’中有关
融资的内容回应了大家的诉求，让我
们台农更有信心。”

除了融资，台资农林企业也普遍
关注土地获取的问题。冕宁元升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春福介绍，他
所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乡镇，
每户农户的平均土地有2.5亩，但这2.5
亩被分成四五块小地，因此前期获取
土地比较困难。后来他开始让村民们
采取土地入股分红的方式参与生产，
解决耕地获取问题的同时也带动了当
地村民的收入。

“过去我们种了 2.5 万亩油橄榄，
现在规模还要扩大。”林春福说，随着

“农林22条”等惠台政策的落地，企业
已成功融资 2000 万元。当前，凉山州
正处在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

兴”的衔接期，他计划依托万亩橄榄
种植基地，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
建设森林小镇等旅游观光项目，不断
做长产业链，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我们的橄榄园区已经获评成为国
家 3A 级景区，接下来继续好好干、继
续扩大规模。”

今年以来，四川充分发挥农业大
省资源优势，落实落细“农林 22 条”，
通过开展“台企拓内销四川专场活
动”和线上开设“四川台资企业名品
馆”等举措，积极帮助台农台企融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台胞台企参
与“十四五”规划实施和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了同等待遇和更多机遇。此
外，当地还落实专项资金和补贴资金
1765 万元，支持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
和开展川台农业合作示范基地培育创
建工作，不断加强对台湾农业项目、
技术、人才和资本的引进，支持在川
台资农业企业能力提升与成果转化，
激发台企台商深度参与乡村振兴发展
战略，力促四川农文旅三产融合发展。

截至目前，四川省已建成国家级
“台湾农民创业园”2 个、省级“川台
农业合作示范基地”30 个，在川累计
注册台资农业企业超300个，投资总额
近150亿元，川台农业交流合作正逐步
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
格局。

川台农林业交流合作精彩可期
本报记者 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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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冕宁元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林春福（右）指导当地村民种植油橄榄。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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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日，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
中，中国香港队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半决赛。图为中国香港
队选手李皓晴（左）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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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邓瑞璇）“未来属于中国，中国
的未来属于青年！”7月31日，在粤港澳三地大学生代表充
满朝气的朗诵声中，2021年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画下句号。

“岭南文化 佛山功夫——2021 年粤港澳青年文化之
旅”7月 26日至 31日举办。这一活动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和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
发展局联合主办，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70多
名粤港澳三地大学生走进澳门、佛山，深度体验丰富文化
活动，了解建党百年历史，感受岭南文化和人文美景，在
大湾区发展大潮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血脉认知。

除了澳门的地标建筑外，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里，全
国各省市赠送的各具特色的贺礼让他们印象深刻。在佛
山，青年们学习革命老区光辉的历史、近距离体验粤菜美
食的制作手艺、亲手制作剪纸和彩灯扎作等非遗文化工
艺、感悟佛山“粤菜师傅”工程背后的“美食扶贫”故
事、参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力量……

澳门科技大学学生梁朝军说，大湾区的发展让他充满
了信心和期待，毕业后他想来佛山创业。“随着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快速发展，年轻人施展才能的新空间越来越大，机会
也越来越多，我觉得大湾区就是我们实现梦想的舞台。”

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已举办十三届，目的是增进粤港澳
青年相互了解与沟通、建立友谊、加深对中华文化认同。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梁家乐通过
视频形式向三地学子送上祝福，希望他们能够把这次活动
得到的感受与朋友分享，让更多人加深了解三地文化以及
大湾区发展，也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

“希望同学们未来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参与者和推动
者，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一流湾区、推动港澳繁荣发
展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出贡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
厅长张奕民说。

据新华社长春电（记者张建、金津秀） 首届“台商台
企吉林行”近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共有72家台企、近
百位企业家参加。与会的台企表示，“投资不过山海关”已
成为历史，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正释放诸多商机，
台商台企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据介绍，本次活动由国台办经济局、国台办经济科技
合作中心、吉林省台办、吉林省商务厅共同主办。国台办
副主任裴金佳在致辞中表示，今年上半年，两岸进出口总
值约1515亿美元，增长34.8%，吸引台商投资项目同比增长
43.7%，“说明大陆是台商台企投资业务最佳选择，台湾经
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

据了解，参加活动的 72 家台企中，有 63 家是首次访
吉。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政宏表示，吉林
自然环境优美、营商环境一流、发展前景广阔，广大台企
一定会抢抓吉林振兴发展的时代机遇，深化投资合作，深
耕吉林市场，增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台资企业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锡玮表示，两岸关系
“一家亲”，当前正迎来“一起做、一起发”的产业发展最
佳时期，期待搭建新平台，推动两岸共同合作、融合发展。

当日，吉台两地企业还签署了约 36.2 亿元人民币的投
资协议。同时，主办方还举办了吉台现代农业、装备制造、医
药健康产业三场座谈会，为吉台两地企业家搭建交流合作平
台。未来几天时间里，与会台商台企还将分别前往长春市、
四平市、通化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实地考察。

“台商台企吉林行”在长春举办
72家台企组团觅商机

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共绘“同心圆”

在福建省平潭综合
实验区上攀龟山遗址，
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
基地通过全息投影技
术、电子游戏、AR 展
示等新技术手段，向游
客展示考古出土的罐、
釜、杯、钵等陶器残片和
锛、矛、箭镞、磬、环等石
器。龟山遗址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出土的
大规模陶片层为福建沿
海地区首次发现，年代
距今 5500-3200 年。图
为工作人员通过电子游
戏技术，展示考古出土
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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