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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
12月24日发表谈话表示，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一再惺
惺作态对香港民主发展“表示关切”，但其真实目的是
要搞乱香港以遏制中国，被他们玩弄的民主骗局如此
虚伪险恶，实在可鄙！

发言人指出，民主本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却被
美国用作干涉他国内政、遏制别国发展、维护自身霸
权的工具和武器。这些年来美国在全球各地起劲地

“输出民主”，是真的“关切”这些地方的民主吗？从
策动欧亚多地的“颜色革命”、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
春”，到挑起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的惨烈
战争，美国输出民主给这些地方带来的是国家分裂、
政局动荡、社会撕裂、民不聊生，是数百万无辜平民
伤亡，是数千万人骨肉分离、无家可归。可以说，美
国“输出民主”的历史，就是当代人类的灾难史，是
现代文明的耻辱史。

发言人表示，在香港，美国又想故技重施。其怂
恿、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连续制
造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等社会动乱，百般阻挠香
港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规定循序渐进发展符合香港
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在香港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
折后，他们仍不甘心失败，大肆攻击抹黑中国政府对
港政策，并接连炮制涉港法案，悍然实施对港制裁，
把香港特区政府依法维护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说成是

“侵犯”人权自由，却竭力包庇违法犯罪的反中乱港
分子。看到新选举制度将其豢养的反中乱港分子彻
底排除在外，便气急败坏地联合盟友发声、联署，
污蔑诋毁新选举制度。很显然，他们“关切”的根
本不是香港有没有民主、能不能保持繁荣稳定发
展，而是其代理人能不能篡夺特别行政区管治权，香
港能不能继续成为其任意操控对中国进行渗透颠覆活
动的“桥头堡”和遏制打压中国的“棋子”。此等险恶
用心，早就被世人看透了！

发言人表示，跟在美国背后亦步亦趋的英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在香港民主发展问题
上扮演的角色同样不光彩。英国在旧中国积贫积弱之
时以武力侵占香港，对香港实行了一个半世纪的殖民
统治。港英当局对华人实行种族歧视，长期把华人排
斥在管治架构之外，哪有半点民主？英国政府屡次禁
止在香港进行民主改革，绝不允许香港出现民主元
素，却在其殖民统治末期急速推进“政制改革”，完全
是别有用心，是企图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
体，阻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实行有效管治，
延续英国对香港的政治影响。这些年，英国又跟随美
国起舞，对香港民主发展说东说西，操弄所谓BNO移
民政策，发布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叫嚣“永远与
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仍然是做着“帝国旧梦”。澳大
利亚等国在给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张目、干扰破坏香港
民主法治等方面也是丑态多多、劣迹斑斑。他们都不
是真正“关切”香港民主发展，而是盘算着各自利
益。那些小心思，也早就被世人看透了！

发言人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设计
者、创立者、维护者和推进者。香港回归祖国才开启了民主的新纪元，中央
政府始终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有
序发展民主，为推动香港民主向前发展持续作出重大努力，包括批准对行政
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修改、为实现普选目标定下时间表、为实现行政
长官普选绘制路线图等。尤其是针对反中乱港分子及其背后的外部势力的阻
挠破坏，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
重大转折，推动香港民主发展重回正轨。到底是谁在支持、维护和推动香港
民主发展，又是谁在干扰、破坏和阻挠香港民主发展，世人和港人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再不会听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那些鬼话！

据新华社香港电 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12 月
23 日举行“香港的民主道路”座谈
会。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陈冬在会上表
示，香港所走的民主之路是光明正大
的康庄大道。

此次座谈会由中联办主办，中央
驻港国安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香
港特区政府、香港主要政团社团代
表、中资企业代表、青年和基层人士
代表等近百人出席座谈会。

陈冬表示，只有符合自身实际、
能够解决自身问题的民主才是好民
主。新选制下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
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好的民主，
应凝聚社会共识，而不是造成社会
撕 裂 和 冲 突 ； 应 维 护 社 会 公 平 正
义，而不是导致社会阶层和利益固
化；应保持社会稳定有序，而不是
带来混乱和动荡；应让社会充满向
美向善向上的正能量，而不是充斥
假恶丑的负能量。

他说，这让我们更加坚定香港民
主发展的底气和信心，再次确认香港
特色民主这双“鞋子”是合脚的、舒
适的，香港所走的民主之路是光明正
道、康庄大道。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
刘光源表示，《“一国两制”下香港
的民主发展》 白皮书让我们看清谁
是香港民主的真正开辟者。香港在
英 国 殖 民 统 治 下 根 本 没 有 民 主 可
言，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 治 的 方 针 ， 全 面 构 建 了 香 港 特
区的民主制度，开启了香港民主新
纪元。

他认为，针对香港民主制度中的
漏洞，中央政府制定实施香港国安
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为香港民主
发展重回正轨创造了条件。新一届立
法会选举是优质民主、实质民主的成
功范本，广大香港同胞当家作主的民
主权利得到体现，充分说明新选制是
一套好制度。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在会上表示，民主制度不能也不应该
被某一个国家垄断。世界上没有放之
四海皆准的一个民主标准，也没有唯
我独尊的民主模式。

他强调，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离的部分，香港的治理体制产
自宪法和基本法，香港的民主必须按
宪法和基本法发展。

“香港的民主道路”座谈会在港举行

国
务
院
港
澳
办
发
言
人
：

被
玩
弄
的
民
主
骗
局
再
不
能
蒙
蔽
世
人
和
港
人

“我以大陆中医专家张伯礼调
制的清肺排毒汤为基础，结合台湾
夏季气候特点，对药方进行微调，
成功治愈了台湾新冠肺炎重症患
者。”在近日举行的“两岸中医药名
师对话”活动上，台籍中医师谢发
嶽对本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用中医
药抗疫的故事，“我感到非常骄傲，
这就是两岸中医药交流的成果。”

当天的交流活动在北京、台北
两地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两岸
中医药专家学者共同分享中医抗

疫经验，探讨中医药发展新趋势，
促进海峡两岸中医药文化互联。

中医在两岸抗疫工作中发挥
了独特作用。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副局长李德娟说，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两岸中医药人全程深度
参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诊疗方
案，并推出一批有效中药，疗效
得到实践检验。各位专家学者毫
无保留地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医药
防控救治经验，向全球贡献了中
医智慧和中医力量。

北京地坛医院收治了首批新
冠肺炎患者，中医药在其中扮演
重要角色。该院中西医结合中心
仅用 17 天就研发出效果显著的

“银丹解毒颗粒”，中心主任王宪
波是研发团队带头人，他告诉记
者，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的
作用有目共睹，在改善症状、促
进肺部炎症吸收、缩短患者住院
时间等方面效果十分明显。

“两岸在中医药领域的交流很
有必要且有意义。台湾的中医更
加传统，注重经典和中医思维；
大陆的中医更注重传承基础上的
创新，更多结合了现代医学的发
展。两岸同道可以相互借鉴，携
手将中医药智慧发扬光大。”王宪
波说。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急诊科主任齐文升近两年来9次奔
赴抗疫前线，拥有丰富的抗疫经
验。他对记者说，大陆积累了不
少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方面的
经验，两岸应该就此加强交流，
互通有无。这对全球疫情防控也
会大有好处。

台籍中医师、北京市鼓楼中
医医院京城名医馆特聘医师吴丽
鑫，来京发展已有 17 年，早将这

里视作“第二故乡”，目前有 9个
徒弟。她告诉记者，近年来，中
医药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关
注，希望两岸中医尤其是青年多
多交流，加强合作。

谢发嶽之女谢启彦的经历，
证明两岸青年中医交流大有可
为。前些年在台湾经营诊所时，谢
发嶽一直计划由女儿继承衣钵。但
谢启彦在台湾读完了食品营养专业
本科后，2005年前往北京中医药大
学本硕连读，发现大陆中医药发展
空间很大，毅然决定留在大陆。为了
支持女儿，谢发嶽66岁时通过考试
取得大陆中医师资格，举家迁往北
京。他如今担任修正药业集团华夏
中医馆特聘专家，女儿也在医馆坐
诊。在谢发嶽看来，两岸中医药同
根同源，可以通过交流，共同整理
传统方剂，不要让经典遗失。

活动主办方之一、台企旺旺
集团副董事长周锡玮在连线中
说，日常生活中，中医药除了诊
断治疗疾病，还能在保健养生预
防上发挥功效。希望本次活动可
以建立新的平台，让两岸民众认
识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期待两
岸中医药名家一起努力，共同传
承中医药这个中华文化瑰宝。

两岸专家分享中医抗疫经验——

共同传承中医药这个中华文化瑰宝
本报记者 张 盼

今年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与台湾
一水之隔，厦门经济特区因“台”而设、因

“台”而特，是两岸融合最前沿。40年来，厦
门经济特区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
路，努力打造台胞登陆的“第一家园”。

1980 年 10 月，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一年
后，随着湖里区工地上一声爆破巨响，厦门经
济特区建设大幕正式拉开。

作为首批到大陆投资的台商，台湾仕霖集
团董事长吕理镇1987年来到大陆。在考察了几
个城市后，他最终选择了厦门。

“厦门离台湾很近，有着相同的乡音、文
化习俗、风土人情。更为重要的是，厦门作为
经济特区，有政策支持。”吕理镇介绍，1989
年，仕霖集团在厦门成立了建霖卫浴公司。

依靠大陆市场，加上当地政府政策、本地
人才的加持，建霖卫浴公司成长为建霖集团，
并于 2020 年 7 月在大陆 A 股上市。“厦门是一
个很好的投资地，也是两岸合作的典范。”吕
理镇说。

40 年来，厦门在两岸“三通”、经贸合
作、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基层政党交流等方
面不断有“破冰”之举，持续深化两岸交流合
作综合配套改革，建设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
务业合作示范区、两岸金融中心、东南国际航
运中心、对台贸易中心等“一区三中心”，厦
台集成电路、平板显示等产业合作结出硕果。

如今，厦门已成为两岸经贸合作最紧密的
区域：厦门引进了友达、宸鸿等20多家台湾百
大企业，台企工业产值约占厦门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 1/4。目前，台湾是厦门第二大贸易伙
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六大出口市场，厦
门口岸的台湾水果、食品、酒类、图书、大米
等进口量稳居大陆第一，是大陆最大对台贸易
口岸。

不久前，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因疫情影响
延至岁末登场，两岸各界表现出很高热情。作
为两岸交流交往最活跃的平台，以闽南文化为
纽带，厦门重点打造了海峡论坛、工博会、文

博会、图交会等50多个大型两岸交流活动，成
果显著。

两岸合作的未来在青年。来自桃园的台青
创业者范姜锋把厦门比喻成自己的“逐梦之
地”。2016 年，范姜锋与大陆合伙人共同创办
了厦门启达台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如今成果
斐然：协助7000多名台湾青年来闽交流，帮助
超过300名台青、150个项目在闽落地……

厦门还推出多项惠台利民举措：创新设立
台胞服务中心、台胞驿站、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等涉台服务机构，积极为台湾青年追梦、筑
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搭建更大舞台。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厦门，打拼事
业，落地生根，成为一道靓丽的青春风景线。
目前，厦门已建成多个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其
中厦门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创客基地等 7个基地
获批国台办“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 （示
范点） ”。

“在厦门，我看到了在台湾从来没看过的
风景。”范姜锋说，“厦门区位优势明显，还有
完善的配套政策，是许多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
的首选地 。”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超过 12万名台胞在厦
门工作、生活，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众多
台胞主动当义工、参与社区治理融入本地生活。

“台胞和大陆同胞已成为社区共同体。”厦
门市湖里区兴隆社区台胞主任助理熊麒说，在
他们社区，两岸同胞已经从“陌邻”变为“友
邻”，真正实现了具有共同情感体验的“两岸
一家亲”。

厦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表示，厦门经济
特区建设 40 年来，广大台胞、台企既是参与
者、创造者，又是亲历者、受益者。台胞、台
企在助力厦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搭上国家改
革开放高速发展的“列车”。

（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付敏）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

打造两岸融合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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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中医药专家学者在活动现场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交流。
北京电视台供图

近年来，浙江省
台州市仙居县以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引导农民发展高
效花卉产业，实现
种、产、销、观光一体
化经营，“鲜花经济”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图为仙居台湾农
民创业园一家花卉种
植基地大棚内，农民
在搬运花卉。

陈月明摄
（人民视觉）

本报香港12月26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26 日表示，香港下年度财政预算案
的咨询工作已陆续铺开，香港正处于
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期待未来的新阶
段将展现新气象。

陈茂波当日发表网志说，在社会
层 面 ，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成 效 明
显，经济逐步复苏；在治安方面，
落实香港国安法令香港由乱转治的
局 面 不 断 巩 固 ， 社 会 恢 复 安 宁 稳
定，局势持续向好发展；在政治方
面，在完善选举制度以落实“爱国
者治港”原则后，顺利举行了两场
重 要 选 举 —— 选 委 会 和 立 法 会 选

举，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发展
迈出了坚实步伐。他说，行政主导
体系获得巩固，有利于开启良政善
治的新里程，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陈茂波表示，香港社会的稳定
局面来之不易，是在中央政府领导
下特区政府团队努力层层推进的成
果。市民的权利依法受到保护，社
会各界别各阶层广泛而均衡参与的
政治格局得到确立。可以说，现在
的发展状况印证着新选举制度既符
合“一国两制”原则，也符合香港
实际情况，为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提供了制度支撑。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

香港正处于发展的黄金窗口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