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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新华社西安4月 5日电 （记者蔡
馨逸） 4月5日，壬寅年清明公祭轩辕
黄帝典礼在陕西延安黄陵县黄帝陵举
行。典礼通过视频直播、线上线下联
动、开设网上祭祖平台等方式，缅怀
初祖、凝心铸魂。

当天上午 9 时 50 分，典礼正式开
始，全体肃立，击鼓鸣钟。身着 56 个民
族服饰的少年儿童唱响《黄帝颂》，表达
炎黄子孙对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崇敬
之情。在敬献花篮和恭读祭文后，全体
参祭人向轩辕黄帝像行三鞠躬礼。

随后登场的乐舞告祭亦古亦今、
大美大雅，体现中华祭祀文明的礼制
规范。在音乐声中，一条56米的巨龙
腾空而起，形象再现 “桥山龙驭”的
传说，象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年的典礼通过电视和多个网络
平台进行直播，并与台湾遥祭视频连
线点同步举行公祭典礼。在“中华云

祭祖”网络平台，无法亲临现场的炎
黄子孙可以“云游”轩辕黄帝陵，了
解公祭黄帝历史沿革和公祭仪程，虚
拟体验点烛、献花、在黄帝手植柏悬
挂祈福卡片等祭祖仪程，表达“心香
一炷祭轩辕”的拳拳赤子情怀。

在现场参加典礼的西安市台协会常
务副会长游丽秋说：“慎终追远，缅怀祖
先，让我们知道作为中华儿女应尽的责
任。两岸一家亲，我们应该携手奋进。”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
祖，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奉祀传统，自汉
代起就开始了在黄帝陵祭祀的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章舜粤说，黄帝和黄帝陵是中
华儿女表达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民
族认同的重要载体，清明公祭黄帝典
礼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情
感纽带。

据新华社香港4月 5日电 （记
者韦骅）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
彦在2020至2021年度立法会年报序
言中表示，完善选举制度确保了

“爱国者治港”得以落实，让“一国
两制”行稳致远。立法会在本年度
回复了久违的理性与秩序，会议工
作效率大大提升。

梁君彦介绍，立法会在2020至2021
年度有效处理积压多时的大量议程项
目，破纪录地通过了46项政府法案。

梁君彦表示，在该年度会期，
立法会共举行了49次会议，再没有
议员作出极不检点行为以致会议须

暂停或终止，各议程项目均能有
效、适时地获得处理。单就该年度
而言，立法会破纪录通过了46项政
府法案，比过去几届每个立法年度
平均通过约20项，多出一倍以上。

梁君彦说，在该年度，立法会财
务委员会（财委会）有效地履行其职
能，审核及批准政府提交的公共开支
建议。据统计，财委会共举行了48次
会议、约127小时。虽然会议次数及
时数少于上个会期，但所批准的财
务建议数目是整届立法会之冠，达
120 项，获批准的项目涉及的总承
担额合共约3278亿港元。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立法会回归理性 效率大大提升

新华社香港4月 5日电 （记者
韦骅）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5 日代表特区政府向离世的新冠患
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其家属和亲
友致以最深切慰问。

自第五波新冠疫情在香港暴发以
来，数千名安老院舍员工和数万名院
舍院友染疫，至今累计超过8000人离
世，当中逾九成为65岁或以上的长者。

特区政府自三月初因应疫情变
化，并参考内地专家意见后，已将
抗疫工作的阶段性重点放在“三

减”“三重”“一优先”（减少死亡、
减少重症和减少感染，重点人群、
重点机构和重点区域防控，优先处
理老年患者的救助和疫苗接种），并
在多方面提升抗疫能力。

林郑月娥表示，2022 年刚过了
3 个月，香港经历了新冠疫情自
2020年初在全球暴发以来最严峻的
局面，为市民带来了焦虑和失去亲
人的伤痛。特区政府定继续竭尽所
能，与社会各界携手合作，用好中
央大力支援，尽快稳控疫情。

林郑月娥对离世新冠患者表示深切哀悼

新华社香港4月5日电（记者韦骅） 香港特区政府2
日开始向全港市民免费派发“防疫服务包”，这一行动得
到了香港各界的广泛支持，多个社会团体出人出力，帮
助特区政府派发物资。

此次特区政府派发的“防疫服务包”共计350万个，此前
有 1.7万多名义工响应特区政府号召，参与服务包包装工
作。根据安排，派发工作目标在7天内完成。香港工会联合会

（工联会）表示，将一连7天全程参与物资派发工作，希望全
港市民能尽快收到中央对港人表达关心的抗疫物资后，做
好防疫抗疫工作，让疫情及早清零，社会恢复正常运作。

这是工联会继早前参与包装活动后，又一次大规模
动员各属会、地区服务处、议员办事处和“工联会抗疫
义工大行动”的义工参与抗疫活动。

民主建港协进联盟（民建联）沙田团队积极响应，日前
派出30多名义工，协助沙田民政处将“防疫服务包”派送至
大围1500多户唐楼家庭，并呼吁居民支持特区政府号召，
在 4月 8日、9日和 10日进行 3次快速检测，以便政府掌握
全港感染情况，为未来抗疫工作做好部署。

除了助力政府抗疫，多个团体也自发行动，帮助有需
要的人士。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教联会）教师义工网络联
同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举办为期六天的教育界“师·仁”
送暖行动，并于日前举办“教师社区服务日”。

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表示，在第五波疫情以来，教联会已
动员超过500名教师义工于各区进行抗疫工作，包括向长者、
少数族裔及前线清洁工派送饭盒、生活物资及防疫包，又探
访独居及长期病患退休教师，以及协助政府包装和派发“防
疫服务包”等。行动至今，已逾千人受益。此外，教联会还将近
期接收的防疫物资转赠予教育界同工，保障个人健康。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大联盟） 向多个义工团体、
劏房户和少数族裔送上儿童面罩及抗疫心意包。

大联盟副秘书长陈振彬到劏房户派发抗疫物资时
说，大联盟一定会竭尽所能，与社会大众一同抗疫，希
望香港可以尽早回到正轨。

为支持前线义工防疫抗疫，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及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向新界乡议局捐赠
73 箱防疫物资，并于 4 日举行捐赠仪式。乡议局主席
刘业强感谢光大控股向新界捐赠防疫物资，表示会尽快
将物资转赠有需要的乡民义工，希望香港社会万众一
心，各界守望相助，全力抗疫。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等机构日前向香港市民捐
赠40万个医用口罩及14万盒快速检测试剂。多个接收团
体表示，相信在中央及内地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团
结抗疫，定可走出疫情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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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温州电（江妙琼） 以“天
瑞地安·福牵两岸”为主题的温台信
俗文化交流活动在浙江温州瑞安和
台湾南投集集两地同步举行。近
500 名 温 台 两 地 乡 亲 “ 云 ” 聚 线
上，交流“同根同源”信俗文化，
共同祈愿两岸早日疫情消散、众
生安康，倡议两岸和平发展。此
次 活 动 由 瑞 安 市 台 胞 台 属 联 谊
会、瑞安东岳观、南投武昌宫联
合举办。

近年来，温州立足与台湾地缘
相近、人缘相亲、语言相通、民俗
相近的优势，广泛开展温台两地文
化、旅游、教育、信俗等领域交
流，举办各类交流活动超过 300 场
次，参与台胞超过 1 万人次，已经
形成了如两岸半屏山文化、两岸妈
祖信俗文化、两岸廊桥文化等为代
表的“一县一品”重点交流项目，
吸引了更多台湾同胞来温就业、创
业、学习和生活。

温台两地“云端”举办信俗文化交流温台两地“云端”举办信俗文化交流

民进党籍“立委”林楚茵近日在对台湾安
全部门负责人陈明通提出质询时声称，大陆通
过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用生活化的方式

“渗透台湾年轻人”，进行“认知作战”。陈明通
煞有介事地嚷嚷，“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将
保持密切关注云云。大陆社交媒体、影视剧等
受到岛内民众喜爱，民进党每每如临大敌，刻
意破坏两岸交流，其“逢中必反”的拙劣骗
术，既侮辱台湾民众智商，又伤害台湾民众利
益，注定不会得逞。

就在林楚茵大放厥词之际，有台湾网友发
现，她在抖音拥有账号，还上传过多达 26 条视
频。虽然林楚茵百般辩解这是“实习小编设立的
账号”，但台湾网友早已识破岛内政客见势不妙
就“甩锅小编”的拙劣戏码，纷纷发出嘲笑：一面
暗中追捧一面明里抵制，岂不是太过人格分裂？

日光之下无新事，民进党动辄炒作“反
中”，却经常自相矛盾、露出马脚。林楚茵曾于
两年前质疑大陆影音平台爱奇艺“未经许可进
入台湾市场”，随即被发现在台湾立法机构开会
时观看爱奇艺。工作期间都不忘摸鱼追剧，她

的“反中”大戏可算是穿了帮。林楚茵吓得火
速消灭证据，狡辩称“不是在追剧”，更满是此
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

有台媒总结，近年来，很多台湾年轻人手
机里都装有大陆社交软件。抖音自从2018年在
台湾设立运营团队后，每月活跃用户高达 300
万，近七成是 24 岁以下的年轻人。小红书、B
站等在岛内也热度不减。这些平台之所以深受
台湾年轻人喜爱，最直接的原因是好用、好
懂、好玩，能提供生活学习指南，帮助他们
提高生活质量、提升生活幸福感。这大概也
是 林 楚 茵 私 下 追 捧 的 原 因 。 但 当 林 楚 茵 们
以政客面目示人时，却立马对同样受用的“小
确幸”乱泼污水，只能说明他们凡事只会政治
操弄，早已远离台湾百姓生活，早已背弃台湾
百姓的利益福祉。

网络交流为两岸青年搭建了多元化展示的
平台，提供了更大的自我发展空间，也为两岸
青年相互了解、良性互动创造了更多机会。不
少台湾年轻人不但迷上了大陆社交平台，还

“入乡随俗”地在上面频繁使用简体字，平时说

话多有大陆常用语，说起大陆的影视剧、综
艺、明星、游戏、直播等也头头是道。对此，
民进党早就大受刺激。

民进党明知大陆文化产品在岛内深入人
心，为了赚取一党私利，便昧着良心造谣诬
蔑，千方百计地扣帽子。非但如此，还能禁则
禁，将爱奇艺等一举封杀。他们屡屡故伎重
施，蓄意阻挠破坏两岸民间交流，说到底是害
怕两岸同胞走近走好，害怕台湾民众了解大陆
的真实情况。他们抛出所谓“认知作战”，企图
蒙蔽台湾民众，制造“信息茧房”，煽动敌意、
仇恨和对立，最终损害的是台湾民众特别是台
湾青年的发展空间和利益。

人心是拦不住的，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是两
岸同胞主流民意，民进党妄图通过“反中”骗
术阻挠两岸交流，注定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也
必将被看破手脚，遭到台湾民众的唾弃。

民进党“反中”骗术又穿帮了
张 盼

海峡两岸清明共祭轩辕黄帝海峡两岸清明共祭轩辕黄帝

图为壬寅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现场。 图片来源：香港中通社

中央援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组长仝
小林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突
出中医优势，以“易懂、易行、易
得”为落脚点，帮助香港抗击新冠疫
情，并希望将来建立长效机制，使中
医持续造福香港市民。

本次中央援港抗疫中医专家组共
7人，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担任
组长。他们应香港特区政府邀请，于
3月29日上午抵港进行考察。抵港后，
专家组一行与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
香港医院管理局、香港中医药管理委
员会等多方进行了交流，并前往伊利
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北大屿山医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亚洲国际博览馆
的新冠治疗中心等地了解治疗情况。

仝小林表示，在与特区政府相关
部门、中医药界和西医同行深入沟
通，同时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调研后，
他们在多个方面达成共识：首先，将继
续把“三减”“三重”“一优先”（减少死
亡、减少重症和减少感染，重点人群、
重点机构和重点区域防控，优先处理

老年患者的救助和疫苗接种） 作为下
一步工作的重点，同时将“三易”

（易懂、易行、易得） 作为落脚点。
“简单地说，‘易懂’就是让居家

抗疫人群懂得如何正确选择和使用中
药；‘易行’就是能够统一方案，以
标准化的形式对香港在岗中医师进行
培训和推广；‘易得’就是让抗疫人
群以简单的方式获得中药的使用指
导，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宣传，让大
家得到帮助。”仝小林解释说。

“另外一个共识是在干预方面，
希望中医可以尽早介入、全面覆盖，
比如对于密接、次密接人群的预防，
以及在康复期康复手段的延伸等。”
仝小林说。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
仝小林举例表示，2020年在武汉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时，中医同样采取了全
链条干预模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武汉期间，给我们最大的一
个感受，就是中医一定要在早期介
入，而且越早越好。我们给密接、次

密接用药，这是早期干预。同时，我
们对轻型、普通型和重症患者进行治
疗，再加上后面的康复，这就形成了
全链条的干预。这对于减少发病、增
强治疗效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仝小林说。

在武汉，通过社区短期内大面积
发放药物，用通治方治疗，在早期阻
断了疫情蔓延。仝小林表示，对于香
港的抗疫，通治方同样适用。

“通治方实际上是抓住核心病
机，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加减。香港目
前的感染人数达到了百万级，我们在
总结香港的人群特点、地域特点和季
节特点后，认为采用通治方是没有问
题的。连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
粒、藿香正气还有疏风解毒胶囊等，
都是第九版诊疗方案中推进的一些中
成药，有的已经顺利通过香港特区政
府的豁免。”仝小林说。

同时，仝小林强调加强中成药的
使用指导，他说：“有些病人不了解
自己的患病程度，也不清楚个人体质

是寒是热，所以用药后可能会有不良
反应，再加上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
可能影响整体治疗效果。因此我们希
望推出能解决大部分病人疑问的指导
意见，将积极和香港中医药界沟通。”

他同时介绍，从内地的治疗经验
来看，中医对于老年新冠患者的康复
有良好效果。“中医强调对于整体的
调整，很多老人有基础性疾病，这样
的情况下中医参与进来是非常好的。
香港中医师在医管局的组织下，也参
与了老年患者的救治，得到了积极反
响。此外，新冠在部分病人身上会留
有后遗症，中医对于呼吸系统、消化
系统的症状，包括对于肺部纤维化的
改善都非常有效，所以在康复阶段应
该扩大中药的应用。”

仝小林表示，之后会建议香港特
区政府将中医药全面纳入公营医疗体
系之中，建立长效机制，使中医药服
务更多的香港市民。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韦骅、
万后德）

用好中医优势助香港抗击新冠疫情
——访中央援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组长仝小林

4 月 3 日，在位于广东省
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南侧的
深中通道，各标段建设者们正
在加紧施工。目前，深中通道
桥梁施工已完成所有引桥桩基
础工程，西人工岛已完成筑
岛，东人工岛已完成堰筑段临
时性护岸构造工程施工，建成
后将构成粤港澳大湾区“大通
道”的重要支撑。图为深中通
道施工现场。

魏劲松摄 （人民视觉）

大湾区
“大通道”

大湾区
“大通道”近日，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中塘村，当地农民不误农时，加紧春耕。

图为农民正在整理秧苗。 陈志强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