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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经贸开年数据亮眼。海关总署 4 月 13
日发布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两岸进出口贸易额
为8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5.2％。另据台湾财
政主管部门数据，台湾第一季度对大陆出口额
达 49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自大陆进口
额为 21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4%，台湾对大陆
实现贸易顺差276.3亿美元。大陆持续稳居台湾地
区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两岸
融合发展不断深化、经贸合作势不可挡。

大陆始终向台胞敞开温暖怀抱，愿意与台
胞共享发展机遇。台商持续看好大陆巨大内需
市场、完备产业体系、强大生产制造能力和广
阔发展前景。2021年，台资在大陆投资额达9.4
亿美元，台湾对大陆出口规模占总出口比重
42.3%，创下历史新高。随着“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推进实施，大陆经济环境
将更加平稳健康，营商环境将更加公平优化，
为台商台企提供的机遇将更多、服务将更好，
更多台胞将从两岸经贸合作、融合发展中获利
受益。

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民
进党却张口闭口就是“两岸脱钩”，不断诋毁大
陆营商环境，对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百般刁难，
对于两岸经贸交流更是设置重重障碍，做尽了
断路、挖坑的勾当。

早在民进党上台前，他们便大肆攻击国民

党让“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两岸签署
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之际，他
们又造谣抹黑，妄称这将令台湾至少 400 万人
失业。

为了切割与大陆的经贸联系，民进党当局
舍近求远、将东南亚国家视为台湾经济的出
路，下血本砸钱给优惠政策。然而无论是昔日

“南向政策”，还是如今的“新南向政策”，皆因
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只落得一败涂地。民进党
当局虽大力鼓吹，“新南向”出口数字却一路下
探，甚至呈现近10年新低。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时，民进党当局迫不及
待地下令岛内企业停止进口大陆原物料，对大
陆售台钢铁产品等展开反补贴与反倾销调查，
还有人鼓吹台湾企业放弃大陆的生产基地，切
断两岸经贸往来。民进党随后抛出“重组供应
链”议题，企图谋求两岸“产业脱钩”。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民进党更鼓噪“趁疫情跟大陆
脱钩”，并以一连串小动作，对两岸经贸交流横
加阻挠。

抽刀断水水更流，纵有民进党当局从中作
梗，从历年经济数据观之，台湾对大陆的出口
依赖度反而更高、对大陆投资反而更多。要知
道，台湾的贸易盈余来自大陆，中药材、汽车
零组件等诸多原材料和生产部件主要来自大
陆，两岸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体，怎么可能

切割得开？
岛内有识之士指出，中国大陆是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市场，更
是极重要的生产基地。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无法
跟中国大陆切割，这就是全球化的产业分工。
偏民进党坐井观天，不切实际地妄图与大陆切
断联系，岂不可笑之至？！

分明百般绕不开，民进党不思反省，反倒
变本加厉操弄“两岸脱钩”。他们幻想着外部势
力撑腰打气，但美国“莱猪”（含瘦肉精猪肉）、日
本“核食”都吃了，天价军售也多次认了，可曾换
来真正的实惠？民进党口说发奋图强，却连岛内
企业发展最基本的供电保障都做不到，还谈哪
门子竞争力？其为了一己政治私利，逆经济规
律而动，伤害的是岛内民众的利益福祉。

甭管民进党当局如何粉饰太平、如何饥不
择食拉外援操纵舆论，都掩盖不住其施政无方
的惨淡现实。台湾摆脱“闷经济”、重焕发展活
力的希望在大陆，两岸经贸合作符合市场规
律、符合两岸同胞的利益需求，民进党当局逆
势而行，只会一再被现实打脸至鼻青脸肿、头
破血流。

两岸经贸数字打脸民进党“脱钩论”
张 盼 本报香港4月14日电（记者陈

然） 针 对 美 国 国 务 院 发 表 所 谓
《2021年国别人权报告》，再次就香
港事务指手画脚，大肆抹黑香港国
安法和新选举制度，诋毁香港特区
政府依法施政，赤裸裸干预香港事
务和中国内政，外交部驻港特派员
公署发言人14日表示强烈不满和坚
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香港回归以来，
“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得到全面
准确贯彻落实，香港居民依法享有
的言论、新闻、结社等广泛权利自
由得到切实保障。香港国安法的有
效实施和新选举制度的成功实践，
堵塞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漏洞，
扫除了香港民主发展的障碍，维护
了法治和社会秩序，推动香港迎来
由乱转治新局面，开启良政善治新
篇章，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全体
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当前特区
政府正团结各界集中精力抗击疫
情、振兴经济、改善民生，社会安
居乐业的大好局面不容歪曲，思稳
思进的主流民意不容抹杀，由治及
兴的历史大势不容阻挠。

发言人强调，在尊重和保障人
权方面，美自身内外欠账、恶行累
累，却还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蓄
意散布政治谎言和意识形态偏见，
打着“人权”幌子满世界招摇撞
骗。美国的世界自由指数和法治排
名长期以来都落后于香港，抗疫不
力、种族歧视、枪支暴力等人权惨
状频出，对外悍然输出战争导致阿
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多国人权
灾难。所谓“人权”只是美虚张声
势的“空头支票”，只会让人进一步
看清其虚伪双标、强盗逻辑和霸权
嘴脸。美自身“人权”的“遮羞
布”早已被扯下，又有何资格和脸
面以“人权判官”自居对中国香港
说三道四？

发言人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
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
决心坚如磐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
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如磐石，敦促美
方反躬自省、改过自新，恪守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
打着“人权”幌子祸乱香港的政治
闹剧。

外 交 部 驻 港 特 派 员 公 署 敦 促 美 方
立即停止打着“人权”幌子祸乱香港的政治闹剧

据澳门特区政府金融管理局消
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近
日总结 2022 年澳门特区的第四条
款磋商并发布代表团工作人员报
告，对澳门特区宏观经济及金融状
况作出评估分析。报告肯定澳门特
区政府有效运用财政资源减轻疫情
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预测澳
门今年经济增长 15.5%，明年经济
增长23.3%。

当前，澳门社会各界正全力以
赴，推动经济稳定复苏。

落实疫情纾困政策

IMF在报告中肯定了澳门特区
政府有力的防疫政策，以及有效运
用财政资源减轻疫情对经济造成的
负面影响。疫情发生以来，特区政
府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推出增投资、减税费、扶企
业、稳就业等多项经济援助及疫情
纾困措施，保障居民就业和生活稳
定，促进经济稳定复苏。

针对受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
特区政府有效落实扶助中小企业的
各项政策，根据情况研判推出援助
措施，协助企业纾缓资金、经营成
本、人力资源以及市场需求不足等
方面的困难，精准支援中小企业。

此外，特区政府还实施积极
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投资，藉此
扩大内部需求，提振经济。根据
澳门特区政府 2022 年财政年度施
政报告，投资与发展开支计划初

步安排 183.2 亿元 （澳门元，下
同） 的预算，推进基础设施、公
共房屋、市政设施以及新基建等
各类工程项目。

发挥旅游引领作用

旅游业是澳门经济发展支柱产
业之一，促进旅游业逐步复苏是目
前 促 进 澳 门 整 体 经 济 复 苏 的 关
键。为配合澳门特区政府拓展客
源的工作，特区政府旅游局近日
联同多家单位启动系列宣传“感
受澳门乐无限”月月精彩活动，
将整合串联不同月份的特色活动
和节庆，每月推出游澳主题，积

极宣传当月盛事活动。
据介绍，今年4月到12月，澳

门计划推出“艺游春日”“潮玩海
陆空”“美食 666”“夏日乐缤纷”

“邀约金秋”“全城跃动”“闪亮冬
日”等主题活动。旅游局将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持续宣传澳
门安全宜游的信息，吸引旅客来澳
门旅游，推动旅游经济复苏。

在扩大本地旅游需求方面，
特区政府旅游局于去年 4 月推出

“澳人食住游”项目，为每名澳门
居民提供最多 280 元的本地游旅
费补助和 200 元酒店体验补助，
活 动 期 延 续 至 今 年 8 月 31 日 。
IMF 预测，随着澳门本地游需求

及访澳旅客回稳，将带动今年澳
门特区经济增长15.5%。

促进经济适度多元

在巩固提升旅游休闲产业的同
时，澳门近年来还抓住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
遇，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推动经济
适 度 多 元 可 持 续 发 展 。 去 年 12
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二个五年规划 （2021-2025
年）》公布，加快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内容
被写入其中，成为澳门特区未来五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IMF在报告中指出，经济适度
多元政策若得到有效实施，将有
助增强澳门特区的经济韧性，建
议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增加有助
经济多元的专业技术型劳动力供
应、增加资讯和通信技术等基础
设施的投资、促进区域合作以及
优化营商法规等。随着澳门特区进
一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有关投
资的增加，澳门特区明年的经济增
长预计将提速至 23.3%，而长期潜
在增长率则约为3.5%。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表
示，特区政府将围绕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这个初心和主线，做
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这篇文
章，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
带一路”建设，主动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

澳门全力推动经济稳定复苏
本报记者 金 晨

广
东
企
业
发
起
公
益
活
动

向
中
央
援
港
应
急
医
院
建
设
者
致
敬

本
报
记
者

贺
林
平

周
珊
珊

广
东
企
业
发
起
公
益
活
动

向
中
央
援
港
应
急
医
院
建
设
者
致
敬

本
报
记
者

贺
林
平

周
珊
珊

新华社南宁/香港 4月 14 日电
（记者林凡诗、郭轶凡、黄茜恬） 14
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壮
族三月三”走进港澳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在广西南宁主会场、香港分会
场以线上直播方式同步进行，展示
广西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通
过视频致辞表示，举办该系列活
动，有助市民加深认识广西文化，
也能凝聚正能量。桂港连心，同行
抗疫，一起为香港打气。

“壮族三月三”是广西壮族人民
的传统节日，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广西首次举办

“壮族三月三”走进港澳系列活动。
香港和澳门一直是广西旅游的重要
客源地，此次“壮族三月三”走进

港澳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2月。
活动启动后，将在香港举办

“节日民俗展演”“市民互动体验”
“壮美广西美景进小区和港铁”等主
题活动，推介展示山歌对唱、抛绣
球、竹竿舞、铜鼓表演等传统民俗
文化，以创新形式把广西绚烂多彩
的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带进香港、
澳门。

此外，为了促进内地与港澳青
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
融，并为港澳青少年到广西游学提
供专业指引，10条覆盖广西14个地
级市的港澳青少年游学线路在启动
仪式上发布。

此次活动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统战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及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共同主办。

“壮族三月三”走进港澳系列活动启动

游客在澳门大三巴牌坊前游览。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4月14日，福建省
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
的乌山历史风貌区，山
在城里，城在山中，青
绿色的乌山与繁华的城
市相融合，成为吸引游
客前来游览的胜地。福
州市近年来秉持“还山
于民，还绿于山”的原
则，加大乌山历史风貌
区保护修复提升工作，
清理拆除不协调建筑共
45 栋，山体复绿面积
5.1公顷，形成总长 6.8
公里三大环形游赏园路
系统，让游客在游览乌
山秀美景色的同时，感
受闽都“福”文化的历
史底蕴。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4月 8日，建设者们身穿印着“中央援港 同心抗疫”的文化衫离
开驻地。 贾 凯摄

日前，2万余名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建设者陆续收
到了印有“中央援港 同心抗疫”字样的文化衫。在
印有自己名字的荣誉墙前，建设者们纷纷穿上文化
衫，合影留念。

中央援港应急医院位于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
从正式开工到一期交付，仅用了短短一个月时间。
据项目施工方统计，项目总用工达 18万余人次，参
建人员2万余名，高峰期1.4万余人同步施工。

为表达对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建设者逆行出征的
敬意，东莞市工商联联合南方都市报共同发起“中央
援港 同心抗疫”致敬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建设者公益
行动，为奋战在一线的建设者送去2万余件文化衫。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的 90
后工程师丁浩，在离开驻地这一天收到了文化衫和
其他纪念品。“纪念品都印着‘中央援港 同心抗
疫’的字样，非常有意义。我特别喜欢蓝色的文化
衫，有纪念价值，会珍藏起来。”丁浩主要参与通风
技术相关工程，需要半蹲着钻进闷热的建筑夹层里
工作，有时一干四五个小时才能出来。

“调试成功的那一瞬间，有种想哭的冲动。”丁
浩清楚记得调试成功现场大家欢呼相拥的画面，“那
一刻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刚去现场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中建八局
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安装公司的吴雷强说，在铁栈桥还
未修建好时，车辆进出存在不少阻碍，一些材料运输
工作需要靠人力完成。“香港严峻的疫情让我们不得
不抓紧时间，每一位现场的建设者都很辛苦，让人
很感动。”吴雷强为自己、也为一起奋战的同事们感到
骄傲，“这件衣服穿在身上，让人觉得很光荣！”

早在今年 2月，东莞市工商联 （总商会）、东莞
世界莞商联合会联合发布 《关于支援香港抗疫的倡
议书》，倡议各镇 （街道） 工商联 （商会）、莞商会
镇 （街道） 办事处、各商会协会及广大非公企业和
人士等行动起来，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共克时
艰，积极为香港抗疫捐款赠物，帮助他们打赢这场
疫情阻击战。截至目前，共捐赠了价值数百万元的
物资，包括棉被、防护服、测试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