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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15日在铜锣湾进行最后一
次“占中”清场。这意味着扰乱香港的
非法“占中”将在持续 79 天后彻底落
幕。摆在香港面前的问题是，“占中”之
后，政改之路要怎么走，社会伤痕又要
如何弥合？

“占中”结束 争议未熄

上周四，香港警方清理了“占中”
最大的据点金钟。香港媒体当日评论，

“一场违法乱港的闹剧以失败告终”。铜
锣湾是占领行动的最后一块小据点，目
前约剩数十人徘徊不去。

在香港民意支持下，警方行动日益
坚决。11日，金钟区不在禁制令以内的
路段也得到了“全面清场”，警方拘捕
200 余人。12 日晚，警方又在旺角区拘
捕了“鸠呜团”的 3 男 4 女，这些人以

“购物”为名非法聚集，滋扰商户与过往
车辆。

14日凌晨，一批香港市民在旺角多
个路段聚集，阻碍道路并影响商铺经
营，警方以涉嫌参与未经批准的公众集
结和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拘捕20人。

警方 14 日举行记者会表示，15 日
将对铜锣湾进行清场。跟之前的清场
相比，这次行动难度不大。之后，困
扰香港达 79 天之久，给经济民生与民
主法治都带来巨大伤害的“占中”，将
彻底结束。

不过，香港的政改之争未必会随之
结束。香港反对派政党近日扬言，将
抵制明年的第二轮政改咨询并否决政
改方案。“占中”组织者学民思潮则表
示会发动第二波行动，包括在咨询会
场内外请愿和发动“公民抗命”。香港
学联等组织，14 日则公布“抗租拆税
各界不合作运动”。

一场“有破坏无建设”的抗争

“占中”给香港带来数以万亿港元的
经济损失，令香港的商业环境、国际形
象和法治基础受损，更给香港社会徒增
裂痕。近80天的抗争，未取得任何有建
设性的成果。

香港 《成报》 12日发表评论说，这
场闹剧究竟争取了什么呢？除了学联成
功争取一次机会与特区政府对话辩论外

（也没达成共识），似乎别无其他。而反
对派议员等众“政治明星”11日在金钟
一一涌现，在遭拘捕的一剎那以各式抢
眼球的方式，参演一场浪费警力的“公
民抗命”剧目，可笑又可悲。

香港 《东方日报》 12 日的评论指
出，历时两个半月的占领行动以强势登
场，以溃败落幕。展望未来，香港 《明
报》 指出，占领运动结束实际上是诸多
问题重新白热化的开始：特区政府与反对
派对峙日亟，社会稳定陷于阴影之下，建
设若受阻延，窒碍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便
难望改善，深层次矛盾恶化，“后占领”时
期的香港前景似乎不甚乐观。

香港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12日
参加电视节目时形容，“占中”拿香港的
整体利益冒最大的政治经济风险，“有破
坏无建设”。中央原本信任香港，但经此
一役，对政改的看法只会更保守。她认
为，行动发起人不应呼吁市民参与不合
作运动，例如不交税、不交租，这样做
只会令社会撕裂，带来的心理伤害无可
挽救，连民粹社会都不如。

后“占中”之路怎么走？

后“占中”时期，香港要如何继续
政改之路，如何弥合社会伤口？多位涉

港专家认为，香港必须从“占中”吸取
深刻教训。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14日表
示，香港在“占中”之后需要深刻反思、汲
取教训。他说，对如何能够在香港特区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以及如何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需要一个反思，
然后共同谋划依法治港，而依法治港的

“大法”就是中国宪法及基本法。
“占中”能在香港掀起波澜，根源在

于部分港人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缺
乏基本的了解。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陈经纬12日在一个论坛上提出，香
港应该在“占中”之后设立基本法和

“一国两制”推广中心。
在同一场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张定淮进一步指出，香港社会习惯于用意
识形态差异分化两地，并且拒绝正视中央
与香港之间的关系，这是“占中”背后重要
的深层次原因。他指出，改革
开放 30 年，内地和香港巨大
的差异已从全面、对抗性的差
异转变成局部、非对抗性的
差异，港人是时候放下对内
地在政治上的“道德愧疚”
和制度上的傲慢了。政改的
问题，中央只能根据基本法
办事，这是各方可以达成的
最大公约数。“占中”之后，
港人要回归理性，不要再搞
不切实际的方案。

张定淮说，长久以来，
内地也在多维度审视香港。
在内地看来，香港是法治、
自由、民主、资本高度集中
的社会。内地原本以此为榜
样，一直说要“多造几个香
港”。希望有朝一日，香港不要
成为“高度政治化”的社会。

““占中占中””之后之后 香港政改之路怎么走香港政改之路怎么走
本报记者 王 平

香港警方将在 15日清除违法“占中”最后一个
“占领区”——铜锣湾“占领区”。图为 12 月 12 日，
留守人士为数不多的铜锣湾非法“占领区”，部分示
威者正在离开。 洪少葵摄 （中新社发）

12月14日，来自粤港澳地区的1000多名青年学生和广东边防五支队官兵在珠海拱北口岸
参加迎接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升旗仪式。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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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千人升旗迎澳门回归15周年

国民党主席补选 12 日上午开始进行
领表登记。截至目前，一共有7人有意参
选，但只有新北市长朱立伦委托幕僚顺
利缴交新台币 200 万元领表成功。有人
说，作为党内中生代的领军人物之一，
朱立伦在目前党内无人敢撄其锋的情势
下笃定当选。一个观察指标是，听闻朱
立伦要选，蓝营士气大振。近些日子遇
到媒体采访经常推三阻四的国民党“立
委”，受访意愿也立马就高了起来。

众人力拱，终于答应参选

朱立伦终于松口了。12 日清晨，他率
先在网络上公布了确定参选国民党主席
的消息。不过朱立伦同时还有重磅消息放
出，即答应做满新北市市长任期、不会参
选2016年“大选”。只是在目前蓝营集体寻
找新共主的急迫情势下，后两个表态被有
意无意忽略掉了。

千呼万唤终出来，朱立伦果然不再扭
扭捏捏。从国民党“九合一”败选第一天
起，朱立伦留给外界的就是面色凝重内心
沉痛。面对媒体是否选党魁的提问，他甚
至勃然变色，表示如今最重要的是党内反
思，而不是让外界以为权斗继续。不过，从

“全力来拼市政，其他的不予置评”，到婉
转表示“不会逃避我的责任”，话语中间的
转变过程，还是有迹可寻。

党内力拱朱立伦的声音就没有停息
过。之前廖正井等30多位国民党籍“立委”
连署，要朱立伦主持党政。甚至有“立委”
表示，“马主席改成朱主席，国民党就有救
了，国民党再不改变，就完蛋了。”这种言
论，跟2005年党内拱马英九出任党主席几
乎如出一辙。只是十年岁月，时代早变了，
当年万众期待的马主席换成了如今被翘
首以盼的朱主席。

人心思变，改革势在必行

被视为“立法院长”王金平人马的
“立委”林沧敏受访时也表示，参与蓝营
立委连署拱朱立伦参选党主席。他说，
朱市长过去是副主席，又有民意支持，
由朱来领导国民党，党内会更团结，“这
是党意，也是天意”，希望朱可以带领国
民党与时俱进。在外界看来，这等于公
开透露了蓝营大佬王金平的支持风向
标，并且“团结”二字在马王政争仍未
落幕的背景下，耐人寻味。

拱朱潮的背后，是人心思变。
国民党新北市新生代的市议员陈仪

君和白佩茹都认为，朱愿意跳出来承担，
对党内新生代有不小的鼓舞作用，“这有
母鸡带小鸡的效果，他上去了，代表往后
能有更多的年轻人也可以上去。”如果这
次的党魁之争，再看到“老人班底上演老
剧码”的话，别说支持者会唾弃，“我们这
些新生代的人，恐怕也会考虑退出这个没
有希望的政党。”

这次选举国民党大败，马英九辞
去党主席，社会普遍认为国民党非改
革不可，但如何改革，下一步却是摆
在新当家人面前的不小难题。

陈仪君和白佩茹表示，期盼朱立
伦能彻底做好党务改革，让基层的声
音可以由下而上、不再与民意脱节。
白佩茹说，不管是两岸经济合作法案
或者民生的油电双涨，“中央”说做就
做，结果被质疑却又说不出一个道理
的反而是基层的议员，难怪选民最后
都会觉得国民党与民意脱节，“如果这
一点无法改革，2016年照样无望！”

瞄准短板，开出改革药方

上述党内基层声音肯定是高举改
革大旗参选的朱立伦需要考量的。此
外，他已经开出来一长串“改革”单，不
仅包括党务改革，更包括政务改革。比
如扩大青年参与，降低投票年龄到 18
岁；降低政党门槛到 3%；推动不在籍投
票及检讨单一选区两票制等。这其中，
最重磅的当属提出“修宪”公投方案，即
修改法律，以“内阁”制取代现行正副

“总统”的双首长制。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曲兆祥表示，朱

立伦的主张很明确，就是针对这次没有
投票给国民党的选民，包括年轻一代、
知识分子、社会中产阶级等。除了对他
们的需求作出回应，朱也努力让这些选
民感觉到改革的新气息，即朱立伦的国
民党与马英九的国民党是不一样的。

同时朱立伦从改革做起，回避
2016 年“大选”，也是他的聪明之处和
目光长远之举。一则深耕党内资源积蓄
力量才是根本，二则可以避免像2008年
绿营的谢长廷那样，背负执政不力、人
心涣散的沉重包袱，几乎毫无希望地跟
如日中天、气势正盛的对手 PK。当然，
也有人认为，朱立伦“改革”旋风能否在
党内刮起来，最终还得靠事实和成绩说
话，如今第一步，就是先稳稳坐上党主
席的位子再说。

国民党主席补选12日上午开始进行领表登记。
（图片来源：中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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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12月14日电（记者孙立极、李
炜娜） 台湾天龙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新
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在台北签约，获得
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和 《摆脱贫困》 两
本书在台湾地区的独家代理经销权。

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等单位主办的第九
届金门书展台北展点今天开幕，主办单位携
6000 多种大陆出版的图书到台北展出。开幕
式现场举办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著 《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 和 《摆脱贫困》 的入台销售首发
式。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吴志明与天
龙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沈荣裕，分别代
表双方签署了协议。沈荣裕介绍，11 月，
他们先引进了 20 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不到一天就销售一空了，“台湾读者对大陆
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都很好奇。”据悉，
他们已订购 1000 套，近日将在台湾主要书
店上架销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摆脱贫困》在台首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摆脱贫困》在台首发

据新华社香港12月13日电（记者苏晓）
由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香港工会联合会、
香港文汇报社和未来之星同学会联合主办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周年全港中国国
情问答比赛暨第四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
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13日在香港举行。

珠海学院、中华传道会安柱中学、圣公
会主爱小学 （梨木树） 分别夺得大学、中学
和小学校际团队冠军。大学组、中学组和小
学组个人赛冠军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邓子
谦、顺德联谊总会翁祐中学谭爱铃、元朗公
立中学校友会英业小学谭日朗三位同学夺得。

本次比赛设置的问题涵盖文学、历史、
地理等领域的国情知识，旨在提高和加深香
港学生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知识的兴趣，并加
深同学对祖国的了解和对中华民族的情感。
大赛吸引了香港超过 70所大中小学的近 1000
名学生参加。此外，除了学生组之外，本次
比赛也设立了工会组和公开组的比赛。

新华社台北 12 月 12 日电
（记者许雪毅、陈斌华） 台湾好
人好事代表“八德奖”12 日举
行颁奖典礼，包括今年的获奖者
在 内 ， 该 奖 设 立 56 年 来 共 有
3325位“台湾好人”获得表彰。

“金牌媳妇”蓝高玉云每天
陪着不懂普通话却喜欢看普通话
电视剧的公公婆婆，为他们当翻
译，平时点点滴滴用心照顾家里
老小；医师杨重源每月自行开车
前往偏僻地区疗养院，免费看病
10 年，并捐赠药物及营养品；
餐厅董事长邱武雄创办育幼院，
32年来免费收容儿童超过400位
并不定期举办救济活动……今年

一共有32位“台湾好人”，践行
象征忠、孝、仁、爱、信、义、
和、平的“八德奖”的某一方面
善举而获得嘉奖。

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 12
日在接见获奖代表时表示，该奖
的颁布显见台湾已从“藏富于民”
转变为“藏善于民”的社会。通过
嘉奖，让一些低调行善的好人好
事，得以广泛宣扬周知，从而带动
社会整体行善风气，发挥激浊扬
清、教化民心的功能。

台湾“表扬好人好事运动协
会 ”理 事 长 郭 志 龙 说 ，台 湾 自
1958年起开始推行“表扬好人好
事运动”，每年评审一次。层层评

审遴选出来的代表，不分年龄，不
分行业，都是力行善举的人。有些
人事业有成，开始回馈社会；有的
自己本身也是弱势群体，但推己
及人，努力付出；有的人则将大爱
发挥到极致，造福其他人。无论何
种方式，都值得社会学习。

获奖代表、高雄市身心障碍
团体联合总会理事长黄国良告诉
记者，善举会互相影响，自己行
善，全家人也跟着加入。善举也会
传递。特别让他感动的是，接受资
助多年的一位高中生，参加工作
后就把第一笔工资捐给需要救助
的高中生。他说：“大家都献出爱
心，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美好。”

香港举办学生国情知识大赛

表扬好人好事 台湾56年来嘉奖3325人表扬好人好事 台湾56年来嘉奖3325人

““血写的历史血写的历史””图片展在港启动图片展在港启动

12 月 12 日，由中国
侨联主办、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协办、香
港侨界社团联会承办的

“血写的历史——日本军
国主义在亚太地区罪行
图片展”在香港开幕。
图为嘉宾在开幕礼上合
影。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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