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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改方案即将进入立法会
审议表决。香港能否如期在 2017 年
实现特首普选，占立法会 1/3 强的反
对派议员成为关键。连日来，香港
各界和舆论呼吁，反对派议员应从
大众福祉出发，投下负责任的一
票，不要让香港与普选擦肩而过。

香港不要原地踏步

政改方案表决在即，香港社会
各界连日来频繁发声，表达对 2017
年 实 现 特 首 普 选 的 支 持 。 6 月 14
日，许多香港市民自发集会，手持

“政改有进步，不走回头路”、“全力
支持 2017 普选特首”等标语，希望
特区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15 日，
一批穿上白色上衣的香港工商界人
士到立法会请愿，呼吁立法会议员
顺应主流民意，通过政改方案，营
造有利的营商环境。

全港各区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主
席卢锦钦表示，特区政府提出的政
改方案合宪、合法、合情、合理，
符合香港社会目前的实际情况，也
符合广大香港市民的利益。他希望
立法会按大多数市民的意愿通过政
改方案，让政制踏出重要的一大
步。他认为，香港就普选问题争拗
不停，造成社会撕裂，严重影响工
商界的经营环境。如政改方案获得
通过，香港的民主踏出重要一步，
相信社会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当天，50 多名香港政商界人
士，包括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
局前局长马时亨、香港金融管理局
前总裁任志刚、香港科技大学经济
学系教授雷鼎鸣等，也在报章刊登

联署声明，希望政改迈出
重要的一

步，不要原地踏步。声明表示，世
上所有民主政制，都经过一个发展
的进程。“长久以来，香港万众一
心，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今
天，我们必须再齐心合力，继续向
前，为香港的将来，为所有香港
人，让政改迈出重要一步。”

再闹下去会成历史罪人

6 月 14 日，矢言“捆绑否决”
政改方案的反对派，又发动了“反
政改”游行，组织方此前声称希望
有5万人参加，但警方统计最高峰时
大约只有 3000 人。游行途中，有支
持政改方案的爱国爱港团体成员手
持纸牌向他们高声抗议，有政改支
持者斥责反对派，如果他们继续闹
下去，将会成为历史罪人。

香港特首梁振英 14 日强调，政
改是在香港社会和历史上的一件大
事，“泛民”政党不应以任何手法捆
绑其他议员，希望议员能为香港长
远和整体利益设想。香港政务司司
长林郑月娥 14 日也呼吁反对派议员
打破“捆绑”， 对 方 案 投 下 赞 成
票。她说，中央不可能违背其底线
和立场，反对派做法令政改举步维
艰。她反问：反对派争取“双普
选”多年，“现在特首普选在望，
只是一步之遥，亦只是系于他们一
念之间，他们是否这么轻易放弃，
是否宁愿让几百万合资格选民失望
呢？”

林郑月娥在香港多家媒体发表
文章，强调目前的方案有 3个民主、
开放的元素，包括入闸门槛低，利
于更多竞争；可投二至 N 票，利于
公平竞争；提委不记名投票，利于
自由选择。她希望反对派议员为了

让全港 500 万合资格选民可手

握一票，为了让香港的民主发展踏
出历史性的一步，拿出政治勇气，
作出明智抉择，通过方案。

政改争议的深层原因

连日来，多位香港基本法起草
委员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香港
政改之所以会出现争议，深层原
因在于香港社会对于基本法缺乏
了解。

基本法草委、民建联原主席谭
耀宗说：“现在有人说为什么对行政
长官选举有那么多限制，为什么不
允许‘公民提名’。当时 （起草基本
法时），其实没人谈过‘公民提名’
这个事。”现在之所以出现争议，是
有些人故意误导市民。香港回归以
来，中央严格执行、落实基本法。
之所以要用“提名委员会”产生特
首候选人，是因为基本法早已这么
规定，“不可能把清清楚楚写进基本
法的东西丢弃”。

基本法草委、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惠珠表
示，“提名委员会的方式，实际上是

由香港委员最初提出来的。老实
说，没有内地草委的支持投票，我
们香港没有普选。”她强调，香港普
选不在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文中，不
是英国人给的，也不是 《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给的。因为
英国签署该公约时，排除了第 25 条
第二款，也就是说香港不能普选。
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最终实现普
选，是基本法的赋予，是中央政府
的赋予。

“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就是要确保
只有爱国爱港的人士才能当选行政
长官，是高度负责任的表现，对中
央、对香港都十分重要。”基本法草
委、新界乡议局前主席刘皇发表
示，如果出现一个目无祖国、反对
中央的行政长官，其后果不堪设
想，受害者首当其冲是香港广大市
民。

刘皇发认为，一些人在政改问
题上提出不符合基本法的主张，主
要原因是他们不理解基本法或根本
不尊重基本法，有些人大力反对政
改是为了政治私利，还有的是“逢
内地必反”、“逢特区政府必反”。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何自力、李慧颖） 台湾内部
事务管理部门近日公布的一项离婚状况调查显示：2014年

离婚对数为53144对，平均每天离婚对数为145.6对。
调查显示，2014 年离婚对数计 53144 对，比 2013 年减少

0.85％，观察近15年离婚状况变动趋势，15年来平均年增率为
0.52％，2013年达64995对，为历年最高。

调查显示，夫妻均为岛内的离婚对数占有偶对数的 8.45‰，
涉外婚姻者的离婚对数占有偶对数的 23.50‰，与大陆港澳地区联

姻者的离婚对数占有偶对数的20.92‰。
离婚者按结婚年数统计，去年53144对离婚者中，结婚未满5年者

16623 对，占 31.28％，5 至 9 年者 11923 对，占 22.44％，即婚龄未满 10
年离婚者占54％，余者随结婚年数增加而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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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一项调查显示

平均每天145对夫妻离婚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厦门举行的第七届海
峡论坛大会上宣布，大陆将进一步为两岸同
胞交流创造更好的条件，包括对台胞来往大
陆免予签注，并适时实行卡式台胞证。台湾
各界人士获悉这一“利好大礼包”后，纷纷

“点赞”。

来大陆省时省钱更省心

台湾 《旺报》 15 日在报道中指出，大陆将
开放台湾民众入境免签注，对经常往来两岸的人
来说省钱省时，卡式台胞证若有芯片建档，生活
在大陆的台湾人在交通、住宿，甚至办理行政事
务时，都会更方便。

无疑，免签注能极大地方便台胞来往大陆，
大大降低他们的经济与时间成本。台 《经济日报》
专门算了一笔账：免签政策每年将为台湾省下逾10
亿元 （新台币，下同），具体来说，去年台湾民众入
境大陆多达 536.6 万人次，每次签注费至少要 200
元，免签后，一年至少可省下10.7亿元。

台湾 1111 人力银行负责人张银自 1988 年起就经
常因公往返两岸，对往来签注政策变化深有体会。

“一开始是单次签注，很麻烦。后来台胞证 5 年一换，
方便多了。现在越来越好，免签注后，我们在时间、
精力上付出更少，这对商务人士非常重要。”他说。

惠台政策不是一阵风

不管台海局势如何变化，大陆方面秉持“两岸一家
亲”的理念，持续推出惠台政策。

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时表示，
我 们 将 适 时 实
施 进 一 步 便 利
两 岸 同 胞 来 往
的措施。仅 1 个
多 月 ， 这 一 宣
示 就 获 得 具 体
进 展 ， 大 陆 方
面 的 诚 意 和 善
意 由 此 可 见 一
斑。

其 实 ， 多
年来大陆一直致力于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尤其是为台湾同
胞往来大陆提供便利，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2004年以来，陆续授权福建、上海、江苏、北京等20
个省、自治区市相关部门为在大陆的台湾居民补换发 5年
有效台胞证。2008 年 9 月 25 日起，实行台胞证“一人一
号，终身不变”。

2011年，全面下调台胞来大陆签注收费标准，总体降
幅达50%。

2012年，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签注最长有效期由 1年延
长至2年，且实现按需申领。

便利措施大大促进了两岸人员往来。数据显示，1988
年，台胞来大陆约 45万人次，2008年达 436万人次，2014
年达 537 万人次。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顺认
为，此次政策生效后，台胞往来大陆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各方反应：点赞

“微信上大家都在分享按赞！”上海台商协会会长叶惠
德14日对媒体表示，这项建议已向大陆反映多年，算是美
梦成真，将更方便两岸民众往来。

台胞将免签注的消息发布后，在多个知名网站，大陆
网民也反应热烈。网友“如果有来世”说，“这个不错，能
体现没把台湾当外人。”“一壶清茶 660”认为，免签注证
明祖国大陆的胸怀足够大，是击败分离势力的利器。

台湾新中华儿女学会理事长王炳忠是“80 后”小伙
子，在他看来，免签注不只是减少了一道手续，更重要的
是让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王炳忠说，台湾很多年轻人知
道大陆越来越强大，但有些人不一定用正确的心态来对
待，还有些人则是找不到进入大陆的途径。这次大陆推出
的便利举措，有助于让更多台湾年轻人到大陆走走看看，
并把自己的未来与大陆联系起来。

张顺也高度评价这一惠台政策的意义。他说：“越来越
多的台湾年轻人、商人，选择到大陆求学、就业和发展，
也长期在大陆定居。台胞证不仅仅是一个通行证，也是他
们在大陆唯一合法的身份证明和居住证明。免签注之后，
他们几乎可以像大陆居民一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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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5日电（记者彭训文） 由中国法学会、共青
团中央共同主办的2015年香港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周，今天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
城市大学、香港树仁大学等高校法学院的学生、部分香港青年
律师，以及首都高校法学院学生共计80余名团员参加。

交流周期间，两地青年将就“亚太命运共同体”、“‘一
国两制’政策”、“‘一带一路’战略”、“内地青年就业创业
政策”等议题展开研讨，还将赴甘肃与部分大学生村官就青
年人的理想与奉献开展座谈。

据新华社台北6月15日电（记者郭丽琨、何自
力） 具有 270 余年历史的台湾艋舺龙山寺自 15 日
起，将创寺以来从未变动过的7座香炉减为3座，并
全面改用环保香，以表达爱护信众身体健康和维护
环境品质的决心。

这是继去年 8月台北行天宫宣布全面禁烧香后，
另一著名寺庙采取的香枝减量措施。

为推动环境保护，台北市长期以来在兼顾宗教
信仰需求的前提下，推动香枝、纸钱减量并集中燃烧
等政策。据介绍，龙山寺自2000年起已完全停烧金纸，
2001年起将21炷香减为每座香炉一炷香至七炷香。

此次大幅减少香炉也是因应近期岛内学者研究

发现燃烧香枝会大幅提高周边空气中 PM2.5 浓度，
增加引发民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来自北投的张明德老先生儿时就住在龙山寺旁
不远的巷子里，至今仍每隔两三天就会来这里敬
香。面对减炉新举措，张明德表示保护环境很重
要，“敬佛在心”，贵在心诚。“我们要随着时代潮流
做出相应的改变。”

再过两个月就是中元普度，针对普度期间大量
燃烧纸钱影响空气质量问题，台北市民政局也呼吁
民众响应纸钱集中烧政策，并进一步将纸钱减半，
或采用以米代金、以功代金等替代方案，以减少祭
祀行为对环境带来的影响。

6月15日，在福建泉州南少林国际
学校，来自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大二学
生昱达 （左前） 在武术教练夏凉的指导
下学习南拳。

日前，第七届海峡论坛·“海丝风
情”两岸青少年联谊周在福建省泉州市
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泉州海丝
行， 两岸一家亲”为主题，两岸约300
名青年企业家、青少年学生聆听“海
丝”故事，体验传统文化，增进彼此了
解。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6 月 14 日，市民和游
客在厦门市海沧区品尝两
岸美食，选购特色产品。
作为第七届海峡论坛重要
配套活动之一——两岸特
色庙会在厦门市海沧区开
市多日，受到市民和游客
欢迎。据悉，庙会上，来
自台湾的15个县市的百余
种夜市美食以及福建 9 市
的特色小吃齐亮相。

徐 林摄

特色庙会 两岸美食齐亮相特色庙会 两岸美食齐亮相

台湾学生泉州体验传统武术

台湾百年古剎龙山寺
减香炉走向绿色敬佛

香港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周开幕

6月 14日，第六届海峡摄影交流季暨厦门摄影创作基地揭牌仪式
在厦门集美罗卡当代艺术馆举行。本届摄影交流季分为台湾摄影家作
品联展、纽约国际摄影作品展以及“中华情·两岸美”海峡两岸职工摄
影精品展三个部分，共展示了100余幅作品。展览将持续到6月30日，
并向市民免费开放。 曾德猛摄 （人民图片）

海峡摄影交流季在厦门举行

不久前，香
港团体发起“保
民 主 撑 政 改
反 拉 布 做 选
民”签名行动，
共收集 121 万多
个签名。

新华社记者
何靖嘉摄

越来越多台胞往来两岸。图为台湾旅客乘包机
抵达北京的情景。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