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要闻·台港澳要闻·台港澳 2016年5月3日 星期二

看台絮语看台絮语

责编：任成琦 张 盼 邮箱：gtbhwb@people.cn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创造
的经济奇迹有目共睹，但另一方
面，博彩业一业独大所带来的负
面因素逐步显现，对澳门城市竞
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形成掣肘。”
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与公共政
策研究所副教授鄞益奋表示，近
年来国家对澳门提出了建设世界
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与任务，一
个社会共识随之逐渐形成，即澳
门的发展需要一个中长期规划，
明确“一个中心”的具体形态，
并引领澳门经济、社会实现可持
续发展。

提升城市生活素质

鄞益奋认为，澳门特区首个
五年发展规划草案中提出的未来五年要实现的七
大目标，首次将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一“抽
象概念”具象化为一个指日可待的城市蓝图，即
整体经济稳健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旅游
休闲大业态逐步形成，居民生活素质不断提高，
文化教育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成效显著，施政效
能进一步提升，法治建设不断加强。

“在澳门，你可以看到体量很大、很光鲜的
综合度假村，但这并不代表澳门本地人的生活质
量。”二十多岁的陈嘉妍居住在澳门路环石排湾
公屋社区，这位全职妈妈说，尽管和以前相比房
子住得好了一些，但有时仍然十分焦虑：“老人
忽然生病叫不到出租车怎么办？孩子上学太远怎
么接送？买菜购物能不能方便一些？”

去年底起，澳门最大的民间社团街坊总会开
始就澳门制定五年发展规划征求街坊们的意见。
作为街总会员的陈嘉妍表示，当她看到建设轻
轨、新跨海通道、垃圾填埋区、污水处理厂、离
岛综合医院等市民期待已久的民生工程被真真切
切地写入规划的时候，感到“很踏实、很期
待”，希望“按照时间表落实”。

“五年发展规划的目标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
中心，但其内核是提升澳门这个城市的生活素
质。在宜居、宜业、宜行、宜游、宜乐这五大追求当
中，位居前三位的宜居、宜业、宜行都是民生指标，
决定着五年规划实施的成败。”鄞益奋说。

在由战略篇、民生篇、发展篇、善治篇四部
分组成的规划草案中，民生篇篇幅最大、举措最
多。其中包括“加速建设宜居城市”和“增进民
生福祉”两个层面，前者的着眼点是建设舒适、
宜居的城市环境，涉及完善城市规划、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构建智慧城市、加强环境保护、建设
安全城市等，而后者则涉及教育、就业、医疗、
民生福利、应对老龄化等，着眼于“人”的和谐
发展。

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澳门中华总商会策略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志毅
认为，无论“五宜”的城市发展追求，还是“均
衡性”“协调性”以及“科学决策”“可持续发
展”“创新驱动”等规划中的关键词，都与国家

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相呼应，体现了澳门
与国家发展的一脉相承与和谐相融。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
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措施
——从对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角色的确
立，到《〈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服务贸易协议》
的签署，再到 85 平方公里水域管理
范围和陆地界限的划定……如何让国
家政策切实转化为澳门的城市竞争力
以及居民的幸福指数，考验着特区政
府的智慧与执行力。

在草案文本的“发展篇”中，重
点突出了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以及
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草案指出，
要把握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机遇，增强创新理念、提升创新能力、逐步加强
创新和科技进步；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
在国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功能；积极
参与国家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等发展战
略，推动澳门与内地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
排升级……

澳门“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原主任、基本法
研究专家杨允中表示，草案文本体现了澳门自我
定位的合理性以及对未来发展潜质的科学把握，

“反映出特区政府在坚持依法施政这个大前提
下，主动把特区未来的发展愿景和目标进行明确
的纲领性表述，并与国家‘十三五’规划进行有
机对接，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周永豪谈起对这
份规划的感受时，以憧憬的口吻说：“我常常会
想，这座城市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说起音乐，
我会联想到维也纳；说起足球，我会联想到意大
利。在不远的未来，我希望澳门能和一个更有文
化和内涵的词语联系在一起，那将是我们城市的
名片。”

（据新华社澳门电）

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成立以来的首个五年发展规划草案近日公布。分析人士认
为，规划草案所体现的发展愿景与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理念一脉相承，将
助力澳门真正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及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澳门五年发展规划亮点多
刘 畅 杨 懿 王晨曦

民进党新当局的准“农委会主委”日前
承认，民进党上台后应会开放进口美国猪
肉。“哪有能耐不开放？”他的语气透着烈士
般的视死如归：“做对的事，下台又如何？”

这话乍听起来有骨气有担当，但问题在
于，如果开放美猪是“对的事”，当年国民党当
局开放美国牛肉时，五天四夜在“立法院”打地
铺、要马英九下台、骂“混蛋部长”、坚持进口肉
类必须“零检出”的人，是谁？

美猪是美牛的升级版，两者同样含有瘦肉
精，不同的是台湾牛肉九成靠进口，而猪肉九
成是自产，岛内猪农数量比牛农多好几倍，进
口美猪对台湾农业的冲击远大于进口美牛。
而且猪肉是台湾人的主要肉食，最易残留瘦肉
精的猪内脏是很多台菜的必备材料，美猪对台
湾人健康的影响，同样大过美牛。

如果进口美猪是“对的事”，进口美牛就
更加没有错，当年把国民党骂成“毒牛党”
的民进党是不是错了呢？如果当年的民进党
没错，那就是现在的民进党错了。无论如
何，如果民进党真的有担当，就应该对自相
矛盾的今昔主张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不只是美猪，民进党过去曾经大力挞伐
的政策，胜选后态度几乎都出现了 180 度转
弯。民进党曾极力反对的两岸服贸协议，现
在要开始推动过关；民进党通过的“两岸协
议监督条例”，去掉了之前的“两国论”版
本；民进党曾对马英九调涨电价义愤填膺，
现在则不断有绿营人士出来放风说电价又要
涨了……

民进党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反映出台湾
选举政治根深蒂固的症结——只要能打趴对
手，哪管是非对错？令人喟叹的是，往往要
等到选举结束，潮水退去，人们才能看清究
竟是谁没穿短裤。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民进党还没上
台，就已陷入诚信危机。最大的原因，还是
因为当初自己说了太多谎、挖了太多坑，话
又说得太狠，没给对手留余地，也没给自己
留余地。

过去8年，民进党对两岸交流也说了许多
狠话，挖了不少大坑。现在蔡英文要“维持
现状”，却颇有尾大不掉的困扰，正应了那句
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过换个角度
想，今日正是未来的“当初”，民进党只有回
归理性务实，真正把事情做对，将来才可不
再“悔不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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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街景澳门街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日前审议野生动物
保护法修订草案，多名人大代表以“北京怀
柔区狐狸被随意放生”事件为例，建议在修
订草案中增加“规范合法放生，禁止随意放
生”的相关规定，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与放生有关的问题不是大陆独有。在素
有放生习俗的台湾社会，本有“放弃杀生，
解救物命”之意的放生，在现实中却时因操
作不当而出现反效果。为此，台湾“农委
会”近期提出修订相关管理规定，对放生实
行更严格的管制。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放生
团体也开始改以“护生”代替“放生”。

不当放生引发多重问题

新北市“动物保护处”曾接获检举，称
有团体在新店放生约 1 万斤鲤鱼。在放生现
场，一袋袋放生鱼被信众边念着阿弥陀佛边
用滑梯放入水中。运输途中长时间挤压造成
缺氧、再被骤然置入陌生水域，不少鱼因此
丧生。“动保处”称，虽接连收到以民众在河
川流放鱼类为主的放生通报，却苦于无规可
依，难以有效管理相关行为，现阶段只能进

行劝导。
如不考虑动物栖息地特点，误将其置入

不宜生存之地，又会给当地生态带来劫难。
南投鱼池乡1989年前并无眼镜蛇，却因不当
放生，现在每到春夏季节，眼镜蛇就多得成
灾。

台湾社会对放生的追捧，也令相关“产
业”悄然兴起。有网友认为，买卖带来伤
害，放生善举被不良业者利用，已沦为商业
操作，背离放生者初衷。

放生或须主管单位许可

“农委会林务局局长”李桃生说，据坊间
调查，台湾每年至少有 750 次宗教放生活
动，其中放生种类以鱼类、鸟类最为普遍，
也有青蛙、乌龟、虾蟹、蟋蟀及蛇类等。

李桃生认为，因动物释放行为有关规定
相对分散，造成难以兼顾而看似“无规可
依”的窘境。他说，要尽力辅导地方政府制
订相关规定，如台北市政府2006年曾修正发
布“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2007 年及
2012年南投县与台中市分别制订“放生保育

自治条例”。
在“农委会”此番提出的野生动物保护

规定修正草案中，野生动物的释放程序、种
类、数量到区域等都被加以规范。待相关规
定通过后，若要进行放生宗教仪式，须先向
主管单位申请，通过审查、获得许可后始可
为之。若未经许可放生，最高可罚新台币250
万元。

鼓励以“护生”代“放生”

针对放生所带来的问题，台湾社会也在
反思。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主任陈玉敏说，

“放生”作为佛教精神中很重要的一环，本是
善意护生的实践和落实护生理念的方法。这
或许在农业社会行得通，但放在当下，只会
掉入现代商业操作的机制中。“一捉一放，再
捉再放，在这个产业链中只会形成恶性循
环。”

随着台湾动物福利及保护观念的提升，
近来已有不少宗教团体改以“护生”代替

“放生”，鼓励信众以认养代替购买。比如到
公立动物之家认养流浪猫犬，或与动物救伤
收容单位合作养育，都被认为是彰显宗教善
行的护生行为。

据陈玉敏介绍，通过与宗教团体合作，
将信众善款转投入生态保护，也能避免放生
带来的问题。如此既能保护好野生动物，又
能满足信众的需求。

陈玉敏说，台湾也有一些佛教机构将善
款捐给偏乡学生，助其享受营养午餐，“这未
尝不是一种现代化的护生方式。”

修订规定加强管制 鼓励“护生”彰显善行

台湾放生倡导现代理念
俞 晓

◀第 11 届中国 （义乌） 文化产品交
易会日前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吸
引中国国家博物馆、台湾法蓝瓷、台绣
等近50家文化领军单位和50余位工美大
师、非遗传承人参展，集中展示前沿文
化产业理念、技术和成果。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来自宝岛台湾的航模专家黄国荣
教授，近日向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水冶
镇北环路小学的学生讲解了航空知识和
飞机模型制作技巧。连日来，共青团安
阳县委开展了“科普知识进校园”活
动，累计为1.2万多名中小学校的师生送
去了科普知识“大餐”。

王建安摄 （人民视觉）

本报香港电（记者陈然） 新成立的
香港器官捐赠推广委员会近日举行首次
会议。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兼委员会主
席陈肇始在会上表示，政府多年来大力
推广器官捐赠，目前在卫生署的中央器
官捐赠登记名册上，登记人数已突破
20万。

香港的器官捐赠率也整体上升，以
每百万人计算，由 2005年的 4人增长至
2013年的6人。

但她也说，现时的捐赠数字远不及
轮候器官移植的人数，2015年死后捐赠
器官案例共有 129 宗，但等待器官和组
织移植的病人超过2400人。

本报电 “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
一项调查发现，工作困扰连续3年排在香
港打工仔5大烦恼首位。

有团体建议企业定期为员工提供情
绪和身心支援，并增强沟通，以建立良好
的职场关系。

香港打工仔普遍面对工时长及压力
大的问题。基督教服务处的雇员发展服

务部门，过去一年接获3000名打工仔求
助，其中女性约占六成半。接获的求助
中，28%个案涉及工作困扰，包括同事
关系、工作转变等，其次是家庭和婚姻
问题，及精神健康问题等。

服务处总经理张瑜说，近期经济转
差，部分企业裁员，员工担心失去饭
碗，这类情绪困扰求助增加。

本报香港电 （啸洋） 香港 5 月 1 日
举行活动，庆祝盐田复修项目荣获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
护奖的杰出项目奖。

港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出席活动
时表示，盐田复修项目重现了客家人的
智慧，特别是村民初期赖以为生的经济

生活面貌。
林郑月娥说，盐田梓作为一处拥有

近 300 年历史的客家村落，汇聚客家文
化、宗教文化和自然生态面貌于一身。
为了保留村落的文化和风貌，村民组成
保育中心，筹集资源，开展盐田和村屋
的复修，获奖实属可喜可贺。

盐田复修项目获大奖

打工仔受工作困扰重打工仔受工作困扰重

器官捐赠率整体上升

香 江 速 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