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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近日在出席香港
科技园公司15周年庆典时表示，特区政府下了
大决心，与全社会有一个集体的意志，要一往
无前去发展创新和科技事业。

梁振英说，创新及科技令香港经济发展更
多元，使香港成为智慧城市。不仅让青年人有
更多、更好的事业发展机会，也令市民的生活
更安全、更舒适便捷。

必须不失时机把握机遇

梁振英在香港科技园公司15周年庆典上介

绍说，该公司是香港创新及科技体系中的关
键，是特区政府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依靠，是
促进官、产、学、研合作，将研究成果转化为
产品的重要基地。目前，科学园一共 3 期的建
设已大致完成，汇集了超过 600 家本地、内地
及海外的科技公司。

梁振英特别提到大数据的重要性。他说，
特区政府将开放更多数据，科学园也计划成立
大数据工作室，开放给学界和软件开发者使
用，计划工作室将在今年夏天启用。

梁振英强 调 ， 以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是 国 家
“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重要策略，特别列明专
章支持内地与港澳开展创新及科技合作，支
持港澳中小微企业和青年人在内地发展创业，
未来香港必须不失时机地掌握好这难能可贵的
发展机遇。

将以科技带动经济发展

去年底香港创新及科技局、香港科学院接
连成立，梁振英将其形容为“香港的科学、创
新和科技之年”，香港创新科技的发展环境日渐
完善。

“香港科技园公司不但推动香港创新发展，
更重点推动三大科技应用平台的发展：智慧城
市、健康老龄化和机械人技术。”香港科技园

公司行政总裁马锦星说，三大技术平台的建
立，将有利于创新科技的发展，为社会带来整
体利益。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罗范椒芬说，科技园
40%的公司来自海外和内地，不同文化相互碰
撞，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香港的科
技研发已见佳绩，下一阶段将实现以科技带动
经济发展。

社会各界应拥抱创新

香港科技园公司于2001年成立，负责规划
及管理科学园等，致力营造以科技为本的创新
生态圏，培育香港科创人才及扶植科技中小企
业，促进交流协作，带动创新发展。

罗范椒芬认为，随着全球的科创氛围渐趋
炽热，香港科研及新技术应用渐见成果，近两
年公司更锐意革新，担任超级联络人的角色，
联系本地官、产、学、研，协助香港的科创业
相关人士与世界各地的潜在合作伙伴，包括投
资者、研究院、工商业界等接洽。

马锦星说，目前是香港推动再工业化起步
的最好时机，创新对香港而言是必需的。社
会各界应思考，如何将创新融入各自的岗位
上，并抱以开放的态度，支持香港的创新及科
技发展。

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科技带动经济成长

港府：一往无前发展创新科技
俞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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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致函台
当局，邀请台湾方面以“中华台北”名义、观
察员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与
往年不同的是，邀请函中首次加注了联合国

“2758号决议”和“一中原则”。如此加注，传
递了最明确的信息：台湾新当局若承认“九二
共识”就可来参会，不承认就别来了。

台能参会是大陆特殊安排

在两岸“九二共识”的默契下，台湾自
2009年起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
与世卫大会。但今年情况有变，世卫大会将在
5 月 23 日举行，届时台湾执政者已换成迄今为
止并未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新当局。

过去7年，WHO给台湾的邀请函都是提早
两三个月就发出。眼看5月9日就是世卫大会报
名截止日，岛内各界纷纷猜测“今年不会受
邀”之时，邀请函却在最后关头送达。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6 日针对台湾受邀一
事表示，2009 年以来，台湾得以参与世卫大
会，是在两岸双方均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
基础上作出的“特殊安排”。今年大陆仍作出安
排，是出于继续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真诚
愿望，也是大陆方面释放的善意。马晓光强
调，今后如果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破坏，
上述安排将难以为继。

马英九发言人陈以信 6 日晚表示，台当局
对此项发展正面看待，会将邀请函转交给下任
当局代表；相信这封邀请函，意味着两岸过去
8 年来基于“九二共识”善意互动的延续。马
英九办公室官员指出，由于“九二共识”、“一
中原则”对马当局从来不是问题，邀请函新增
内容明显针对即将接任的新当局，“目前球到了
民进党手上”。

马英九办公室官员表示，如果蔡英文决定
参加，形同接受 2758 号决议和一中原则的条
件。“人家就是一张牌打出来，要蔡英文现
牌。”该官员说，这是大陆方面直接测试蔡英文

所说的那些尊重、理解“九二会谈”的历史事
实等，是否只是敷衍、表面文章，蔡英文无法
回避，必须予以处理。

莫把“机会”当“小鞋”

星期一就是报名截止日，民进党不得不紧
急现牌了，人们失望地发现，这张牌上只写了

“掩耳盗铃”四字。民进党发言人童振源8日晚
召开记者会，代表蔡英文新当局发表立场。他
说，有关 WHO 秘书处来函中，以 2758号决议
文为基础的一中原则，和台湾参与WHA，“我们
认为并无关联”；而台湾将继续参与 WHA 及相
关会议，但参与并不代表接受WHO秘书处上述
立场，将指派“准卫福部长”林奏延率团与会。

联合国2758号的内容，是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
法代表。台湾自 1972 年失去联合国代表资格，
就被 WHO拒之门外。从 1997年开始，台湾又开
始推动参与 WHO，直到马英九上任的第二年，
因两岸有了同属一中的默契，才得到大陆支持而
重返世卫大会。童振源竟然说台湾参与WHO与
一中原则无关，显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从大陆的角度，此次仍给台湾方面发出邀
请，固然可以理解为是测试蔡英文对“九二共
识”的态度，但毫无疑问也是给民进党留了一
扇门。而在童振源作出以上声明之前，民进党

“立委”们早已开启了抗议模式，纷纷指责大陆
这是给蔡英文“穿小鞋”，民进党党团干事长吴
秉叡甚至说要“同仇敌忾，向陆方表达抗议”。
面对一直不承认一中原则的民进党新当局，大
陆还愿意给出转圜空间，这是“小鞋”还是

“机会”，民进党自己掂量就好。
邀请函邀请的“中华台北观察员”是现任

“卫生福利部长”蒋丙煌，而民进党新当局要派
的是自己的“准部长”林奏延。台湾媒体分
析，若蔡英文“5·20”演讲承认两岸同属一个
中国，这么做自然没有问题；反之，根据国台
办“上述安排将难以为继”的表态，台湾将无

法派新当局官员出席，最多派已收到邀请函且
已卸任的蒋丙煌出席，等于自动降级为民间身
分与会。

“九二共识”是最大善意

一份邀请函，成了民进党是否真心“维持
现状”的试金石。追本溯源，问题还是出在民
进党的两岸政策上。距离“5·20”蔡英文就职
日只有不到两个星期之际，岛内舆论连日呼吁
蔡英文正视“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给出一个
负责任的、清楚的定位。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镒近日表示，新
当局上任首要任务就是说清楚两岸关系，否
则，台湾对大陆出口比重占整体出口的四成，
顺差高达每年 600 多亿美元，若少了大陆，顺
差恐转逆差。“九二共识”的问题若没有解决，

“台湾经济将无解”。
即便不以苍生为念，单单考虑自己的执政

能否稳固，民进党也应该务实处理两岸关系。
《中国时报》6日社论呼吁，蔡英文只要能确认
两岸非国与国关系，两岸一家与共，当能确保
两岸关系沿着和平的道路继续前进。

针对民进党害怕承认“九二共识”将失去
绿营支持，《联合报》5日的社论指出，蔡英文
倘若能把“九二共识”的“原则”与“善意”
一一说清楚，除了深绿极“独”之外，相信多
数台湾人都不会反对。蔡英文应慎思，如果

“5·20”不说，要找出第二个说“九二共识”的
节点，那就更困难、更痛苦、代价更大了。

2000 年陈水扁上任之初提出“四不一没
有”，结果说一套做一套，还是回到“一边一国”

“废统”之路。有这前车之鉴，加上民进党16年间
一再挑动两岸仇恨，丑化大陆形象，胜选后这两
个月仍维持着“逢中必反”惯性，猛力推动“文化
台独”“去中国化”，如今大陆只要蔡英文承认既
有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可谓已经是最低的
要求、最大的善意。“九二共识”是宝或是草，只在
民进党一念之间。 （本报台北5月8日电）

世卫大会邀请函到 上面写着“一个中国”

面对“九二共识”蔡英文不能再装睡
本报记者 王 平

一方是“梅海”，一方是“梅世界”；一个在
大陆乡村，一个在宝岛。今年“五一”前夕，浙
江安吉县杭垓镇桐杭村与台湾南投县信义乡爱国
村在宝岛台湾开展联谊活动，以梅花为媒，结成
了“姐妹村”。

今年 3月，一份特殊的邀请函漂洋过海，寄
到了杭垓镇。台湾南投县信义乡乡长史强及爱国
村村长朱祥豪向杭垓镇及桐杭村发出邀请函，邀
请有关人员到信义乡和爱国村参观考察，共同探
讨梅产业发展前景及两岸两村文化交流。4 月
底，杭垓镇组织镇村“梅花大使”赴台湾信义乡
爱国村考察交流。

以种植加工农产品为主的信义乡是台湾最大
的梅产业基地，其中爱国村主导产业为水果、花
卉种植业，全村除芒果、槟榔、葡萄种植外，还
有梅林 700余亩，梅产业已成为当地鲜明的特色
产业，目前已开发出梅产品 200 多个，涉及生

活、饮料、食品、酿酒和观光旅游等领域。
“梅花大使”的到来受到信义乡和爱国村的

热烈欢迎，村民们领着大家考察了解村情村貌，
积极介绍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经营乡村的发展理
念，并安排大家与村小学师生和部分村民进行文
化交流。

梅花传情，两岸情深。在交流中，两村人民
希望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和往来，开展定期、不
定期互访，取长补短，互帮互促，共同提升两
地人民的生活品质。双方约定，在梅花盛开季
节，桐杭村与爱国村每年将轮流举办“两岸梅花
文化节”，各自组织“梅花大使”以花为媒开展
经贸、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两地民众永续友
好。同时，利用各自优势，组织开展旅游资源
和农产品推介、现代农业技术交流，促进旅游产
品和农产品的开发、销售等项目合作，推进产业
优势互补。

缪愿青从云南嫁到台南快7年了，声乐专业
出身的她如今在丈夫的故乡经营一间人文茶艺
馆，卖的是她以解乡愁的“家乡味道”——普
洱茶。

一本名为《100个大陆新娘的台湾梦》的新
书8日在台北面世，缪愿青作为书中记录的一位

“大陆新娘”来到发表会现场，在该书作者刘健
安引荐下清唱了一曲云南民歌。这位“80 后”
傣族姑娘已有两个孩子，而这天恰好是母亲
节，刘健安致辞时特别说道：“‘大陆新娘’也
是‘台湾母亲’，我要祝她们节日快乐！”

有意思的是，来自湖南的刘健安也是一位
“陆配”，不过他是“台湾的女婿”。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两岸通婚迄今20余
年，据不完全统计，与台湾同胞结为连理的大
陆配偶已超过 30 万，其中以女性为多。3 年
前，刘健安开始在台湾“走南闯北”，寻访生活在
宝岛各地的“大陆新娘”，用客观的笔触记录她们
来台后的大小事、梦想、快乐、苦楚与乡愁。

“‘大陆新娘’大都非常吃苦耐劳，非常优
秀，很能干，而且与夫家相处和谐，她们的故
事非常感人。”刘健安告诉记者，书中记录了
100位“大陆新娘”的故事，而实际上他采访接
触的超过500位。

刘健安说，因为这本书接触到许多嫁来台
湾的大陆姐妹，了解了她们真实的生活与心
声，也深深为她们夫家人的淳朴、善良、真
诚和可爱所感动。

缪愿青表示，她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
进入深圳一家台资企业工作，因此与担任公司
顾问的丈夫相识、相爱。从小生活在大山里的
缪愿青来到大海边生活，刚开始不适应的主要是台湾的海洋性气
候。时间长了，最难受的则是想家。

正因为思乡情切，缪愿青在台南做起了普洱茶生意。“这样就
能把家乡的味道带在身边陪伴我，而老公和全家人都非常支持我
提出开茶馆的想法。”她说。

为了让台湾茶客喝到品质上乘的地道云南普洱茶，缪愿青专
门回故乡学习茶艺，而每年新茶一上市都会回去精选。“我就是想与
台湾朋友分享普洱茶的真味与茶艺的乐趣，也希望嫁过来的姐妹们
更多地把家乡的好东西带到台湾，让两岸相处更和谐。”她说。

据刘健安介绍，该书的大陆版也即将推出。“我希望继续写下
去，30多万大陆配偶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他说。

在新书的 《收笔感言》 中，刘健安还呼吁台湾社会给予大陆
配偶及其子女更多的关爱，并批评岛内少数政客和“名嘴”等对
大陆配偶及其子女的歧视与侮辱。

他深情写道：“她们 （大陆新娘） 用勤奋、智慧、韧性和善
良，甚至在背着早期被一些有心人对大陆女性配偶污名化的沉
重磨盘下，创造着新的历史，也实现着她们的梦想。相信有这
么一大批两岸民间往来的使者，海峡两岸和平之桥将会有更有力
的支撑。” （据新华社台北5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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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母亲节，
香港花市火
庆祝母亲节，
香港花市火

5月8日是母亲
节，送花是较多人
选择的庆祝方式，
香港各鲜花市场生
意红火。有花店估
计，生意额比去年
多两三成。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两岸梅花村 结为“姐妹村”
本报记者 沈文敏

“袁黄为政的风格，可用一个‘廉’字来概括，廉惠、廉能、廉明、廉
直。这是他的成功之道。”在5月7日举行的“首届袁了凡思想文化国际论
坛”上，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鸿林认为，袁黄首先是一位“廉
吏”，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历代前贤的民本思想、明德之志、勤勉精神和
廉洁操守。

袁黄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比较陌生，但若提及 《了凡四训》
恐怕就无人不晓了。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善人，是晚明重要的
思想家之一。万历年间，袁黄任宝坻知县 （今天津市宝坻区），宦声极佳。
袁黄一生著述颇丰，所写 《了凡四训》 作为修身、齐家、教子的范本在海
内外广泛流传，被认为是传统“善学”的开山之人。

时至今日，在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袁了凡仍然享有极高的声誉。香港中
华道德学会称赞袁了凡以“改造命运的精神，创造自己的幸福，以及社会、国
家，乃至全人类的光明前途”，称《了凡四训》是“创造幸福的宝典”。

5月 7日，“首届袁了凡思想文化国际论坛”在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
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北京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中心、天津宝
坻袁黄研究会协办。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加拿大等国
家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嘉宾，围绕袁了凡其人其事、袁了凡与宝坻、袁了凡
思想文化及其现代价值等进行了研讨交流。

来自台湾元智大学的何威萱认为，袁了凡作为晚明历史上的重要人
物，学识渊博、著作繁多，其修身养性的功夫并未走向学术的格物穷理，
而是为了更好的拯救世道，这点尤为难得。同样来自元智大学中文系的钟
云莺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家族立训者众，主要为了教训规劝后代子
孙。但没有一本书像《了凡四训》那样，在华人民间社会流传了400多年，
并以善书的形式被一再刊播。明末以后，江南地区民间慈善事业兴盛，也
是受到了袁黄劝善思想的影响。

宝坻区委书记陈浙闽说：“这个研讨会要深入挖掘了凡思想文化精髓，
借鉴其‘向善立身、慎独立品’的传统智慧，在全社会营造向善向上的社
会风尚，推动‘善行宝坻’建设。”随着中国大陆对传统文化思想资源越来
越重视，可以想见，两岸三地在类似传统“善学”等问题上的交流和交集
必将越来越多。

两岸三地专家热议传统“善学”
本报记者 任成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