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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24日电（董殊宇）“携手同成长 共筑
中国梦”2016京港青年伙伴训练营，于7月24日晚在北京
科技大学落下帷幕。170余名京港青年学生在京完成为期
1周的学习交流活动。

该活动由北京团市委、北京科技大学、香港专业人
士 （北京） 协会、中华青年精英基金会共同举办，来自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电影学
院等高校的两地青年参加了此次训练营。

训练营有效融合京港青年的国情教育认知、综合素
质拓展、团队精神培育等多方面需求，开展了青年领导
力课程、创业计划训练等培训项目。港方领队、香港专
业人士 （北京） 协会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委王柏荣说，我
从香港来内地工作3年，见证了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香
港年轻人如不亲身参与这一进程，将错失巨大机遇。

今年刚从港大毕业的邝慧婷参加完此次活动说，北京平
台大、机会多，希望有机会来内地发展，做好京港两地的桥梁。
北京科技大学大三学生赵金丹说，在团队建设中感觉到香港
的同学们思维活跃，富有创新意识，值得内地同学学习。

据悉，今年共有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戏曲学院等 10 余所高校参与承办京港青年伙伴交流
营，陆续在暑期开展短期访学、商业实习、文化交流等
社会实践活动。

图为京港两地高校学生同游后海，感受老北京风情
与现代都市魅力的融合，并循着北京地图探索知名文化
景区。 （李韫笙摄）

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公共图书馆主
办的“第十一届香港文学节”，日前于香港落
幕，为当地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场飨宴。香港
浸会大学语文中心高级讲师朱少璋说，隔年
举行的文学节，已经成为香港文学界的标
记。爱好文学的市民都习惯在这段时间参加
各项文学节的活动。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
讲师唐睿说，“这情形与香港书展十分相似，
文学节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已成为香港文坛
中不可或缺的活动。”

探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第十一届香港文学节”以“我想文学”
为主题，通过不同形式的文学活动，探讨文
学与生活的微妙关系。在近 20 天的时间中，
参与者跟随作者的笔触，在学者、文化评论
者等人的引领下，重温令人感动和难忘的生
活点滴，领略个中细腻的情怀。

本届文学节共举办30多项精彩的文学活

动，包括专题展览、研讨会、导读会、“生活
诗意”朗诵分享会等。朱少璋说，“我想文
学”的主题“就像钻石一样”，有不同的切
割、折射面，引发参与者的无限想象。

看见城市的另一面

本届文学节的重头戏——“我想文学”
专题展览以“生活想象”为主旨，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为“我想文学”主题展区，以

“都市吟游”、“人间情味”、“写意自然”及
“纪游随想”四个题旨来介绍香港的文学作
品，让参观者看见城市的另一面，体会生活
中无处不在的人情味。另一部分的“字游·想
象”学生创作展区，由多所中学的代表集体
创作文学展板，以青少年的视角，展示年轻
一代对文学的看法。

此外，一连三讲的研讨会也是活动重
点，分别以“书写城市的虚实轨迹”、“文学
里的原乡与他乡”及“文学的女性书写”为

题，邀请多位本地和海外知名讲者参与，探
究文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从而拼贴出“与
文学碰面”的多元面貌。

推动创作及阅读风气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以来致力于推动文学
事业的发展，比如举办一年一度的“香港书
展”、两年一度的“香港文学节”以及支持民
间文学社团，从而推动当地文学创作及阅读
风气，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文学活动。

香港文学节于1997年首次举行，由于为
文艺专业人士及爱好者提供交流切磋的机
会，为文学创作提供集中展示与分享的平
台，而被视作当地文坛盛事。现实中，推广
文学艺术是香港公共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内
容。除了致力于提供丰富完备又种类均衡的
馆藏，香港公共图书馆还举办多项文学创作
比赛及大型推广活动，以提升市民对文学艺
术的认识和兴趣。

香港文学节，打开城市想象空间
俞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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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国家副主席李
源潮 25日在北京会见了香港女童军总会百年
会庆暨制服团体“同心同根万里行”交流团。

李源潮说，香港回归 19 年的实践证明，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得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
内的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和国际社会的广泛
赞誉。希望香港青少年继承中华民族爱国传
统，从内心热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全面准
确理解“一国两制”，积极维护香港繁荣稳
定；把握时代机遇，奋力开创香港美好未来。

李源潮会见

香港青少年制服团体交流团
李源潮会见

香港青少年制服团体交流团

在民进党“立法院”多数席位的碾压
之下，国民党全力抗争的“不当党产处理
条例”25日在台“立法院”迅速获得三读
通过。由此，国民党自 1945 年以来取得
的财产，都将面临被清算的命运。国民党
人士对本报记者坦言，“国民党要被抄家
灭党了！”

甲级动员

民进党胜选后，把“不当党产处理条
例”作为主推法案，矛头直指国民党的庞
大党产。在民进党“立委”占“立法院”
近 2/3 强的情况下，国民党虽努力抗争，
仍挡不住该草案步步逼近。在上周的表决
战中，国民党团提出近 300项变更议程案
以拖延议事，令表决无法通过。

25 日，国、民两党再次祭出甲级动
员。民进党之前就扬言，哪怕要一连表决
5 天 120 小时，也定要让草案过关，今天
则已做好挑灯夜战到零点的准备。在 25
日的临时会上，民进党团士气高涨，现场
准备了龟苓膏，边吃边高喊“党产归
零！”反观国民党，则一早就露出难逃

“被表决”，迟早得挨一刀的口风，今天也
未以激烈手段抗争。结果，该草案以超过
预期的速度当天就通过了三读。

台湾政权轮替之前，国民党一直是
“立法院”多数党，但关键法案却常被民
进党卡住。除了因为民进党善于肉搏，惯
用霸占主席台、反锁大门等招数之外，也
跟当时的国民党籍“立法院长”从不使用
警察权有关。如今形势倒转，变成少数党
的国民党，却一早就宣誓要做“忠诚反对
党”，绝不霸占主席台，而民进党籍的“立法
院长”，也断不可能有暗助国民党之举。面
对来势汹汹的党产条例，国民党能做的不
多，除了摆足抗争架势之外，也只有拿出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觉悟了。
按照该法案的规定，国民党自 1945

年以后取得的财产，扣除党费、政治献金
等后，将全部推定为“不当取得”，应转
移充公。不愿具名的国民党智库人士表
示，国民党要被“抄家灭党”了，而且只
要是跟国民党有关联的组织，甚至是拿过

“中山奖学金”的个人，只要被认定跟
“不当党产”有关，都将遭到清算。

三大争议

绿营意志在该法案中得到了全面落
实。围绕法案，蓝绿主要有 3 个争议点，
最终都按绿营方案通过。

第一个争议点是条例名称。在初审通
过的版本中，法案名称为“不当党产处理
条例”，国民党团提出修正动议为“政党
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国民党“立委”赖
士葆更直接提出修正动议改为“中国国民
党党产处理条例”。国民党认为，条例完
全是冲着国民党而来，而且一开始就定性
为“不当”党产，政治追杀意味太浓。最
后，法案定名为“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
取得财产处理条例”，“不当”二字不改。

第二个争议是执行组织。按照条例，
将在“行政院”下设“不当党产处理委员
会”，进行政党、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
之调查、返还、追征、权利回复等事项。
委员会设置委员 11—13 人，由“行政院
长”派之。国民党团认为，“行政院”是
民进党的“行政院”，则委员会也是民进
党的委员会，到时候来处理国民党党产，
必无公平可言。

最后就是起算日期。初审条文规定，
政党、附随组织自 1946 年起取得或交
付、移转、登记于受托管理人，并在本法
公布日仍存在的现有财产，推定为不当取
得；国民党团则希望起算日期改为 1992
年。最后通过的版本中，起算日期被定在
了 1945 年，也就是国民党从日本手中接
管台湾的那一年。

任人宰割

所有政党都有党产，关键在于，究竟
什么才是“不当”党产？这一问题的解释
权，想必将归民进党控制下的“不当党产
处理委员会”所有，届时国民党难免落入
百口莫辩、任人宰割的窘境。

国民党的党产最早可追溯到迁台时所
带的资产以及数百万两黄金，接管部分日
本据台时控制的财产，或以低廉价格买进
的土地以及台湾各级政府当时赠与国民党
的公有土地等。当然，最大宗的还是其党
营事业，主要指国民党投资与掌控的一大
批经济实体。

在国民党执政“党政一体”的时代，
“党库”与“国库”难分，其党产到底有
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对外界来说更是一
个谜。2000年国民党沦为在野党、连战接
任国民党主席不久即着手清理党产，并将

“党产交付信托”作为国民党改造的重要

举措之一。人们相信，随着国民党从一党
独大变为与绿营竞争，其党产市值缩水势
所难免。

根据国民党中常会新公布的党产处理
专案报告，国民党合计党产总值约 277亿
元 （新台币，下同），每年人事行政花费
含退休人员给付退休金，总共近 20 亿
元。但民进党则质疑，国民党党产总值有
两笔账，实际账目约为明面申报的 5 倍，
投资资产估计有1000亿元以上。

成也党产，败也党产。过去，党产曾
是国民党制胜的法宝，近些年却成为被民
进党追杀的包袱。国民党若彻底失去党
产，固然是卸下了包袱，但赖以维生的资
源一朝告罄，冲击力之大也是难以想象。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24 日表示，民进
党用非法手段让“党产条例”屡次在“立
法院”闯关，完全是在追杀合法政党，相
当令人不齿也令人遗憾，她说：“国民党
会坚强去面对……不会轻易就被这样的方
式打倒。”

“党产条例”通过 清算至1945年

国民党要被“抄家灭党”？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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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青年伙伴京港青年伙伴
携手探索北京携手探索北京

本报台北7月25日电（记者任成琦、王
尧） 大陆赴台旅行团严重车祸遇难者公祭仪
式 25日在桃园御奠园净界纪念会馆天御厅举
行。肃穆的灵堂正中上方，悬挂着大陆海峡
两岸关系协会、辽宁省人民政府、大连市人
民政府等单位以及台湾相关部门所送的挽
联。

中午 12 时许，遇难者遗像被请至天御
厅。随后，遇难者家属陆续到达天御厅进行
祭拜。12时50分许，公祭仪式正式开始。台
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首先步入灵堂，上
香、献花圈、三鞠躬，并逐一与遇难者家属
握手。随后，台湾有关部门负责人、大陆海
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秘书长刘克智等先后到
场哀悼致意。大陆驻台机构、大陆驻台媒体
代表、台湾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了公祭仪
式。14时20分许，礼成，遇难者遗像被请回
中坜殡仪馆怀源厅。

桃园市有关负责人在公祭仪式现场对媒
体表示，目前桃园地检署初步发现旅游车上
有汽油瓶，必须要查清楚整个过程到底是否
有人为疏失及责任。家属在公祭仪式和遇难
者遗体火化之后会离开台湾，但这一事故的
调查还需继续完成。在这次沉痛的教训之
后，台湾的交通和观光部门都需要在旅游安
全方面更努力。当天上午，遇难者“头七”
法会在桃园中坜殡仪馆怀源厅举行。遇难者
家属分别到遇难者灵前上香、鞠躬，跟随法
师诵经悼念亲人。

本月 19日，台湾发生重大车辆火灾事故，
造成包括24名大陆旅客在内的26人死亡。

陆客团车祸
遇难者公祭在桃园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5 日电 （记者齐湘
辉） 由文化部港澳台办公室、中央政府驻香
港联络办青年工作部、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
办文化教育部、香港青年联会和澳门基金会
共同主办的 2016年“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
动”，25日在国家博物馆举行闭幕仪式。

文化部副部长丁伟出席闭幕式并致辞，
他表示，很高兴看到来自港澳的同学们通过
此次文化实践活动，不仅提高了自身的专业
素质，而且对祖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有了
深入的了解。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在
致辞中说，非常高兴看到港澳的同学们在此
次活动中取得丰硕收获，今后争取不断努
力，组织更多的港澳学生来到内地参加文化
实践活动，为加强内地与港澳的文化交流创
造广阔平台。

参加此次活动的港澳学生纷纷表示，非常
有幸来到北京各大文博机构进行工作实习。领
导和老师们的关怀使他们真正融入了这座城
市，祖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令
人惊喜和留恋。5周的时间过去得太快了，希望
以后能常回到北京来，并有机会深入到更多的
内地城市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是由文化部
倡议举办的内地与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重点
品牌项目，旨在促进港澳大学生专业知识与
实践能力的协调发展，加深他们对中华文化
和祖国国情的认知和了解。

据新华社澳门 7月 24日电 （杨悦
苒、王晨曦）“国际青年舞蹈节2016”24日
在澳门拉开序幕。来自全球各地和澳门本
地的近600名青年舞者以巡游方式，向游
客和市民展示了多元艺术与文化的魅力。

本届舞蹈节从 24 日持续到 28 日，
共有 27 支舞蹈队参与。其中包括 10 支
澳门本地舞蹈队，17 支来自澳大利亚、
以色列、希腊、立陶宛、挪威、新加坡
等国以及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的
舞蹈队。他们将以巡游、户外户内表演

等方式，让游客和市民与世界各地的舞
者近距离接触，从不同角度欣赏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艺术与文化。

此外，本届舞蹈节期间还将举办“艺能
展现工作坊”，教授和交流舞蹈技巧，为来
自世界各地的舞蹈爱好者提供建立友谊、
交流文化、展现艺术的平台。

本届舞蹈节由特区政府教育暨青年
局主办。澳门自 1987 年起开始举办的

“国际青年舞蹈节”，是澳门一项令人瞩
目的文化艺术盛事。

据新华社台北7月25日电（记者刘
刚、许雪毅） 台湾经济研究院 25日第 3
度下调今年经济增长率预期至 0.77％，
较4月预估的1.27％下降0.5个百分点。

这也是岛内继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
究院、台湾综合研究院、“中华经济研
究院”等之后，又一家机构预测今年经
济增长率不保1。

台湾经济研究院表示，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与经济学人均下调全球经济及贸

易成长率预测，加上 6 月英国公投脱欧
冲击全球金融市场，都对未来景气投下
新的变数。

台经院分析认为，6 月份台湾出口
及外销订单减幅虽然持续缩减，但仍未
恢复到正增长，民间消费信心仍逐步下
滑，营建工程与政府相关投资减缓，都
影响内需成长表现。观察目前经济复苏
依旧缓慢，且未能如预期的在第二季启
动，因此各主要预测机构纷纷下修预测。

研究机构：台经济难“保1”

“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闭幕

“国际青年舞蹈节”在澳门举行“国际青年舞蹈节”在澳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