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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对话或对抗，全在台当局一念间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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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 12
日电（记者王平） 国台
办发言人安峰山 12 日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在两岸关系新形势
下，经国共两党有关方
面协商决定，今年将共
同支持两岸多个民间团
体共同主办“两岸和平
发展论坛”。论坛将于
11 月 2 日至 3 日在北京
举行。

安峰山表示，预计
届时将有来自两岸的社
会各界代表性人士、社
会精英、社团负责人等
约 200 人出席论坛，围
绕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
要问题，分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青年
5 个 小 组 进 行 专 题 研
讨，开展交流对话。希
望两岸各界有识之士在
这个论坛上，为两岸关
系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多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
议。

安峰山在答问时还
表 示 ， 自 2006 年 以
来，国共两党有关方面
共同主办的两岸经贸文
化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
10 届，是国共两党交
流对话的一个重要平
台，为促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

安峰山强调，国共
两党平台运作及各层级
的交流互动，为推进两
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形势下，国共两党

将继续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
共同政治基础上保持联系沟通，加强交流互
动，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
定，为维护两岸同胞利益福祉继续发挥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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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 10 月 12 日在北京举行例行新
闻发布会，发言人安峰山就近期两岸关系
的有关事宜回答记者提问。针对台当局领
导人蔡英文近日有关两岸关系的表态，安
峰山表示，是否接受“九二共识”，能否对两
岸关系的性质作出正确的认知，是检验台
湾当局领导人所谓“善意”的试金石。选择
对话或对抗，全在台湾当局领导人一念间。

花言巧语躲不开必答题

记者提问，针对蔡英文在“5·20”就
职演说中发表的关于两岸关系的论述，国
台办曾评论说这是一份未完成的答卷。在
刚刚过去的“双十”，蔡英文就两岸关系
又有了新的论述，关于这个论述，您认为
她这个答卷完成了吗？如果是完成了，请
问能给多少分？

安峰山回答说，10月10日，国台办发
言人已就此明确表示了我们的态度和立
场。导致两岸制度化交往机制停摆，导致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受阻，导致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方面面的成果受到冲
击，导致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切身利
益受到损害的原因和责任何在，大家都很
清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促进两岸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一条
正确道路。而要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关键就在于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
基础。在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和两岸关系
性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
间，也是一道不管如何花言巧语还是拖延
塞责都躲不开的必答题。

有记者问及，蔡英文“双十”谈话之
后，大陆有舆论认为蔡英文将不可避免地
走上与大陆对抗之路，发言人如何评价未
来的两岸关系？

安峰山表示，我们讲过，不同的道路
选择会决定不同的前景，你是要维护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
础，还是推行“两国论”、“一边一国”的

“台独”分裂主张？你是要继续走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之路，还是要重新挑起两岸的
紧张和动荡？你是要去增进两岸同胞的感
情和福祉，还是要损害同胞的根本利益，
去切断两岸的感情连接？我想这些都是事
关两岸前途和同胞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
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两岸关系何去何
从，选择坐下来进行对话，还是选择对
抗，全在台湾当局领导人的一念之间。

“四不”是虚“一没有”是实

记者提问，现在台湾当局不承认“九
二共识”，对于蔡英文称会尊重 1992 年两
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这样的表述，有何

评论？安峰山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基石，也是维持两岸关系现
状的关键所在。是否接受“九二共识”，
能否对两岸关系的性质作出正确的认知，
是检验我们对台湾当局领导人所谓善意的
试金石。在事关两岸前途和同胞命运的重
大问题上，台湾当局应该以实际行动来作
出回答，同时也要接受历史和人民的检
验。善意是做出来的，不是靠说出来的。

针对蔡英文所提大陆应该正视“中华民
国”存在的说法，安峰山回应说，大陆方面在
两岸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两岸
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至于两岸间长期
存在的一些政治分歧，我们的立场是不希望
一代一代地拖下去，应该在一个中国原则下，
通过两岸协商来作出处理。

有记者问，有位岛内“独派”人士在
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维持现状、不接受

“九二共识”就表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
分，从逻辑上推理说也是台湾“独立”，
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论？安峰山回答：

“我想，对这个问题应该作出回答的是台
湾当局领导人自己，她所谓的维持现状到
底是维持什么样的现状。”

针对蔡英文近日接连对两岸关系表
态，并提出台湾不会屈服于大陆压力的说
法，安峰山说，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近期的
一系列有关两岸关系的讲话，岛内有些分
析说得很有道理，就是她的“四不一没
有”，“四不”是虚，只是说给不同的对
象、不同的听众听的。但是“一没有”是
事实，那就是并没有接受“九二共识”。

有记者问到，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将代
表蔡英文出席下个月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
合会 APEC 会议，但现在有大陆的学者认
为这不符合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可能无法
成行，国台办对此有何评论？安峰山说，
我们的立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台
湾方面人士出席 APEC 的相关活动应该符
合APEC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

欢迎台胞参与中山先生纪念活动

安峰山应询表示，今年 11月 12日是孙
中山先生150周年诞辰纪念日，届时大陆会
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欢迎台湾同胞参与。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对日前逝世的
著名词作家庄奴先生的评价。安峰山回答
说：“庄奴老先生是闻名两岸的词界泰
斗，一生创作了几千首脍炙人口的华语歌
曲，在华人世界广为传唱。像我们都会唱
的 《小城故事》《甜蜜蜜》《垄上行》，大
家都耳熟能详。人已逝，歌永存，我们希
望老人家一路走好。”

（本报北京10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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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升空在即，航
天员将在太空实验室天宫二号进行 3个
由香港中学生设计的实验项目——“水
膜反应”“太空养蚕”和“双摆实验”。
同学们期待着实验结果，也希望凭着对
科学的热情，为国家航天事业和人类未
来生活作出贡献。

“我们预计双摆在无重力情况下会
有规律地按着圆周路径摆动。”在保良
局罗氏基金中学的实验室里，高三学生
侯柏全向记者讲述“双摆实验”的原理
和设计过程。这是他和另外 3名同学花
了半年时间合作设计的实验项目，它与

“水膜反应”和“太空养蚕”都是“香
港中学生太空搭载实验方案设计比赛”
的优胜作品。

3年前，神舟十号女航天员王亚平
在天宫一号示范了多项失重状态下的
科学实验，其中一项是“单摆运动”，
激发侯柏全和同学们深入探究航天科
学 的 兴 趣 和 热 情 ， 构 想 出 “ 双 摆 实
验”。

“它跟人类手臂摆动相似，可以研
发成协助航天员工作的工具，比如用来
采集石头样本的机械臂。”同学们拿着
双摆模型详细解说，他们期望实验结果
能为太空修补工序提供机械技术支援。

“双摆实验”指导老师黄洋表示，
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给学生发挥创
意和开阔视野的机会，他希望同学们能
继续保持这份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克服困
难的精神，将来为社会作贡献。

这次神舟十一号升空，航天员将带
着蚕宝宝遨游太空。基督教宣道会宣基
中学的“太空养蚕”实验设计者之一梁
芷韵表示，养蚕抽丝是中国传统工艺，
由中国航天员在太空中进行这项实验，
别具意义。

一个透明塑料箱子里设有蚕虫的
“食堂”和“卫生间”，同学们利用物理
学的对流原理，将蚕虫粪便输送到一个
收集空间，保持卫生。梁芷韵说，养蚕
装置经过多番改良，以减低蚕虫在太空
中死亡的机会，预计它们升空 8天后吐
丝结茧。“我们估计在失重情况下产生
的蚕丝会比较粗，韧性较强，可应用于
不同范畴，包括制作航天服。”

由顺德联谊总会翁祐中学 5 名高中
生构思的“水膜反应”，同样是受王亚
平在太空向学生展示的基础物理实验启
发，特别是其中一个在失重环境下进行
的水膜实验。

学生劳莉欣介绍说，他们参照王亚
平的做法并结合化学知识，设计了将聚

合物聚乙烯醇溶液及饱和盐水混合，以
进行相转化过程的项目，待风干后就会
形成固体薄膜，过程最多只需一至两分
钟，期望未来可进一步研发成透气但不
透水的人造皮肤和透析膜。

这一实验在比赛中获专家称赞有实
用性，每张薄膜的成本低至几分钱，而
且使用的实验器材较轻巧，方便带上太
空。

据悉，这些得奖项目的学生将在本
月中旬到访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
证神舟十一号升空，他们纷纷表示兴奋
和期待。

此外，同学们日前还获邀到访礼宾
府向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介绍得奖作
品。“行政长官对香港科研抱有很大希
望，他对我们说‘这不是终结，而是开
始’，鼓励我们继续探索科学。”“太空
养蚕”实验的另一名设计者黄采妍高兴
地说。

宣基 中 学 物 理 科 老 师 周 颖 熙 认
为，让香港学生近距离见证中国航天
事业的迅速发展，这是一次难得的机
会。他期望学生们秉持大胆、严谨和
创新的科学精神，将来创出更优异的
科研成果。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张雅诗）

港生科学梦将随神舟飞船一飞冲天港生科学梦将随神舟飞船一飞冲天

10 月 10 日，来自台
湾的茶艺师陈瑞英为安徽
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的
50多名茶艺爱好者讲解了
台湾茶艺基本知识。
葛宜年摄 （人民视觉）

宝 岛 茶 艺 师
合肥带“徒弟”
宝 岛 茶 艺 师
合肥带“徒弟”

香港第六届立法会举行首次会议
梁君彦当选立法会主席

本报香港10月12日电（记者连锦添、陈然） 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
12日举行首次会议，会议首先进行了议员就职宣誓仪式。随后，由议员
互选产生新一届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当选。

在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的监誓下，70位当选立法会议员依次进行宣
誓。根据 《立法会议事规则》 及 《宣誓及声明条例》 规定，立法会议员
誓言内容为：“我谨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
法会议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有3位议员因更改宣誓或展示其他有违誓词的物品，陈维安表示，无
法为他们监誓。3人未完成宣誓程序，也无权参与之后的会议及投票选举
立法会主席。

特区政府11日发表声明，强调立法会议员在新一届立法会会期之始
宣誓，是符合法例要求的必要之举。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立法会
议员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这是一项宪制性要求。

根据立法会规则，立法会主席由立法会议员互选产生。立法会议员
宣誓后，新一届立法会进行立法会主席投票选举，梁君彦议员当选为立
法会主席。

立法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除特区第一届立法会任期为2
年外，立法会每届任期4年。

（上接第一版）
我们不会忘记，在新中国成

立之初遭受外部封锁和敌视的时
候，柬埔寨率先同中国建交。在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
争中，柬埔寨给予坚定支持。在
中国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
洋权益、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解
决争端的时刻，柬埔寨秉持公
正、仗义执言。在中国四川、青
海、甘肃等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
时，柬埔寨王室、政府领导人、社
会各界感同身受，伸出援助之手。
中国人常说，“患难见真情”。柬埔
寨谚语说，“只有在患难中，才能
识别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
中国人民和柬埔寨人民重情守
诺、坦诚相待，中柬友好已经深深
扎根于两国人民心中。

中国和柬埔寨是情同手足的
好邻居。在推进国家建设、促进
民生发展中，两国互帮互助。中
国援建了柬埔寨第一条全线四车
道国道，承建了柬埔寨第一家水
泥厂、第一座火电站、最大规模
的水电站。蓬勃发展的西哈努克
港经济特区是中柬务实合作的样
板。截至 2016年 6月，累计进入
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企业达
100家，投资额2.8亿美元，解决
了超过 1.3 万柬埔寨民众就业问
题。两国发挥经济互补优势，深
挖潜力，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
水利、能源资源、信息通信等领

域合作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
提高，一系列合作项目早期收获
前景可期。

中柬两国人文交流日益密
切，给双边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活
力。中国文物专家长年扎根柬埔
寨，保护和修复周萨神殿、茶胶
寺等吴哥文物古迹。中国医疗专
家赴柬埔寨巡回义诊，为上千柬
埔寨民众实施白内障手术。中国
农技专家深入柬埔寨农村，白天
传授农业技术，晚上教授汉语，
受 到 柬 埔 寨 民 众 欢 迎 和 喜 爱 。
2009 年在柬埔寨成立的孔子学
院，已经由 1 个教学点发展到 14
个教学点，在校生超过 1 万名。
截至2015年，通过中国政府奖学
金来华留学的柬埔寨学生突破
1000人。

当前，中国和柬埔寨都处在
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全面深化
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优化产业
结构的相同任务，同为区域经济
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推动者、建
设者。站在中柬关系新起点上，
中国将同柬埔寨一道努力，推动
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
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持之以恒深化政治互
信。中方愿同柬方保持高层互访
势头，加强战略沟通，希望两国
政府、政党、立法机关、地方省
市加强交往。中国将一如既往支

持柬埔寨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坚定不移支持柬埔寨维护
国家主权、保持国内稳定、加快
经济发展。

——扎实深入推动互利合
作。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发展战略
对接，打造“一带一路”合作亮
点，因地制宜深化产能合作，推
动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信息通
信等领域合作取得务实成果。中
方愿采取措施扩大从柬埔寨进
口，扩大双边贸易规模。

——坚定不移加强国际协
作。中国支持柬埔寨作为东盟重
要成员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
作用，愿同柬方在东亚合作、澜
沧江－湄公河合作、联合国等地
区和多边舞台加强协调和配合，
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
益，积极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
东亚合作正处在关键发展阶段，
我们应该继续聚焦发展主题，推
动东亚合作健康稳定发展。

——细水长流促进民心相
通。中方愿同柬方一道，用好孔
子学院、中国文化之家等平台，
加强在教育文化、旅游卫生等方
面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两
国青年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让
中柬友好世代相传。

我深信，在我们共同努力
下，中柬传统友谊一定会结出新
硕果，我们将永远做肝胆相照的
好邻居、真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