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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汪灵犀）10月
12日，香港立法会候任议员梁颂恒、游蕙祯在就
职宣誓时，公然使用粗言秽语侮辱国家民族，并
展示标语鼓吹“港独”，事后不仅轻佻回应社会谴
责，还赴台湾宣扬“港独”，后又硬闯立法会议事
厅致使议会瘫痪。多名专家学者表示，梁、游二人
的言行已经违反基本法，不仅没有就任立法会议
员的资格，而且必须负上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副所长莫纪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梁、游二人这种具有主观恶意的辱国宣誓行
为，明显违反了基本法，是对基本法的故意挑
战，两人显然不具备立法会议员的就职资格。

依据基本法第104条，拥护“港独”的人是
不能够成为立法会议员的。此外，鼓吹“港
独”涉嫌触犯多条《刑事罪行条例》，不为法律
所容，必须负上法律责任。

莫纪宏说，像这样的辱国者想以身试法，
宣扬“港独”，绝对头撞南墙。这不仅是对基本
法的挑战，更是对“一国两制”制度的挑战。
他认为，建制派力阻二人重新宣誓的做法是正
确的。“梁、游已经是成年人，而且在公然做出
侮辱国家民族、宣扬‘港独’的行为后拒绝向
公众道歉，很难保证今后他们会按照基本法行
使权力和履行义务。”

莫纪宏认为二人极可能再做出一些侮辱国
家的行为。“这等于是用基本法给的机会来对抗
基本法。梁、游二人的欺诈行为已经没有政治
道德和底线，为了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竟然无
视所有中华儿女的感受，决不能让这样的投机
分子混入香港立法会议员队伍。”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浙江省政协港澳台
侨委员季霆刚也表示，在誓言中发假誓是极其
严重的违法行为，并且有骗取选民信任、欺骗
公众的嫌疑。身为立法会当选人，连最基本的
宣誓都未能达标，让市民如何放心将议政责任
交予他们？不守法、不依律就应受到制裁。

香港各界的反应印证了两位专家的观点。
10月18日，特区政府罕见地向香港高等法院申
请司法复核和禁制令，要求推翻立法会主席梁
君彦批准2人再次宣誓的决定。香港民众、数十
家社团和港府高官也都纷纷发表谴责声明，并
反对他们重新宣誓。“这表明，香港民众都看不
下去了，他们希望特区政府能够严惩梁、游二
人。如果连侮辱国家、支持分裂的人都能进立
法院当议员，那香港立法院以后将没法运转。”
莫纪宏说。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陈端洪对记者分析称，梁、游二人的行为实

质是一种政治作秀，虽然“港独”绝无成功可能，但这类言行让香港的政治
文化变得粗鄙，给香港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心理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

陈端洪建议特区政府应主动发挥积极作用，遏制这种坏的风气，在大是
大非的问题上让年轻人有正确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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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一号”飞船10月中旬顺利升空并与
“天宫二号”完成对接，航天员继而进行由香港中
学生设计的科学实验，其中“太空养蚕”的片段
日前传送回地球，让香港学生们着实兴奋不已。

3年前，女航天员王亚平在“神舟十号”进
行的科普教育片段深深刻印在香港中学生的脑海
里，一粒粒航天科技梦的种子静待萌芽；1年
前，3个中学生团队在“香港中学生太空搭载实
验方案设计比赛”中脱颖而出，凭借奇思妙想与
缜密设计。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载
办）的视线；如今，曾经仰望星空满目欣羡的学
生将他们的3个实验送入太空，等待科学的种子
开花结果。

三个实验 同一梦想

“很多人或许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和太空接
触，而我们现在却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带入太空，
参与到国家这么庞大的航天工程里。我们觉得很
荣幸，也很感恩。”香港顺德联谊总会翁祐中学
的高三学生劳莉欣在前往甘肃酒泉前说。

劳莉欣和其余4名同学设计的“微重力状态
下制作多用途的聚合物有孔薄膜”实验随“天宫
二号”进入太空。这是“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
中，3个由香港学生设计的实验项目中的1个，
也是“香港中学生太空搭载实验方案设计比赛”
70份参赛作品中的冠军之作。

他们参照王亚平在“天宫一号”所做的基础
物理实验启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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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然而，
因在地球上受重力的影响，两种溶剂混合后的成
品膜厚薄不一、小孔分布不均，严重影响成膜质
量。因此，小发明家们决定用太空中的微重力状
态解决这个问题。

成员何奕龙说，期待着太空对薄膜的“改
造”能提高拉膜质量，制作出多用途的聚合物有
孔薄膜，日后应用在医疗方面：研发出透气不透
水的人造皮肤和透析膜，以帮助不同类型的病
人。

而已经和航天员景海鹏、陈冬一同在太空生
活多日的“航天蚕”，则来自基督教宣道会宣基
中学的“太空养蚕”实验。实验设计者之一的邓
梓仪表示，设计实验的目的则是为了了解蚕在太
空的吐丝会否更加坚韧，提升蚕丝性能以应用于
宇航服或其他民用产品。

同样受到王亚平在“天宫一号”中示范启发
的，还有香港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的4名同学。
他们在王亚平“单摆运动”的基础上，探求微重
力情况下“双摆”的运动轨迹。“我们早就对
‘双摆’在太空中的表现抱有很多设想，但不知
它们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一次要让航天员帮
我们验证。”侯柏全说。

多方护航 助梦飞天

为了设计出安全性、可行性高的太空实验，
同学们从选料到实验方法上多番斟酌，力求令实
验符合中载办的严格标准。
“水膜实验”中，劳莉欣和伙伴们在最后几

日得知有毒液体不能带入太空，争分夺秒地寻
找可替代溶剂作为实验主角，最终以 8%浓度
的盐水替代丙酮完成实验；“养蚕实验”的同
学则因如何清理蚕虫粪便而一度焦头烂额，
最后想出在养蚕箱内设计清洁孔与排便扇，
以延长蚕虫寿命；而载人飞船对重量的限
制，曾险些令以钢铁作为“双摆”物料的实验
小组束手无策，当然不言放弃的学生最终克服
了重重困难。

即便如此，将中学生的实验带上天也并非易
事。作为中学生与中载办之间的桥梁，实验方案
设计大赛的承办方之一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多次邀
请航天专家赴港向学生讲解航天知识，并对带入
太空的三项实验做最终的可行性调整。生产力促
进局总裁麦邓碧仪介绍：“专家保留了学生90%
的设计，每一个需要改良的部分，都会耐心向学
生解释改进的原因及方法，在尊重、肯定他们成
果的基础上，让他们了解更多真实操作中可能遇
到的问题。”

作为香港学生的强有力后盾，特区政府也为
学生获得如此成就欣慰不已。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回忆他的中学时期，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外
国人登陆月球。“如今，中国人在太空有了自己
的角色，希望在未来，香港也能借助国家航天事
业的发展，在太空有一些角色。”梁振英说。

指点星河 冀望少年

首次有香港中学生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实验，这
一突破并非偶然，此前也曾有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
相机架构系统跟随“嫦娥三号”登月。在香港学生
对太空追索的背后，是香港特区政府对创新科技的
着力宣传以及香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从“两弹一星”到“太空漫步”，中国用半
个世纪的时间走到世界航天舞台的中央，而这过
程中的每一步，都鼓舞着港澳同胞民族自豪感与
国民认同感。

在国家航天科技兴盛的势头下，香港各种形
式的科技活动层出不穷。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每
年举办的“少年太空人体验营”，到民政事务局
与中载办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共同策划的“香港
中学生太空搭载实验方案设计比赛”，香港年轻
一代逐渐开始参与对太空的追索。而在刚刚结束
的“创科博览2016”中，50余项国家尖端科技项
目亮相香港，中国航天及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飞机及运输机、
深潜至7000米的“蛟龙号”潜水器、超级计算机
“天河二号”等“国之重器”，更带给香港青少年
又一次学习与震撼。

少年强则国家强，科技兴则国运盛。
如今，香港中学生以较高的科学素养、创新

的科学思维、严谨的科学作风和乐观协作的团队
精神，展现出香港青少年的崭新风貌，更有力地
诠释了青少年投身科技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前瞻性
意义。而也只有在科技昌明、国势强盛的后盾
下，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国家青少年才能指点星
河、激扬文字，仰望太空见梦想。

少年强 科技兴

香港学生筑梦“天宫”
陈 瑶

新华社南京10月31日电（记者张展鹏）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率领中国
国民党大陆访问团，31日上午拜谒了南京中山陵。

洪秀柱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历史功绩。她表示，在中山先生的
精神感召下，两岸一定会携手并进，为了民族复兴和民生繁荣，共同推动和
平发展，创造未来愿景。

洪秀柱率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拜谒中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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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陆原创大型民族经典舞剧《丝路花雨》在台湾高雄佛

光山演出受到欢迎。这是《丝路花雨》继1995年后，第二次“洒

落”宝岛台湾。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丝路花雨》
飘洒佛光山

10月31日，海峡两岸第一部
以现实交流活动为题材的爱情故
事电影《爱的“蟹”逅》在台湾苗栗
艺文中心举行首映仪式。苗栗县各
界人士 700 多人出席。影片总监
制、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向苗栗
县长徐耀昌赠送了电影纪念册。
《爱的“蟹”逅》讲述的是上

海海洋大学在帮助台湾苗栗县养
殖大闸蟹的过程中，发生在一对
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故事情节有其原型：2011年
10月，上海海洋大学与台湾苗栗
县签署了《中华绒螯蟹养殖技术
合作协议》，上海海洋大学并先后
派出20批次科技专家团队亲赴苗
栗考察指导，并派一位副教授
“蹲点”苗栗，对蟹农进行技术指
导，成功创建了适合苗栗县境内
养殖大闸蟹的技术体系。当地养
殖户称之为“苗栗模式”。

至于养蟹过程中发生的爱情
故事，编剧也是受到了上海海洋
大学学生一桩两岸婚姻的启发。
2009年 7月，上海海洋大学的大
三男生赵明随学校组织的“海洋
教育文化交流团”访问台湾，遇
到了作为“东道主”的台湾海洋
大学的大二女生高于欣。短短的
10天旅程，两位年轻人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临别之际，小高拥抱
小赵，从默默流泪变成嚎啕大
哭，央求他：“不要走好不好？”
小赵回到上海后，节衣缩食，每
月 1000来元的生活费，其中 600
多元用于给小高打电话。有情人
终成眷属——经过将近两年的爱
情“煎熬”，小高带着需要的证件
来到上海领了结婚证书。现在，
小赵和小高都在上海海洋大学任
教，最近还喜得了宝宝。

电影总制片曹钢率领主创人
员出席了10月 31日的首映仪式。
他说，去年11月底摄制组到苗栗
拍摄期间，得到了苗栗县政府及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这次专程
来放映电影，就是为了表示感谢。

女主角程予希是台湾演员，
男主角黄世超是福建泉州人。他
们向观众介绍说，彼此都是第一次
到上海和台湾，通过拍戏增进了许
多了解，至今一直保持着联系。

10月 31日的首映仪式前，苗
栗县进行了今年大闸蟹评鉴竞赛
颁奖仪式，共有13家养殖户获得
各类奖项。目前，苗栗县有养殖户
58家，养殖水面26公顷。5年来，上
海共向苗栗提供 236万余只品质
优良的蟹种。苗栗大闸蟹产业累计
创造产值近3.5亿元新台币，拉动
全县旅游业增收近 2.5 亿元新台
币。苗栗已经成为台湾大闸蟹的主
要产地和岛内闻名的“大闸蟹之
乡”。（本报苗栗10月31日电）

《爱的“蟹”逅》台湾首映
葛凤章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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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0月31日电（记者陈然）今天上午，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香港新界青山训练场举行“香
江卫士－2016D”联合实兵演习。

此次演习以联合防卫作战为背景，是一次陆海空三
军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联合火力打击、多路协同攻击和
特战渗透破袭。

今天参演的主要兵力包括摩托化步兵、装甲兵、特
种兵、工兵、防化兵、炮兵和空军航空兵部队等；参演

的主要装备包括陆军装甲车、迫击炮和反坦克火箭等。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共500余
人应邀到现场观摩军演。

据介绍，此次演习是为了检验驻港部队的整体作战
能力和实战化训练成效，同时进一步增强同香港社会各
界的信任与交流。演习根据驻港部队年度训练计划举
行，围绕《驻军法》赋予的保卫香港特别行政区安全的
防务责任，不断强化使命课题训练，提升作战能力。

驻港部队举行“香江卫士”联合军演

本报台北10月31日电（记者张盼）10月30日至11
月4日，大陆知名音乐节目《中国新歌声》多名人气学员
来到宝岛，在台湾4座城市、5所高校、3处社区带来8场
精彩演出。

此次活动不仅有两岸人气学员唱响成名曲，更有来
自两岸的校园“好声音”们同台献歌。活动也深入社
区，不仅在表演中融入当地特色文化，更以上海社区
“广场舞”与台湾“土风舞”同台竞舞的方式，促进民众
文化互动，推动两岸文化交流。

在演出阵容上，一到四季《中国好声音》及第一季
《中国新歌声》中实力学员集结，每场演出都有两岸好声
音共同参与。陈冰、余枫、周深、李维、刘明湘、官灵
芝及今年冠军学员蒋敦豪等两岸学员同台演出，再现各
自在舞台上的经典曲目。2015年至今，《中国好声音》校
园行已二度走进台湾，在台湾20所大学献上精彩演唱会。

图为好声音人气学员余枫教苗栗学生歌迷跳舞。

张 盼摄

2016中国新歌声唱响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