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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台絮语
作为民进党当局派遣的“特

使”，“台独”大佬游锡堃近日飞
抵美国，准备参加美国总统就职
典礼。游锡堃在民进党“四大天
王”中英文最差，台当局领导人
蔡英文为什么要选他来担负面见

“洋大人”的重任？
游锡堃抵美后立马掏出了自

己的“独门秘籍”。他说，将送特
朗普 3 套邮票作为贺礼，“邮票是
国家的名片，代表国家的主权，
借此让国际知道，台湾推动国家
正常化的艰难过程”。而他初获

“特使”任命时还曾说，蔡英文上
台后也追求“国家正常化”，现在
要“制宪、正名”。“立委”席次
还不够，但民进党至少在“国家
认同”的法规上可修正，建立

“台湾主体性”。
游 锡 堃 的 台 词 堪 称 “ 辣 眼

睛”，但恐怕正是台当局的心声。
游锡堃多年来力推“台湾正名制
宪”，蔡英文选他出马，本身就是
一种肢体语言。有些话台当局不
敢说，不能说，所以借身无公职
的游锡堃之口来说。

蔡英文民调崩盘，“独”派喊打
喊杀之声比蓝营还要大。这是“逼
宫”，意在逼蔡英文加大“台独”步
伐。此时台当局请出游锡堃，正好
可向绿营表明心迹，表示自己并未
忘本，鸭子划水，一切都在不言中，
请“独”派稍安毋躁。

蔡英文上台之初，观察家即已预言，当台湾
经济恶化、内部矛盾升级，蔡“绿营共主”地位
不保时，为博取绿营支持，就会去喝“台独”兴
奋剂，走上陈水扁的老路。半年后再看，这一预
言越来越接近现实。

台当局“去中国化”、媚日亲美、疏远大陆的
一系列动作，已让两岸渐行渐远。此前蔡英文给
特朗普打电话，是赤裸裸的挑衅行为，而在岛内
修改“公投法”降低“公投”门槛等，更是为

“法理台独”布局的危险举动。
跟追求口头痛快和戏剧张力的陈水扁不同，这

一届民进党当局的特长是玩两面手法。明面上强自
谦抑，对外示弱，一再把“善意”、“两岸应该坐下来
谈”等挂在嘴上，内里却是坚决不承认“九二共识”，
毫不客气在各个领域推行“去中国化”。当大陆做出
反应时，台当局又会装出一副无辜模样，控诉大陆

“打压”，而绝口不提自己挑衅在先的事实。
迄今为止，台当局并未表现出任何收手的意

思。下一步，台当局可能还会如游锡堃所说，在
各种可以体现“去中”和“台湾主体性”的法规
上动手脚。这必将引发新一轮的恶性循环，最终
结果就是台湾海峡迎来真正的“地动山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于 1 月 18
日上午在特区立法会发表 2017 年施政报
告，这是他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今年
的施政报告内容涉及经济、土地房屋、参
与“一带一路”倡议、环境资源保护、扶老
安贫、青年等方方面面。梁振英表示，本届
政府一直秉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
政理念，深信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改善民
生，促进社会和谐共融。

推动香港“再工业化”

梁振英表示，过去4年，香港经济温
和增长，通胀持续回落，政府财政稳
健，就业人口累计增加 16 万，失业率极
低。政府既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亦全
力推动新兴产业。报告认为，未来一
年，环球经济前景不明朗，全社会更须
维护经济发展。要巩固传统产业的优
势，促进产业多元化，推动“再工业
化”，全力发展创新及科技，提高产值。

施政报告也大篇幅聚焦民生。梁振英
在报告中说，政府全力扶贫、安老、助弱，
鼓励就业，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

的个案持续下跌。针对“上车难”问题，将
持续增加房屋和土地供应，通过短中长期
综合施策，增加 60 万个住宅单位；逐步取
消强制性公积金与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
的对冲办法，通过优化“长者生活津贴”使
50 万名长者受惠；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向

“持续进修基金”再注资 15 亿元（港币，下
同），实现“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
恒常化；注重医疗服务规划，在2017-2018
年度额外拨款20亿元，应对不断增长的服
务需求；支持体育运动的“普及化、精英
化、盛事化”，未来5年增建或重建26个体
育及康乐设施项目。

外界都注意到，这是梁振英任内的
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他回顾了本届政府
的施政成绩，表示竞选政纲的承诺基本
上已经落实。不难发现，经济和民生是
他当初施政出发的原点，也是本次“结
业报告”的重点。

把握“十三五”机遇

“十三五”的港澳专章，确立香港在国
家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包括巩固和提升香

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
地位，也强调深化内地与香港合作，支
持香港参与国家双向开放。在 《内地与
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框 架 下 签 署 的 《服 务 贸 易 协
议》已于去年6月实施，基本实现内地与
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特区政府现正进
一步与内地探讨在投资、经济技术合作
等范畴，扩大和优化CEPA，期望今年中
取得实质成果。

梁振英指出，国家“十三五”规划
纲要明确要加快前海、横琴等粤港澳合
作平台建设。特区政府会继续在粤港合
作机制下，在合作区为港人港企掌握好
创业、就业及事业发展的新机遇。比
如，香港深圳合力发展落马洲河套地
区，推进“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建设；
积极进行连接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及
香港接线工程，配合大桥通车；监督广
深港高速铁路工程，实现明年第三季度
通车的目标。

梁振英还以“沪港通”、“深港通”
为例印证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成果。上月
开通的“深港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
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及全球离岸人民币
业务枢纽的地位。

借“一带一路”走出去

施政报告提到，特区政府会在今年
起组织“一带一路”推广团，到伊朗、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等有潜力
的国家。政府会继续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推动教育合作和交流，增加本年
到内地“丝绸之路”沿线的学生交流团
名额至 5600 名、增设“一带一路印度尼
西亚奖学金”，下学年也会有两个以私人
捐款设立的马来西亚及泰国“一带一
路”奖学金。

梁振英表示，香港可以利用“一带
一路”和两地基金互认安排带来的需
求，进一步拓展人民币业务。 “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对专业服务需求殷切。香
港可配合倡议，为沿线国家提供培训，

港铁学院正与几个国家的铁路营运者初
步探讨。机管局成立的“香港国际航空
学院”，于上月与法国国立民用航空学院
签订协议，合作培训本地及区内的航空
专才。特区政府亦准备为沿线国家访港
官员安排有关特区政府运作的讲座或短
期培训，促进合作。

此外，香港可以为亚投行在项目融
资、发债、投资、财务管理及外汇管理
等方面提供支持。亚投行已正式邀请香
港加入成为成员，特区政府期望于今年
年中前完成相关程序。

重申“港独”没有空间

梁振英表示，香港“一国”和“两
制”的双重优势和“超级联系人”的作
用越来越突出。在国家“十三五”规划
和“一带一路”倡议下，香港本着“国
家所需、香港所长”的原则，以经济发
展之力，行改善民生之策，机遇无限。

梁振英在报告中强调，香港是国家
不可分离的部分，香港完全没有独立或
以任何形式分离的空间。在“一国两
制”下，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义务全面遵
守 《基本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
土完整。市民亦期望行政立法各司其
职，为掌握香港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共同
努力，避免蹉跎岁月、坐失良机。

施政报告还特别提出，今年是香港
回归祖国 20 周年，特区政府正以“同心
创前路，掌握新机遇”为主题筹办一连
串大型庆祝活动，并且将在全球超过 80
个城市举行庆祝活动。

梁振英形容，这一代香港人，“承前启
后，任重而道远”。5 年前他提出“迎难而
上”，这 4 个字不仅代表他的初心，亦是香
港人建设这个家的体会，“难”说明政府对
问题的认识，“上”代表政府的决心和行
动。梁振英强调，秉持“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的施政理念，未来半年他和特区政府
会继续尽职尽责，全力打拼。日后他会继
续本着对香港的热爱和担当，和 700 万港
人一起继续奉献香港和国家。

梁振英施政报告聚焦经济民生——

2017，港府将主抓这些事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本报北京1月18日电（记者任成琦） 海协会负责人
士18日表示，开展两岸协商谈判，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我们已经多次表明，只有海基
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两会受权协商和联系机制才能得以重启。
台湾方面和海基会应当十分清楚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
僵局和两会协商联系机制停摆的症结是什么。不解决是
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个双方互动的基础问题，讲再多
的话，对化解僵局都是没有意义的。

针对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弘茂 18日称，期待能和海
协会陈德铭会长在金门会面，“希望大陆方面慎重考虑这
项提议”，“为两岸僵局解套”。记者就此采访海协会，海
协会负责人士作了上述表示。

海协会负责人士表示，坚持“九二共识”，既是我们
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最大善意，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
意的试金石。

海协会负责人士表示：

“九二共识”是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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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1月18日电（记者杨懿） 澳门
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 18日表示，去年全
年，澳门接待入境旅客规模近 3100万人次，有
轻微增长。其中留宿旅客近 10年来首次超过不
过夜旅客，增幅接近一成，显示澳门旅游吸引
力持续提升。

文绮华在当天举行的年度记者招待会上总
结回顾去年旅游业情况时说，2016 年澳门入境
旅客达 3095 万多人次，较上年增长 0.8％。其中，
国际旅客上升7.9％，而占澳门旅客总量2/3的内
地旅客也有0.2％的轻微增长。

国际市场方面，韩国仍稳居国际客源地首
位，增幅近 20％。东南亚市场也有不俗表现，

其中，泰国旅客增幅超过 30％，印尼、菲律宾
增长 11.7％及 3.7％，日本、美国等地客源也分
别上升6.5％和4.6％。

初步资料显示，去年全年，留宿澳门的旅
客达1570多万，增长9.8％，占访澳旅客总数的
50.7％，为近 10 年来留宿旅客首次超过不过夜
旅客，显示澳门旅游吸引力持续提升。

文绮华表示，今年旅游局还将完成旅游业
发展总体规划的编制，并配合特区政府5年规划
中的旅游发展目标以及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的步伐，重点推动申报“美食之都”，加强与包
括葡语系国家在内的区域旅游单位合作，探索
发掘“一程多站”“一带一路”沿线的多元化旅
游产品，促进澳门旅游业持续发展。

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开开”“心心”
的双胞胎幼崽“健健”“康康”已半岁有余，壮
实活泼，一家四口预计可在春节期间一起与
公众见面。

记者近日独家探访了澳门大熊猫家族。
在“健健”“康康”兄弟俩专属的游乐场内，记
者看到了好动的“健健”与弟弟扭作一团，而
弟弟“康康”毫不示弱，找准机会就来个反
扑。见惯此景的“奶爸”“奶妈”——大熊猫饲
养员则在一旁笑而不语，眼里充满爱意。

“澳门有了本土繁育的大熊猫宝宝，而
且一生就是两只，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惊喜
也是挑战。”澳门特区民政总署石排湾动物
园兽医陈海峰说。

据专家介绍，大熊猫如果产下双胞胎幼
仔，通常会放弃较弱小的一个，以保证较大
幼仔的生存给养。所以，饲养员必须想方设
法，通过“换崽”的方式进行人工辅助喂养。

双胞胎中的弟弟“康康”出生时仅有53.8
克，大约为一个鸡蛋的重量，体重不及哥哥
的一半，只比迄今人工繁育成活的最轻大熊
猫幼仔重2.8克。

“看到小仔纤细柔弱的身躯在妈妈‘心
心’脚边跌跌撞撞时，大家都被这份顽强所
感动，不眠不休也要照顾好它。”回忆起看到

熊猫幼仔呱呱坠地时的情形，澳门大熊猫管
护团队动情地说。

“奶爸”“奶妈”在“健健”“康康”每日成
长记录中，形容初生的“康康”捧在手心里软
绵绵的，活像一团会动的糯米糍，不禁对它
关爱有加。

“起初大家都捏了一把汗。”陈海峰坦
言，“母乳，尤其是初乳，对大熊猫幼仔免疫
系统的建立至关重要，但“康康”由于嘴巴太
小，没有吮吸母乳的能力。”保育员只能在

“健健”吃奶的间隙收集“心心”的奶水，用特
制奶嘴小心喂给“康康”。

正在澳门轮值的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兽医黄文俊说：“成都基地曾养活初生体重
51克的幼仔，在超轻体重大熊猫育幼方面还
是颇有经验的，我们会根据幼仔个体发育情
况，通过科学的公式为其量身定制配方奶。”

黄文俊称赞说，“康康”表现出超强的
求生欲，吃奶甚至比哥哥还积极，“看着他
各项指标一天天与哥哥接近，大家花再多
工夫都值了。”

刚出生时一对宝宝需要住在育婴箱中，
由保育员24小时呵护照料，每一小时量一次
体温，每两小时喂食一次。饲养员们还练就
了轻巧的指功，帮助大熊猫宝宝排便。

在“奶爸”“奶妈”的精心呵护下，“健健”
满月时体重突破了1000千克，弟弟“康康”的
体重也增长为出生时的14倍，加紧了追赶哥
哥的步伐。它们的耳朵、眼睛、手脚和肩带已
经变成了黑色，毛发也逐渐浓密起来，只有
鼻子和脸部还保留了幼仔特有的粉红色，被
保育团队亲切地称作“孖宝双雄”。

在保育员的辅助下，第一次当妈妈的
“心心”也遗传了家族的良好基因，从最初把
宝宝抱在怀中时的不知所措，到现在能够纯

熟地调整坐姿，用肚子和手托住宝宝顺利哺
乳，一副“凑仔高手”的样子。

“健健”“康康”慢慢长大，也越发活泼缠
人，骑木马、溜滑梯、荡秋千、叠罗汉这些游
戏项目已不在话下。保育员们尽量安排母子
三个多一些共处时间，以便宝宝们学习“社
会技能”。现在，一对宝宝已经开始模仿妈妈
的样子学吃竹子和自己排便了。

在现场，调皮的哥哥试图趁妈妈不注意
从宿舍“越狱”逃跑，却被饲养员抓了个现
行，它便使尽抱腿、挠爪、扯衣服等招数拼命
抵赖。“奶爸”赵创焜尽管被“健健”的利爪挠
得手臂满是红道子，依旧开着玩笑问记者：

“你 知 道 为 什 么 大 熊 猫 宝 宝 喜 欢 抱 大 腿
吗？……哈哈，可能把腿当成树干了，是时候
带它们去练练了。”赵创焜说：“比起它们健
康快乐地成长，我这几道伤又算得了什么？”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刘畅 杨懿）

大熊猫“孖宝双雄”初长成：

春节时我俩和澳门民众有约

梁振英在香港立法会发表2017年施政报告。 图片来源：香港中通社梁振英在香港立法会发表2017年施政报告。 图片来源：香港中通社

近日，香港一商城
举行“执手相传——过
年看粤剧”展览，粤剧
精美的扮相和演出海报
营造出浓浓的过年氛
围。图为参观者争相拍
照。

中新社记者
张 宇摄

港人爱粤剧港人爱粤剧

去年留宿旅客增幅近一成

澳门旅游吸引力持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