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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澳门2月23日电 （记
者苏宁） 驻澳门部队战士业余

文工队今天走进澳门大学校园，
与澳大师生开展“中国故事”文化

联谊活动。
在步战车、火箭模型和迷彩网、木

棉、荷花布置的舞台上，由驻澳部队普
通官兵组成的业余文工队，上演了军乐仪

仗表演、《澳门组歌》和音画专题片《强国梦
和强军梦》，艺术地再现澳门的人文景观和澳门同胞的中
国心，具有强烈的澳门特色和军旅风格，体现了子弟兵
对澳门和澳门同胞的深情祝福和礼赞。

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中联办、外交公署、澳门大
学，以及驻澳门部队等部门官员出席联谊活动。据了
解，之后驻澳部队还将邀请澳门大学师生到军营参观和
进行其他文化联谊活动。

在联谊活动中，驻澳部队为观众献上自己准备的节
目。 本报记者 苏 宁摄

本报北京2月23日电（记者张盼） 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
义70周年座谈会23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
林文漪出席并讲话。

林文漪指出，70年前的 2月 28日，英勇爱国的台湾人民发动了
反对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与祖国大陆人民开展的
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相互呼应，汇聚成了全国同胞爱国民
主运动的巨大洪流，展现出台湾同胞薪火相传的强大爱国主义精
神。回顾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以来的70年历程，作为生活在祖
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我们深有感触的是，不管两岸关系如何风云变
幻，祖国大陆始终与台湾同胞手相连、心相依。实践证明，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之路，是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当前，台湾当局拒
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更有极少数人篡改
歪曲“二·二八”的历史真相，这些极端的言行最终损害的是包括台
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座谈会上，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二·二八”亲历者代表黄
幸、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和台湾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理事
长王正分别作了发言。

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
70 周 年 座 谈 会 在 京 举 行

香港2017至2018年度财政预算案公布

特区政府如何派糖惠民生？
本报记者 柴逸扉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特区立法会

宣读2017至2018年度财政预算案。陈茂波表示，希望通

过“稳中求进”的公共财政政策，造福香港社会，同时确

保开支增长适度，与财政承担能力相称。

据了解，这是本届特区政府任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

案。特区政府如何派糖惠民生，民众怎样分享红利？这些

问题都成为香港舆论关注的焦点。

投资未来，鼓励创新科技

为持续推动香港创新科技发展，特区政
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一系列“加码”措
施，包括预留发展资金、成立创新、科技发
展与“再工业化”委员会、邀请科创业界及
学界人士参与等举措，协助统筹香港的创新
及科技发展，推动香港“再工业化”的进
程。

陈茂波在财政预算案中强调，在强化支
柱产业的同时，须把握机遇，大力支持发展
优势和新兴行业，让经济进一步多元发展。
创新和科技正好可驱动香港“再工业化”，
发展适合香港的高端制造业，推动经济增长
和创造优质的就业机会。特区政府遂以前瞻
方式善用 610 亿元盈余，当中会预留 100 亿
元支持香港创科发展，继续推动香港创科产
业，具体应用会交由创新及科技局处理。

另外，根据新的预算案，在贸易及物流
方面，特区政府将继续与主要的贸易投资伙
伴开拓更广阔的自由经济市场，强化香港作
为区内投资、金融和物流枢纽的地位；在航
运业方面，特区政府将研究在港珠澳大桥通
车后，加强以不同方式连接香港及珠三角地
区；在金融方面，未来特区政府将通过发行
不同种类债券、加强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资
金双向流通、改革上市监管制度等措施，继
续发展香港成为亚洲的资产管理中心和财富
管理中心。

扶弱助贫，惠及中产人士

“政府财政取之于民，也必须用之于民。”陈茂波表
示，未来一年特区政府将继续“以人为本”施政，按缓急
先后将资金用得其所，在各项措施的成效和政府财政
承担能力之间取得平衡，循序渐进，持续改善民生。

按照方案，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将推出351亿元的惠
民措施及税务措施，既扶贫助弱，也力促惠及中产人士。

在扶贫助弱方面，新一年度的预算案将为相关人
士在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综援）、高龄津贴 （长者津
贴）、长生津方面额外多发放 1 个月津贴 （香港俗称

“双粮”），共涉及约 36 亿元。而鼓励就业交通津贴
（交津）及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低津）亦有“双粮”。

在其他安老的新措施方面，特区政府增拨了 2.5
亿元，加强对长者的照顾。据悉，其中3100万元用于
增加149个资助安老宿位及25个长者日间护理服务名
额；3600万元用作改善7间现有合约院舍的资助宿位
及提高长者日间护理服务从业者的素质。

而对于中产阶层来说，特区政府继2008至2009年
度后再次提高税收起征点，将现行薪俸税的起征点由4
万元提升至 4.5万元，130万名纳税人因此减轻税收负
担。以一名年薪38万元的单身人士为例，新措施下每年
缴税由近3万元降至7820元，节省2.15万元。

此外，特区政府将推出系列一次性减税措施，包
括宽减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宽减75%的利得税以
及在未来推行 5 项常态的税务宽减等。其中，“宽减
75%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维持上限达 2 万元”这
项政策就将惠及全港184万名纳税人，政府收入将减
少164亿元。

保持稳健，增强抗险能力

根据本年度财政预算案，2016至 2017年度
盈余 928 亿元 （港币，下同），财政储备在 3 月
31日预计为 9357亿元。由于本年度的盈余高于
预期，陈茂波表示，将以前瞻方式善用当中的
610亿元盈余，推进安老、体育、科技以及青年
发展等工作。

谈及政府的“公共财政理念”，陈茂波认
为，尽管香港财政政策一向强调的是“量入为
出”，但并不是要求为每年收支扣上“紧箍
罩”，在具体执行中当以“应使则使”为原则注
入许多惠民措施。特区政府必须适度有为、目
光远大及善用财政资源，为香港的未来持续投
资，提升竞争力。

当被问到为何今年的盈余较高但税务和短
期纾缓措施涉及金额却有所减少时，陈茂波指
出，虽然今年的盈余较多，但不能因为一年的
高额盈余而轻易大幅减税。香港税基狭窄，而
且政府收入来源集中。作为一个小而开放的经
济体，香港的经济表现容易受环球经济波动影
响，倘若外围经济环境突然恶化或波动，政府
收入将直接受到冲击，因此要做好平衡分配。

另外，陈茂波也提到，香港下一年度基本
工程开支为 868 亿元，预计 2020 年工程高峰期
将现赤字，所以恳切呼吁立法会议员以整体利
益为重，在审议有关拨款申请时不要拉布，让
这些民生工程可以早日上马，同时避免因拉布
而造成工程量大幅波动。

2 月 28 日临近，又到了绿营诉苦打
悲情牌的时间。每年这个时候，“台独”
势力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二·二八”
事件就是当年国民党当局武力镇压台湾
本省人民，借以夯实“台独”主张的理
论基础和事实根源。这种宣传，让许多
年轻人“理所当然”想象成“外省人屠
杀台湾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2 月 23 日，台盟
在北京举办活动纪念“二·二八”起义。
大陆对事件早有清晰论述：事件是台湾
同胞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一
个正义行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
个部分。长期以来，这一事件被岛内有
些人加以利用，歪曲历史事实，挑拨省
籍矛盾，煽动两岸仇恨，以谋取一党一
己之私来搞分裂图谋。

怪不得大陆一说要举办纪念活动，
岛内有些绿营“立委”就很紧张，立马
扣上“统战”的大帽子。因为他们已经
视“二·二八”为禁脔，习惯了垄断对它
的定义和阐释权。为给自己的险恶用心
张目，不但极尽煽动、鼓吹、歪曲之能
事，甚至不惜作伪。这种作伪，体现在
谢雪红身上最明显。

谢雪红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
“二·二八”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台
盟创始人。然而在台湾，她被某“台
独”组织包装成“独立”先锋、“护台革
命英雄”。道理很简单，别有用心者将谢
雪红主张的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独
立，硬是拗成从中国独立出去。这真是
彻彻底底地污名化。如今“台独”已成
民进党最重要的“神主牌”，更改史实拉
人头，不过是想把纸糊的“神主牌”撑大一些而已。

这种生拉硬拽，连岛内网友都不买账。有人直言，谢
雪红怎么可能是“台独”？绿营不要乱认祖宗！她将原名改
为广为人知的“雪红”，“红”就是表明赤色社会主义者的
身份嘛！但手拿“台独”的脂粉四处胡涂乱抹，改了史书
教科书改政治标签，早已经成为绿营的一大强项——

日本对我寻求独立有利，那就给你涂个红脸，50年殖
民的罪恶不说，单说“日治”的“遗德”；大陆要维护国家
统一反“台独”，就给你扣上鸭霸、专制的帽子，黑脸；国
民党寻求两岸和平双赢，就是“卖台”，就涂你个大花脸；
当年民进党的创党元老费希平与傅正等，包括后来的朱高
正与林正杰，竟然是统派人士，那就涂白，让你慢慢在党
内体制中变成空气消失。总之，我“台独”的脂粉多得
是，唯绿为尊，想把你涂成啥样是啥样。

问题是，无论是历史事实
还是政治现实，都不是任人打
扮的小姑娘。你可以欺骗所有
人一时，或欺骗某些人一世，
但 不 可 能 欺 骗 所 有 人 一 生 一
世。不信？用“消独水”把脸
一洗，该是啥样是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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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7 名警察因涉嫌殴打 2014 年参
与非法“占中”的袭警人士，近日被香
港区域法院外籍法官判决罪名成立，各
获刑 2 年监禁，且不准缓刑。判决结果
甫一公布，震惊整个香港社会。人们质疑
之前轻判袭警辱警的非法示威人员，之
后重判辛苦执勤的警察，于情不合、于理
不公。社会各界纷纷支持声援获罪警察，
静坐、游行、筹资，共同主张上诉改判，为
法治正名，还警察公道。

2月22日晚，香港3.8万人走进旺角
警察体育游乐会，发出了“争公义、还
法治”的强音。

半个警队参加集会

当晚的集会由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
会、香港警务督察协会等 4 个警察协会
组织发起。大会原定于 19 时正式开始，
17时许已有大批警务人员包括现役、退
休香港警察及其家属进场。18时许，会
场外的通道便被尽数塞爆。

20时许，集会人数达至顶峰，室内
羽毛球场和室外两个足球场已无空地，
人山人海，群情汹涌，场面十分震撼。
由于会场只能容纳 1.1万人，另外 2.7万
余人只能在会场外聆听大会广播。警察
队员佐级协会主席陈祖光发言时形容，
今日有半个警队参加了集会。

参加集会的不仅有现役警务人员和
前警务处高官，还有香港多名政界人
士，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惠珠、民
建联主席李慧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
及多名立法会议员。

谭惠珠在大会上呼吁，支持7名警员
及他们的家人，指出已与数名热心人士成
立了“敬言仁基金”，发起募捐帮助7名警察
家属解决经济及生活问题。她表示，虽然手
足受到挫折，但永远不会遗忘他们。“等他
们出狱的那天，我们会到门口欢迎他们。”

万众一心争取尊严

大部分人身着白衣参加了当晚的集

会，意在表示“警察的纯”，并在衣服
上贴上了“争公义”的蓝色纸片。

陈祖光在大会发言时说，要取回
警察尊严，不能无理任人侮辱，哑忍
下去不合理。“我们尊重香港司法制
度，希望法院能洗脱他们的罪名，让 7
名同事堂堂正正走出来。”

“市民可否想象，我们的家人看见
我们因执行公务被污辱的心情？我们
要争取制定辱警法，为香港警察争回
一个受尊重、有尊严的执法环境。”香
港警务督察协会主席李占安说，如今 7
名警察落难，心如刀割，非笔墨能形
容。

陈祖光表示，将上诉争取公道，也
将去信特首，要求立法保护所有公职人
员，订立侮辱公职人员罪。

此前，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已组织多
次静坐、游行活动。“撑警大联盟”还
将在全港发起签名活动，借此要求特首
行使职权减免7名警察的刑罚。

天平失衡损伤法治

七警案判决结果在香港社会引发的
鼎沸民怨，源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围
攻、辱骂、用尿液淋警察的恶徒被姑息
轻判，辛苦执勤、每天平均工作 15 小
时、承受巨大压力的警察却锒铛入狱，
一生尽毁，令 2.9 万名香港警察伤心，
让几百万香港市民寒心，有损公正，有
悖常理。

香港资深媒体人屈颖妍感慨道，
“占中”的、扔砖的、煽动及参与暴动
的，刑期只有 2天到 10个月不等，更多
是罚款、感化令、社会服务令了事。同案
另一被告只判了 5 个月兼可保释上诉。

“越来越觉得，香港真的是罪犯天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执业律师

黄国恩说，法院对“占中”者的起诉及
判刑，与七警案相比，有偏袒之嫌。只
有让大家看得到法律的公平公正，才能
得到市民的支持和信服，避免社会进一
步撕裂，减少社会对立。

《东方日报》评论指出，7名警察犯
错受到惩罚，“占中三子”及幕后黑手
依然毫发无损，司法天平倾斜一方，法
律面前不平等，法律面前一些人比另一
些人更平等，对香港法治和国际形象又
何尝不是一种践踏？

（本报香港2月23日电）

“争公义 还法治”

香港七警案判决不公引发万人集会
本报记者 张庆波

驻澳门部队走进校园驻澳门部队走进校园
讲述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

新华社香港2月23日电（记者丁梓懿） 香港特区
目前约有3800名人瑞 （10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有七
成为女性。预计 50 年后，香港将有 4 万多名人瑞，若
以七成的比例推算，到时香港将有3万多名超过百岁的
女性。

香港女性平均寿命 87.3 岁，位居世界第一，高出
第二的日本女性 （87.05岁） 约0.25岁。香港女性平均
寿命高出香港男性 （81.2 岁） 约 6 岁。有预测指，到
2064 年，香港女性的平均寿命将延长至 92.5 岁，男性
则为87岁。

香港人口约有 700 万，加上 35 万名外籍家庭佣
工，共有730多万人口。其中，女性约有362万人，不
算外佣人数，女性人数占香港总人口的一半还多，占
比约为52%。

香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50.8%，也就是说在每
100 名 15 岁以上、可以工作的、健全的女性中，有 51
名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其余的则为学生或是家庭妇女。

在经济活动方面，香港律师行业中女性人数占
比约为 47%，会计行业的女性占比约为一半。在私人
企业中，有三成管理人员是女性。担任恒生指数成
分股企业的女董事，约占整个董事会的 1/10，高于
全球其他地方——新加坡为 9.5%，日本和韩国仅为
3.1%及 2%。

在香港特区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中，处长级以
上 有 1/3 由 女 性 担 任 ， 约 为 34% ， 在 上 世 纪 80 年
代，这个比例则仅为 5%。短短数十年间，升幅超过
6 倍。

香港百岁老人中女性占七成香港百岁老人中女性占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