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17年3月2日 星期四
责编：王 平 张 盼 邮箱：gtbhwb@people.cn

针对台籍诈骗嫌犯被
遣送大陆，台湾陆委会发
言人近日说，大陆“以政
治因素为由不愿与台湾合
作”，如果大陆“苦民所
苦”，就应尽速恢复两岸协
商。倒打一耙竟能如此面
不改色，也是醉了。

“ 苦 民 所 苦 ” 说 得 漂
亮，但前几次大陆破案之
时，大家分明记得民进党
从没在意过大陆受骗民众
家破人亡的苦，而只一味
为诈骗犯们争取权益，心
心念念就是要把嫌犯迎接
回 台 。 至 于 回 台 后 怎 么
判，能否追回损失，完全
不管。

去年4月，在民进党强
力施压下，台当局从马来
西亚抢回 20 名台湾诈骗嫌
犯，结果专机一到桃园机
场，嫌犯便被当场放行，
各回各家。因为台方根本
没立案，手头也没人证物
证 ， 所 以 抢 回 嫌 犯 唯 有

“放生”。过去几年，大陆
也曾将诈骗犯连同事证一
起交给台湾，但台方都是
轻纵轻放，绝大多数嫌犯
都只是交了点罚金，就又
活蹦乱跳地继续行骗世界
去了。

对于自己毫不关心大
陆受骗民众权益，无心无
力惩治犯罪而热衷于“护
犊子”的事实，民进党绝
口 不 提 ， 却 反 过 来 炒 作

“ 被 打 压 ”， 指 责 大 陆 不
“苦民所苦”。难怪有台湾

网民会说，民进党才是最大的诈骗集团。
民进党还指责大陆因政治因素不愿协商。事实

是，两岸过去8年间好不容易建立的沟通机制，就是
因为民进党当局片面破坏了两岸本已建立的“一
中”默契，才被迫停摆。大陆很希望跟台方保持对
话，是民进党关上了协商大门。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民进党一边关门，一边
却口口声声说“坐下来谈”，要把两岸现状生变归咎
于大陆。这种口称善意、背地对抗的策略，已成民
进党两岸政策主轴。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民进党“立法院”
党团总召柯建铭说，一定会把“两岸协议监督条
例”加列入本会期的优先法案。言下之意，两岸协
议对台湾很重要，所以民进党很重视。问题在于，
民进党不认“九二共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更
别提“监督”的本意是“卡死”了。

民进党当局任命有“台独教母”之称的叶菊
兰出任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叶菊兰说，她要向大
陆“释出善意”，愿亲自拜访大陆海旅会，但情
感上不愿“拿台胞证”进入中国大陆。给人的感
觉，就如同摆着侮辱手势说

“你好”。
当施政只剩诡辩术和障眼

法，人民还能从中获益吗？如
果民进党真像自己说的那样有

“苦民所苦”之心，就应先停
止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

2017年的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连日
来，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积极讨论和准备将向大会提交的议案、
提案和建议，做好履职工作。其中，如
何让香港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深化香港与内地的交流以及加强港
人国民身份认同，成为今年港区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助港投身“一带一路”

前不久，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民建联） 召开记者会，民建联几名代
表委员共同公布了6方面、共24条建议
及提案。其中，“香港加强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成为首项内容。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谭耀宗表示，香
港拥有大量优质的本土品牌，内地可研
究扶持香港原创品牌开拓海外市场。他
希望国家驻外经贸部门可为港商提供更
多支援，包括分享商业网络及协助处理
纠纷等，并鼓励支持香港企业参与和投
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发展
投资项目。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经济民生
联盟 （经民联） 副主席张华峰在提案中
建议，内地与香港的监管机构应就市场
上各项违规行为，加强合作执法和调查
工作，并将香港打造成“一带一路”人
民币融资平台，促进香港资本市场健康
迎接“一带一路”商机。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经民联监事会
主席林建岳从旅游及电影产业出发，在
提案中列入“将香港打造成‘一带一
路’多元旅游平台”及“将香港打造成

‘一带一路’电影产业枢纽”等建议，
希望抓住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机

遇，提升香港旅游业及电影业的吸引
力。林建岳表示，中央有关部门可以牵
头协调，支持香港与内地各省市的旅游
合作，与内地合作推出更多“一程多
游”，提升香港旅游的吸引力。

深化内地香港交流

在多名港区代表委员提出的议案、
提案和建议中，加强内地与香港的交流
融合是受普遍关注的话题。

经民联的 4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联
名提案，建议开放拥有电子护照的内地
居民可网上签注赴港“个人游”。他们
建议从小范围开始试验，之后再逐步扩
展，最后扩大至内地所有拥有电子护照
的居民。

除了方便人员往来，港区全国人大
代表叶国谦还建议，希望尽快解决广深

港高铁“一地两检”的问题，期望内地
有关部门与香港特区政府紧密合作，尽
快制定符合基本法规定并切实可行的方
案，简化内地方面边检、检验检疫、海
关等执法管理工作。

而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张华峰表
示，“沪港通”“深港通”开通后，两地
市场反响不错，为之后更多金融产品互
联互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建议参照

“沪港通”的运作模式，设立“债券
通”“ETF （交易所交易基金） 通”“商
品通”等项目，让两地投资者可互相投
资。

深港两地的创新合作近来成为香港
发展的新亮点。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林健
锋认为，应深化两地创科产业合作，建
议香港与深圳两地政府在完善基建配套
建设的同时，对创意产业提供财政支
援，并建立香港与内地的创新创业平

台，鼓励两地人才交流。

加强港人身份认同

“ 落 实 国 民 待 遇 ， 提 高 身 份 认
同”是民建联的代表委员在议案、提
案和建议中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代
表委员提出，要提高香港人的国民身
份认同，应加强在港推广中国传统文
化，加强两地交流，吸引更多香港学
生 到 内 地 升 学 ， 允 许 港 人 入 伍 参 军
等，并尽快打破香港与内地的制度界
限，包括通讯、福利、电视娱乐等，
以破除香港人“划地为限”的地区意
识。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彭长纬表示，
一些香港年轻人对内地了解有限，有
时还有偏见，推进国民教育有利于加
深年轻人对国家的了解和认识，进而
提高国民身份认同。林健锋则建议，
应邀请内地知名专家与香港教育界合
作，共同编写、修订适合香港采用的
权威教材，确立学生的国家观念和国
民身份意识；两地学术机构也应联手
研 究 “ 港 独 ” 问 题 ， 为 教 师 提 供 反

“港独”的教学支援，全面加强香港反
“港独”教育。

此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还建议借
助内地加强香港航天教育。在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船将香港中学生设计的实验项
目带上太空后，香港社会对国家航天事
业发展反响热烈。民建联代表委员希望
内地提供更多平台，让香港中学生更全
面和深入地参与国家的航天发展项目，
考虑增设“青年航天员体验营”，让 30
岁以下的青年有机会深入了解和体验中
国的航天科技发展。

两会 港区代表委员期盼啥
本报记者 柴逸扉

两会 港区代表委员期盼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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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民建联的代表委员召开关于两会建议提案新闻发布会现场。 资料图片

香港特首选举3候选人产生
本报香港3月1日电（记者陈然） 第五届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选举提名于 1日 17时结束。本届选举的选举主任
裁定共3人获得足够有效提名，按照提交提名表格的先后
顺序，曾俊华、胡国兴、林郑月娥成为此次选举的候选
人。

第五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提名于 2 月 14 日开
始。根据香港基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任何香港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没有外国居留权、年满40岁，并在
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不少于20年，均符合资格获提名为候
选人。候选人提名表格须由不少于15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
签署提名，每名选举委员只可以提名一名候选人。

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退休法官胡国兴、
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提名期内先后向选举
事务处提交了超过15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签署的提名表格
并获得确认有效。另外一名参选人叶刘淑仪由于未能得
到足够提名，于1日下午宣布结束选举工程。

由近 1200 名选举委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将于 3 月
26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第五届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人选，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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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个以著名武侠小说家
金庸为主题的常设展馆——“金
庸馆”，近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揭幕，3 月 1 日正式与市民见
面。展馆内共展出珍贵手稿、照
片、早期小说版本以及各类水墨
画等300多项展品，介绍金庸的
早期事业、武侠小说创作历程及
其小说对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

图为媒体记者在“金庸馆”
绘画作品展区拍摄。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金庸馆”
香港开馆

“金庸馆”
香港开馆

粤港联合反偷渡成效明显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谢希语） 第四次粤港边界打

击偷渡联合工作会议近日在香港召开，特区政府保安局
局长黎栋国和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局长陈定武主持会议，
会议总结了自成立粤港反偷渡专项行动一年后的成果，
并商讨下一步策略。

据介绍，自 2016 年 2 月中展开粤港反偷渡专项行动
以来，内地相关省区公安边防、出入境部门共查获外籍
非法入境者超过 4 万人，侦破 21 个有组织的偷渡集团，
涉及 260 宗企图偷渡到香港的案件，涉案人数超过 3200
人。

黎栋国表示，要有效减少偷渡活动，粤港必须继续
重点打击蛇头和犯罪集团。不过，根据经验，犯罪集团
有可能会转移偷渡路径和模式。因此，特区政府和内地
的执法机关必须继续紧密合作，持续打击贩运人蛇的非
法活动以及背后策划的犯罪集团。

出席会议的包括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公安部港澳台
事务办公室、出入境管理局，以及广东、广西及云南等
相关的公安机关代表，及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警务处
及入境处的代表。

时移事易，曾经主宰生杀大权的人也难
逃此律。台北地标建筑“中正纪念堂”，从
1980年落成至今，“纪念”的内涵已转化为文
化和旅游卖点。有关主人公的纪念品也脱离
了“纪念”的样貌，呈现的是逗趣搞笑，成为
吸金的商品。但是，台湾当局近日宣布，中正
纪念堂内有蒋介石符号的商品包括公仔、文
具、创意生活用品等，全部下架停售，并禁播
按惯例播放的《蒋公纪念歌》，有“老蒋”形象
的标志停用，撤换介绍“老蒋”的展板、折页，
所有展厅、艺廊、演艺厅不许与“老蒋”沾边，
改名为一展厅、二展厅、一楼艺廊、演艺厅
等。放着那么多民生大事不着急，对一个早
已没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消声，对台湾政治
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这是民进党借“消遣”

“老蒋”斗争政敌国民党。
有台湾网友呼吁：赶紧到“中正纪念

堂”“国父纪念馆”前去照个相吧，也许
一觉醒来，这些都不存在了。

废掉“中正纪念堂”

网友的话并非耸人听闻，台湾当局的
“政务委员”张景森就提议废掉“中正纪念
堂”，把“中正纪念堂”改为“立法院”。他的
理由是“立法院”一直想迁建，碍于经费困
难不得实现。“中正纪念堂”占地是现在“立
法院”的6倍大，有可扩建空间，能容纳各种
集会抗争，不会影响市区交通。他称1990年

“野百合学运”时，他就曾建议由蒋家后代
主动提出废掉“中正纪念堂”，“让台湾的威
权象征可以漂亮转型，也替蒋家后代留下
一点历史得分”，但是没能获得支持。

那么这一次呢？国民党当然不答应，国
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此举会引发社会对
立、仇恨与分化，是不智之举。蒋家后代中唯
一还在政坛的蒋孝严之子蒋万安表示，应该
理性全面地呈现历史人物，过去威权时代，
只讲“功”的一面，因此被大家批评、质疑；但
今天如果完全只讲“过”的一面，也不是客观
理性，“这样的做法与过去的时代有什么差
别？”蒋万安表示赞成“中正纪念堂”并列功
过史料，这是尊重台湾的共同记忆。

有台湾舆论指出，民进党上台后，无
论查抄国民党党产或让“中正纪念堂”转
型，都只是从固定政治立场出发，当然也
就很难没有双重标准、对人不对事。政治
人物的偶像崇拜确有检讨必要，但只怕是
沦入政治清算。

真的很“中国”

民进党当局紧盯“中正纪念堂”不
放，是斗争国民党，也是看着纪念堂实在
不顺眼。因为“中正纪念堂”的建筑语言
太“中国”，一望便知是“中国好建筑”。
纪念堂坐东面西，遥望大陆，外观仿效天
坛祈年殿，青铜大门、花岗石台阶、天花

板藻井，都是典型的中国宫殿样式。与纪
念堂形成对称格局的戏剧院和音乐厅，红
墙黄瓦，斗拱飞檐，石栏环绕，一派唐风
宋韵。3 个建筑环成的广场，开阔方正，
与纪念堂圆顶形成天圆地方的中国概念。
虽然纪念堂在1980年4月4日蒋介石逝世5
周年时落成，并举行了4000人大会，但其
后，这组建筑的文化功能渐渐覆盖了“纪
念”意涵，纪念堂成为举办大型展览之所，
戏剧院和音乐厅并称“两厅院”，至今仍是
台湾最顶尖的表演之地。其间的广场更成
为市民和游客休闲之地，放风筝、练舞蹈、
打太极、老人坐在轮椅上晒太阳。

吊诡的是，明明是为纪念“老蒋”，
但自落成后却成为“反蒋”抗议活动的大
本营，当时“党 （国民党） 外”的抗争活
动多在此落脚。现在，台湾每逢大型造势
集会，十有八九也扎营于此。

因此，除非有强烈的“反中”思想，台湾
人已视“中正纪念堂”为凝聚着记忆的地
标，废之会引起反弹。对此，台湾当局透露
将以“法”“去蒋”，先成立“中正纪念堂转型
推动咨询小组”，再“修正”“纪念堂管理处
组织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开大门走大
路”地拔掉“中正纪念堂”。

“去蒋”连续剧

此次“中正纪念堂”存废之争不是新

话，已经是“去蒋”连续剧演到了 N 集。
第一集大概要从 1990 年的“野百合学运”
算起，当时参加运动的学生们戏称纪念堂
为“中正庙”“蒋庙”，还将罗大佑的广东
话歌曲 《皇后大道东》 改编为闽南话的

《大 家 免 着 惊》， 着 实 消 遣 了 一 把 “ 老
蒋”：忠孝东路西对介寿大路遐，介寿大
路公在中正大庙埕，介寿大路口号按怎无
开声，中正大庙埕内大家免着惊……

其后，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
下令将台湾领导人办公室前面的“介寿
路”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2007 年，
身居高位的陈水扁又将“中正纪念堂”改
名为“民主纪念馆”，拆除“大中至正”
的横匾。有趣的是找遍台北也没人接拆匾
的活，最后是从民进党执政的嘉义开来了
大吊车；2008 年“中正纪念堂”时来运
转，马英九恢复“中正纪念堂”旧名，重
建“管理处”编制；各地被大卸八块的蒋
介石像也修复后集中到桃园“两蒋文化园
区”安置；去年民进党卷土重来，民进党
籍“立委”段宜康在个人网站上开了第一
枪：我们盖了一个最大的庙纪念他，弄了
一个最大的铜像纪念他，这叫转型正义
吗？这是骗神骗鬼的转型正义。“中正纪
念堂”再次风雨欲来，直到此次台湾当局
下令将“老蒋”的印迹清洗干净。

对此，有台湾媒体揶揄说，当年执
行陈水扁为“中正纪念堂”改名的杜正
胜，包括“三只小猪是成语”在内的许
多言论都颇有争议，但他如下的这段话
语却是再中肯不过：“中正纪念堂”整栋
建筑都与蒋介石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连
天 花 板 都 有 “ 中 正 ” 的 印 记 。 整 栋 建
筑，就像人的细胞一样，成了一体，要
彻底处理“中正纪念堂”，最好的做法就
是整栋拆除。

拆？那将是连续剧的最高潮。

禁唱纪念歌 禁卖纪念品

民进党没完没了消遣“老蒋”
本报记者 陈晓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