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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和珠海之间，正崛起一片新
高地。80多栋崭新建筑拔地而起，150
万平方米项目建筑封顶，100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的楼宇如同雨后春笋跃出地
面……

去年，横琴岛上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346亿元。大批总部经济、科教研发项目
的高楼大厦，如颗颗明珠相串、连片。

GDP七年增长55倍

目前，进驻横琴的各类企业总部
超过900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高端产
业发展、创新人才集聚等方面发挥龙
头带动与辐射作用。更引人注目的

是，这片毗邻港澳，与澳门一桥相
通，距香港 34 海里的地方，港澳企业
数量已达到 1300 家，成为粤港澳发展
的“融合高地”。

作为全国唯一的“一岛两制”国
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用7
年时间，从“蕉林绿野，农庄寥落”
的小岛成为粤澳合作新高地，GDP 增
长了 55 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18
倍，实际利用外资增长了759倍。

横 琴 新 区 党 委 书 记 刘 佳 告 诉 记
者，7年来，横琴新区以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为使命，积极探索与澳
门紧密合作新模式，努力建设粤港澳
深度合作示范区。

去年下半年，位于横琴国际科技
创新基地的中拉经贸合作园正式动
工，项目总投资约为 25 亿元，这是横
琴联手澳门打造中拉经贸合作平台取
得的积极进展之一。项目将于今年 6
月30日完工交付。

沟通促进“琴澳和鸣”

横琴新区管委会主任牛敬介绍，
横琴发挥区位优势，以澳门建设“一
中心一平台”为重心，打造新一轮对
外开放的门户枢纽，构建中国与拉
美、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经贸合作平
台。

横琴与澳门建立起直线化、常态
化的沟通机制，成立横琴新区发展咨
询委员会，邀请澳门专业人士担任横
琴咨委会委员，建立与澳门全国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及工商界社团的定期
沟通交流机制。成立澳门事务局，制
定出台 《横琴新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的十一条措施》 和港澳居民
个税差额补贴办法等专项措施。

继横琴口岸实现 24 小时通关之
后，2016年 12月 20日，首批澳门机动
车顺利进入横琴，粤澳两地来往越来
越便利，合作越来越紧密。

令人欣喜的是，内地和港澳青年
携手创业比比皆是，创业谷设立了
5000 万元天使基金、20 亿元青年创业
专项扶持资金，与多家著名投资机构

合作设立规模超过 100 亿元的互联网、
医疗、文化等产业基金，为处于种子
期、扩张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等不同
阶段的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融资
服务。澳门青年在创业谷能享受到办
公场所补贴、金融服务、财税补贴扶
持等10项优惠扶持政策。

融合发展比翼齐飞

现在，已有175个创业项目入驻创
业谷，港澳台团队占近八成。“澳门青
年在本土创业的最大困难就是土地和
人才，创业谷帮助澳门青年解决了这
两个问题。”澳门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
会主任莫志伟说。

牛敬说，在横琴，对澳合作早已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融合发
展，正实现交相辉映、比翼齐飞。

以横琴长隆旅游度假区为代表的
高端旅游、金融商务等服务业对接澳
门，横琴在澳门多元化发展中起到的
帮助、拓展和提升作用凸显。

目 前 ， 粤 澳 合 作 产 业 园 进 展 顺
利。澳门特区政府推荐的入园项目，
有20个签约、 17个取得项目用地、13
个开工建设，总投资680亿元。粤澳合
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GMP 中试大楼、
研发检测大楼、科研总部办公大楼等
配套设施建成封顶，56 家企业已达成
合作意向入园发展。投资超百亿的澳
门银河体育休闲度假项目也落地横琴。

“三不”是啥？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不动摇、
不走样、不变形。“一反”呢？反“港独”。这两者，正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涉港部分的两大亮点。

我们不妨先岔开话题说两句。香港大学原校长马斐森
此前在学校开学典礼上，明确表态不支持“港独”。然而，
港大学生会长孙晓岚竟然在演讲中唱起对台戏，说出“香
港不是中国”这样的言论。

香港如果不是中国一部分，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政
治飞地”？“港独”挑衅历史、现实和常识的气焰不可谓不
嚣张。香港特首梁振英多次重申，根据“一国两制”要求
和基本法的规定，校园没有讨论“港独”议题的空间。因
为，“港独”是可能导致“一国两制”在港变形和走样的最
大祸患。

“一国两制”本出于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双赢的操作思路。
但“马照跑，舞照跳”的善意，却没有换来部分人应有的理解
和默契。内地与香港在经济、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上虽然不
同，但“两制”的差异不能否定或冲击“一国”的原则，“一国”
是“两制”必须坚守的底线。

有人却认为有机可乘，拿“两制”说事甚至要扩大分
歧斩断连结，最终演化出“港独”这味祸港毒药。有人明确提
出、制定和鼓吹“香港独立”、“香港建国”等政治主张，积极宣
传、组织和策划类似的“社会公投”、“主权自决”活动，主张

“暴力”、“公民抗命”或试图以“自决”等号召捞取政治票房。
这种做派，当然背离“一国两制”初衷，要带东方之珠走上歧
途，是任何爱国爱港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不过，也不必因此失了淡定。“港独”这几年沉渣泛起
是事实，但某些小丑想扮演弄潮儿，掀起风浪却掀不高，
正是因为有“一国两制”这一定海神针在。比如，针对

“港独”分子在立法会的宣誓闹剧，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主
动释法，随后香港法院判决取消了两人的议员资格。

司法判例的现实支撑切实表明，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
别行政区，这一基本事实所对应的各项政治前提，香港的
从政者都需尊重、遵守，谁挑战它们，就须付出代价。从
这个角度看，中央的战略定力一览无遗，对“一国两制”的维
护不遗余力。谁妨碍这一政策在港

“全面准确”实施，试图让它走样、变
形，谁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港独”是没有出路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的这句话，可视为善意的提醒，
也可视为郑重的警告。无论如何，“港
独”红线不能踩，“一国”底线不能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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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查
文晔）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
荣顺9日在两会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港澳
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办法的提问时指出，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拥护宪法、效忠国家
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9日在北
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张荣顺在答
问时说，这次提交大会审议的是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的办法草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这两
个草案中，有关拥护宪法、效忠国家的
规定，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参选人都必
须签署一个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声明，从香港回归以后，全国人大代
表的选举就一直有这样的规定。

张荣顺表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肩负着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重要职责。作为全国人
大代表，拥护宪法、效忠国家应该是
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能设想某一个国家国会的议
员、公职人员不拥护他们国家的宪法、
不效忠他们国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
求。”张荣顺说，这次产生办法也规定，
如果有一些人的言行确实证明其不拥
护宪法、不效忠国家，或者有其他不符
合代表资格的情形，在选举过程中主席
团有权把这些人从名单里拿下来。当选
后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也可以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提出报告，终止其代表资格。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对代表
资格问题有一套严格程序处理，不会
出现随意取消代表资格的情况。”张荣
顺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在处理时，一定会深入调查有
关方面的情况，提出切实的证据证明这
个人是已经不拥护宪法、不效忠国家，
或者有其他丧失代表资格的情况。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还要提交给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最后再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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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沧桑，历史建筑在当代的命运是什
么？在香港，从2008年特区政府推出首期“活
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到 2016 年公布第 5 期，
香港如今已有近 20个“活化”项目，其中 8个
已投入服务，分别为前北九龙裁判法院、旧大
澳警署、雷生春堂、芳园书室、美荷楼、前荔
枝角医院、旧大埔警署和石屋。

通过“活化”实践，香港不但较好地实现
了文物保育，也使历史建筑重焕生机，在当代
发挥出经济、社会、教育等价值。

原址修复展出旧日物件

香港历史建筑雷生春堂由九龙巴士创办人
之一雷亮先生于1931年建成，位于香港九龙旺
角荔枝角道及塘尾道交界，高 4 层，底层原为
雷生春医馆及药店，上层为雷氏家族住所。雷
生春药品在当时广受香港市民欢迎，并且行销
海外。该建筑为典型唐楼 （无电梯的多层住
宅），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却自上世纪 80 年代
起逐渐荒废。

2000年，雷氏后人决定把雷生春堂捐给特
区政府。特区政府于2008年将雷生春纳入第一
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香港浸会大学获
选，将雷生春改建为中医药保健中心。“活化”
工程于2012年初竣工，同年4月正式投入服务。

如今的雷生春堂，除了凉茶馆及展示区
外，主要楼层为浸会大学的中医药诊所，为市
民提供中医药医疗服务。店里可见许多展品，
旧日牌匾、挂画、器皿等物件经过修复后也于
原地展出。

鼓励社会参与保护古建筑

据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方面介绍，在香港
特区2007年到2008年的《施政报告》中，宣布
一系列措施加强文物保护，其中包括活化历史
建筑计划。从2007年到今年，特区政府先后共
预留24亿港元用于历史建筑保护，其中包括对
活化历史建筑项目的资助。

“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主要针对香港特
区政府闲置及没有特别商业价值的建筑，邀请
非盈利机构提交建议书，获得通过后可进行

“活化”。特区政府希望通过该计划，鼓励社会
和政府一起保护、利用古建筑，并创造就业机
会。

特区政府为该计划提供三方面资助：一是
承担古建筑的维修费用，二是对于每
一处古建筑每年象征性地收取 1港元
的租金；三是一次性拨款以资助活化
后的古建筑头两年营运开支，上限为
500万港元。

港式体验与感怀旧日之所

作为香港第一代安置灾民的公共
房屋，美荷楼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
是许多在公屋长大香港人的集体回
忆 。 这 座 H 型 大 厦 并 非 “ 主 流 古
迹”，却在“活化”为青年旅社后，
变身香港知名住宿点，外地游客可在
此感受地道港式生活，不少香港人也
在周末携家带口前来感怀旧日时光。

为避免“活化”后的建筑和原有历史脱
节，“活化计划”中多数方案都非常注重历史意
义的展现。在“美荷楼青年旅舍”中，便专门
设有一间公屋生活馆，用来陈设第一代公屋房
间的复制场景，另布置超过 1200 件居民藏品、
40多段口述历史，由此还原上世纪50—70年代
香港公屋生活点滴。馆内常见耄耋老人流连徘
徊，在黑白照片前长久驻足，追忆过往。

据介绍，未来两三年，香港还将有多项
“活化”历史建筑的项目落成，包括将湾仔一
组唐楼以“留人留屋”的新方式“活化”，提
供居所、餐饮服务、文化及教育活动及举办
文物导赏团等；将前粉岭裁判法院“活化”
为“香港青年协会领袖发展中心”，为青年提供
专业领袖训练等。

香港如何“活化”历史建筑
俞 晓

香港如何“活化”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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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为青年旅社的香港美荷楼。 吴玉洁摄

香 江

评 论

据新华社台北3月9日电（记者吴济
海） 台湾老化指数在今年 2 月首度破百，
达 100.18，这意味着台湾老年人口第一次
超过幼年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

据 台 湾 内 部 事 务 主 管 部 门 9 日 介
绍，老化指数是老年 （65 岁及以上） 人
口对幼年 （14 岁及以下） 人口的比，当
老年人口大于幼年人口时，指数便大于
100。今年 2 月指数达到 100.18，较去年
2 月底的 93.50 增加 6.68，反映出台湾人

口老龄化现象严重。
该部门指出，台湾老年人口在 1993

年 便 超 过 7％ ， 正 式 迈 入 “ 高 龄 化 社
会”，而后人口老化的速度持续攀升，到
了 去 年 5 月 老 年 人 口 已 占 总 人 口 的
12.78％，今年 2 月更攀升至 13.33％。据
当局 2016 年的人口推估，老年人口的比
率将于 2018 年超过 14％，台湾将进入

“高龄社会”，2026 年恐将超过 20％，成
为“超高龄社会”。

台湾老年人口首超幼年人口台湾老年人口首超幼年人口

台湾中山大学海洋
环境及工程学系毕业的
黄纹绮，去年 3月回到
外公在花莲七星潭的定
置渔场，与几名伙伴推
出“洄游吧”体验项
目。她希望这一将传统
渔业和休闲观光相结合
的项目，不仅能让游客
亲身体验渔业文化，也
能唤起人们对海洋资源
的珍惜与保育。

3 月 8 日，黄纹绮
在与“洄游吧”合作的
定置渔场内查看刚捕获
的鱼。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据新华社香港3月8日电（记者周雪
婷） 香港特区政府8日表示，将于本月10
日在宪报刊登《旅游业条例草案》，建议
成立独立法定机构旅游业监管局 （旅监
局），为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发牌制
度及规管订立法律框架。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新闻公

告，条例草案将加强旅行代理商发牌
制度要求，如引入银行担保形式缴存
保证金、委任获授权代表等；也为导
游和领队设立法定发牌制度，提升前
线 从 业 员 服 务 质 素 和 专 业 水 平 。 同
时，旅监局获赋权制订牌照条件，打
击强迫购物。

香港将成立旅游业监管局香港将成立旅游业监管局

合作迈上新台阶合作迈上新台阶 发展开拓新天地发展开拓新天地

横琴抢占粤澳横琴抢占粤澳融合新高地融合新高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邓邓 圩圩

台湾创客打造台湾创客打造
渔业体验项目渔业体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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