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17年8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任成琦 张 盼 邮箱：gtbhwb@people.cn

解放军驻港部队近日在枪会山军营组织无
偿献血活动，400 名官兵共计献血约 16 万毫
升。据统计，自1998年至今，驻港部队已连续
20年无偿献血，共有8000余名官兵为香港市民
无偿献血约354万毫升。

驻港部队副司令员廖正荣说，今年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进驻以来，驻港
部队自觉践行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发扬拥政爱
民传统，始终致力于深化同香港社会各界的沟
通交流。今后，驻军将继续参加香港各项社会
公益活动，助力画好爱国爱港最大“同心圆”，
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报名献血非常踊跃

参与献血的驻军官兵在香港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指引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体温测试、
验血红素、采血等程序。活动现场气氛温馨，
秩序井然。出生于1997年的驻港部队女兵黄骞
锐与双胞胎妹妹都在驻港部队服役。参加献血
的黄骞锐说，这算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因
为献血可以帮到很多人。

驻军官兵报名献血非常踊跃，参加此次献
血活动的共有男性官兵 380 人，女性官兵 20
人，其中不少是第一次献血，每人献血量分别
为400毫升和350毫升。驻军卫生部门为确保血
液质量符合标准，预先对报名官兵的身体条件

及血液情况进行严格检查。

理解包容持续加深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
之。”廖正荣指出，驻港部队是国家主权的体
现，是国家与香港市民间的桥梁。多年来透过
开放活动，驻军得到香港市民及香港社会各界
的支持与爱护，相互间的理解包容进一步加深。

廖正荣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
20 年来，“一国两制”是稳固香港的定海神
针。国家主席习近平来港视察
时精辟阐明中央治港方略，为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行
稳致远指明方向。廖正荣坚
信，香港有祖国作为坚强后
盾、有回归 20 年积累的丰富
经验及两地人民的支持，“一
国两制”定能续写新篇章，续
写发展新故事与繁荣新传奇。

以实际行动献爱心

香港红十字会副主席蔡永
忠向驻军赠送了纪念牌匾，并
代表所有受到帮助的病人及其
家属感谢参与献血的驻军官

兵。蔡永忠说，多年来，驻港部队都是香港单
日献血活动中参与人数最多的团队，捐献出大
量宝贵血液。驻港部队以实际行动为香港市民
奉献爱心，充分体现了驻军官兵热心公益、爱
护港人的精神。

除长期踊跃献血外，驻军还开展29次军营
开放活动、13 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及 7 届大学
生军事生活体验营。驻港部队与12所大学建立
联谊互访机制、进行文艺公演逾80次、义务植
树逾 8.8 万棵、慰问长者幼童 4300 多名、参加
升国旗仪式近500场。

在台湾，“国语”向来指的就是普通话，但民进党当
局正在颠覆这一常识。台“文化部”近日大动作推出“国
家语言发展法草案”，若该“法案”通过，则台湾的“国语”
将变成十几种方言、少数民族语乃至手语的代名词。岛
内舆论指出，民进党此举意在贬抑中文地位，“去中国
化”不但要“亡其史”，还要“乱其语”。

意在稀释“国语”

近日，台当局“文化部”连办 6 场“国家语言发
展法草案”公听会。该草案把“台湾各固有族群使用
之自然语言及台湾手语”列为“国家语言”。此处所谓
的“各固有族群之自然语言”，包括闽南语、客家语、
少数民族语等。

在语言层面搞“去中国化”，其实是民进党的惯用
伎俩。早在陈水扁时期的2003年，民进党就试图推动

“语言平等法草案”，2007年又推“国家语言发展法草
案”，但由于引发极大政治争议，未获成功。

如今民进党故伎重演，时空环境却已不同。民进
党现在占“立法院”绝对多数席位，行政、“立法”大
权独揽，国民党毫无抗衡之力。岛内媒体指出，该

“草案”经“行政院”审查，再于下个会期送交“立法
院”，通过“指日可待”。

此“草案”一出，引发外界强烈质疑。舆论指
出，官方语言的存在意义，本来是为了便于内外沟
通，所以全世界多数地方都只有一种官方语言，就算
规定有几种官方语言的地区，最后也会自然而然地独
尊一语。现在台当局反其道而行之，所为何来？

台湾 《中国时报》 评论文章认为，蔡英文当局意
在使台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国语”面临渐遭“稀
释”、“去 （单一） 国语化”的命运。南开大学台港澳
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表示，语言是重要的文

化、政治载体，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语言应是渐进融合
的，但台当局的做法却是渐进“拆解”，是瓦解“国家
语言”承担的使命，是“柔性台独”。

不该有的麻烦

可以预见，若该“草案”获得通过，将引发一系
列本不该有的麻烦。

“草案”规定，“学校教育得使用各国家语言为
之”，台当局官员举例，这代表“用母语教学不会被
罚”。岛内一名家长就此投书媒体说，自己的孩子本来
就因为说不好闽南语而被同学嘲笑，将来如果老师要
用闽南语、客语授课，叫他怎么办？更何况，以闽南
语为母语的老师如何教授一群以客语为母语的孩子？

“草案”还规定，岛内民众参与行政、“立法”、司
法程序时，“得使用其固有之国家语言”。台湾媒体由
此推理，若通过此法，那台少数民族“立委”在“立
法院”质询，可以使用其母语质询；“立法院”则必须
设置译员代为传译，“院长”或官员才能作答。甚至，
少数民族人士使用母语到户政机关办理登记，各乡镇
公所都须设专人代为传译；否则，即可能构成违法歧
视。也就是说，本来沟通无碍的社会，将来可能要变
成随时需要第三方翻译。

民进党一直处心积虑想用其他文字取代中文，只
苦于无法得逞，于是退而求其次，要将中文先行弱
化、稀释、贬抑。蔡英文去年 5月会见美国商务部助
理部长时看着讲稿致词，竟用英文说：I have prob-
lem of saying Chinese language （我说不好中文），令
各方错愕。台湾地区领导人竟自称连中文都说不好，
是哪里出了问题？台湾教育界忧心，民进党的做法，
将让台湾下一代变成“英文说不好，中文讲不通”，那
才真的是欲哭无泪、“无语”问苍天。

现代“巴别塔”

民进党推任何政策，最爱打“公平正义”旗号，
比如追杀国民党，就叫做“转型正义”。这次在语言上
动手脚，又喊出“语言平权”“保护母语”“文化多
元”等多个动听口号。

李登辉曾说“台语”是台湾“唯一的语言”，现在
台“文化部长”郑丽君又说要专门拨款设“台语频
道”，又何尝有“平权”的意思。所谓的“语言平
权”，真实目的不过是要独尊“台语”，顺带挑唆台湾
少数民族和客家人一起“挑战中文”，达成族群撕裂的
效果。

“保护母语”同样是个借口。从 2001 年陈水扁上
台开始，闽南语就成了台湾小学生的必修课，今天闽
南语在台北以外的台湾地区都是强势语言，根本无需
额外使用公家资源加以保护。而且台当局已于 6月中
旬颁布施行“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其中规定少数民
族地区可用族语书写公文，已让各地大感吃不消。盖因
少数民族语有音无字，只能用罗马拼音代替，写出来根
本是无人能懂的“天书”。既有措施已有矫枉过正、多此
一举之嫌，增列“国家语言”，就更是画蛇添足。

因为一己的意识形态和选票利益，民进党正把台
湾带向内耗和沉沦。“我是人，我反核”，已让台湾面
临缺电危机。不承认“两岸一中”，让台海陷入危机，
社会对立加剧。“语言平权”，则会在族群之间设置语
言壁垒。在全世界都掀起学中文风潮之时，削弱中文
地位，也等于削弱台湾的整体竞争力。

台湾 《联合报》 评论文章说，在“巴别塔”的故
事中，世人因为说不同的语言而无法沟通，以致造不
起通天塔，蔡英文当局同样在裂解台湾社会，让人们
无法合力开创未来。

打“语言平权”旗号 行“文化台独”之实

台当局力推“国家语言多元化”的背后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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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港部队无偿献血二十载
累计献血354万毫升

俞 晓

驻港部队士兵在献血。 王申摄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8月21日电（记者张盼） 国台办
发言人安峰山 21 日应询表示，新党成立 24 年
来，一直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坚定坚持一个中
国、反对“台独”，我们对此高度赞赏。

8 月 20 日，新党举办 24 周年党庆大会，提
出新党路线新论述，新党主席郁慕明表示“要
为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向前迈进”。

安峰山指出，我们愿与包括新党在内的一
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拥护祖国统一、反对

“台独”的台湾政党、团体、组织及人士，保持
沟通，加强对话，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谋祖国和平统一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报台北8月21日电 （记者王平、王尧）
台湾新党20日在台北举办24周年党庆大会。对
此，新党主席郁慕明 20日晚间通过社交媒体发
表感言，表示将进一步团结统派，和台湾支持
和平统一路线的团体结盟，在未来的选举中全
面出击。

在 20日的党庆大会上，郁慕明说，新党今
天的口号不会喊“新党加油”，今天要喊的是

“统派加油、打倒‘台独’、振兴中华”，这是新
党未来的目标与努力的方向。新党要走自己的
路，“为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向前迈进”。

新党副主席李胜峰说，谈统一要接台湾的
地气，所以新党的新路线定调为“和平统一，
保障台湾”，简称“和统保台”。郁慕明强调，
李胜峰提出的“和统保台”的路线，是新党非
常清晰要走的道路。

新 党 系 出 中 国 国 民 党 ， 1993 年 部 分 成
员 因 反 对 当 时 的 国 民 党 主 席 李 登 辉 而 退 党
自立门户。

台湾新党主席：

为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向前迈进

国台办表示

赞赏新党坚持一中、反对“台独”

8 月 21 日晚，香港第 28
届美食博览闭幕，有参展商
半价清货，吸引市民抓住最
后的机会抢购。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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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8月 21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邮政今天宣布，一套以“饶
宗颐教授画作及书法”为题的邮票及
相关集邮品将于9月5日推出发售。

饶宗颐为当代著名的中国传统文
学巨匠，素有“国学大师”之称，在
历史、文学、语文、宗教、哲学及艺
术等领域成就斐然，并获得多个海内
外学术荣誉，被誉为“业精六学、才
备九能”。他长期致力学术研究，至
今已有著作 100 余种、论文 1000 余
篇。

饶宗颐的书画风格承先启后，自

成一家。香港邮政特以“饶宗颐教授
画作及书法”为题发行邮票，让他奔
放的笔锋活现于方寸之间，尽展翰墨
风华。邮票展示饶宗颐的人物及山水
花鸟画作和书法作品，分别为《黄海
虬松图》《九松罗汉》《闲中有富贵寿
外更康宁》《泽润四方》《摹唐人观
音》《金文录陈曼簠铭》 及邮票小型
张上的《荷花四屏》。

饶宗颐特别将这套邮票定名为
“选堂笔趣”，同系列的邮票小型张更
附有其“百岁选堂”签名，极具收藏
价值。

饶 宗 颐 画 作 及 书 法 邮 票 将 在 港 发 行

本报台北8月21日电（记者王平、王尧）中国选手刘凤
今天在2017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子举重53公斤级比
赛中获得银牌，这也是本次世大运中国队获得的首枚奖
牌。朝鲜选手和泰国选手分别获得冠军和季军。此外，中
国队当天还获得了跆拳道项目女子团体的并列季军。

当天，在台湾淡江大学体育馆的举重比赛场上，重
庆姑娘刘凤在前两次抓举失败的情况下，及时调整，第
三次稳稳地举起 90 公斤。最终她以抓举 90 公斤、挺举
117公斤，总成绩207公斤获得该项目亚军，与冠军的成
绩只有一公斤之差。

今年 22岁的西南大学大二学生刘凤告诉记者，这是
她第一次参加国际性赛事，刚开始有些紧张，后来慢慢
平复下来，这次比赛让她学到不少东西。“基本上发挥出了
平时水平，也建立了自信，但抓举这部分还可以做得更好，
挺举挺尽力的，回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好好调整。”

刘凤的指导老师李靖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
出战世大运，期待是保牌争金。“整体上表现不错，抓举部分
出现一点失误，挺举的成绩要比近期的训练成绩都要好，不
过对手确实实力强劲，我们也对她表示祝贺。”李靖文说。

当天，共有3名中国队选手参加举重比赛，来自北京
体育大学的周振华和熊佩分别出战男子69公斤级和女子
58 公斤级项目比赛。据悉，中国队共有 7 名举重选手参
加本届世大运。

2017台北世大运于8月19日至30日在台北举行，比
赛设有21个比赛大项以及1个表演项目。

中 国 选 手 获 台 北 世 大 运
女 子 举 重 53 公 斤 级 银 牌

邮票小型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