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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2月28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 28 日上午在立法会公布本届政府任内首份 《财政预算
案》，宣布将2017/2018年度1380亿元 （港币，下同） 财政盈余中
的近四成与市民共享，其余则用于改善服务和投资未来。

在 2 小时的宣读过程中，陈茂波于预算案内推出多项纾困及
利民等“派糖”措施，包括减税及增加免税额、宽免差饷、增加
长者医疗券金额、向贫困学生发放津贴等，平衡各阶层所需，回
馈社群、提振经济。

在短期纾缓的惠民措施方面，政府将宽减 2017/18 课税年度
75%的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及利得税，上限调高至3万元；宽免1
年的物业差饷；向领取社会保障援助金、高龄津贴、伤残津贴及低收
入在职家庭津贴等人士额外发放 2个月津贴，相当于“出三粮”；向
有需要的学生一次性发放 2000元津贴，并为 2019年中学文凭试考
生代缴考试费；免费向中小学生派发 1万张海洋公园入场券；提供
额外1000元长者医疗券等。

此外，政府还推出数项恒常税务宽减措施，减轻个人税务负
担，包括扩宽薪俸税边际税阶至 5万元，同时调整边际税率为五
级制；增加子女基本及额外免税额至12万元；增加供养父母或祖
父母的免税额；设立伤残人士免税额等。再加上为自愿医保提供
税务扣减的计划，政府每年税收合共减少72.3亿元。

陈茂波又提出以积极有为、未雨绸缪的方式善用盈余，预留
3000亿元配合医院发展计划及改善诊所设施、500亿元支援创科发
展、200亿元改善文化设施、150亿元配合落实取消强积金“对冲”安
排、66亿元推动体育普及化、35亿元改善安老服务、25亿元成立学
生活动支援基金、10亿元支援青年发展等。

他预计，政府于 2018/19 年度的总支出为 5579 亿元，其中投
放于教育、社会福利和医疗卫生等三大范畴的开支共占约 60%，
近5年累积增幅达42.8%。

近 日 ， 安 徽 省
舒城县南港镇旁梅
园的近200亩红梅竞
相开放，沁人心脾
的花香让游人感受
到春天的气息。图
为7岁的丁菲小朋友
陶醉在梅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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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2月28日，国台办召开戊戌年的首
场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安峰山发布了重磅消息，大
陆29个部门联合送出惠台“大礼包”，发布《关于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进一步
为台湾企业、台湾同胞提供与大陆企业、大陆同胞
同等待遇，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同时，
安峰山还回答了记者们关注的其他问题。

推动台企台胞享受同等待遇

安峰山介绍，此次发布的《若干措施》有三大
特点。一是围绕国家重大行动计划和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等，为台企台胞提供与大陆企业、大陆同
胞同等待遇。二是量身定制，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
到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的特殊情况和需求，回应台
企台胞的普遍关切，提出针对性强的解决办法。三是
受益广泛，涵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
文化、医疗、影视等多个领域，开放力度之大、范围之
广、涉及部门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将切实扩大
台企台胞特别是基层民众的受益面和获得感。

根据 《若干措施》，台资企业可以参与大陆基
础设施建设，参与政府采购，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并在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
行业同等享受税收、投资等优惠政策。台湾同胞可
申请“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申报各类国家基金
项目，参与“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等
荣誉称号评选，可以在大陆行医、高校任教，从事
金融、法律等行业。

“这些措施出台，将给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带
来巨大机遇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安峰山说。

要交流、要合作是大势所趋

近期有部分大陆省市台办的赴台团组被台湾有
关方面以种种理由未予核准，安峰山评论说，台湾
当局这种阻挠和限制两岸交流合作的做法和他们所

标榜的要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所谓善意显得背道而
驰。是否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是检验台湾当局是否有真心改善两
岸关系诚意的试金石。“关键不在口头的善意表
示，而在于做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安峰山介绍，“2·6”台湾花莲地震发生后，
大陆有关方面及在台机构与企业、部分省自治区
市和台资企业已捐助款项合计 2307.5 万元人民
币。“大陆方面和大陆同胞之所以这样做，没有什
么别的目的或者考虑，仅仅是因为两岸是血浓于
水的一家人。”

“今年央视春晚小品 《回家》 打动了两岸不少
人的心。这个小品是根据参演的两位台湾演员的亲
身经历来创作的，用台湾演员自己的话说，做这个
节目的目的就是要让两岸都知道，我们都是中华民
族。”安峰山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是两
岸民众的共同心愿，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然
而，民进党当局却逆流而动，从2016年“5·20”以
来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此
时空谈什么维持现状，不如想一想如何能够回到

‘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样两岸关系也才
有可能回到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

兄弟携手共担民族复兴责任

关于两岸统一前景的问题，安峰山回应说，解
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全体中华儿
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更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大陆方面会继续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推进两
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

“在国际上，有一股势力一直想在台海生事，
以从中渔利，同时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台湾有些人
不仅不与大陆联手制衡，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为虎
作伥，主动靠过去，充当外人遏制中国崛起的棋
子，甚至不惜拿台海的和平稳定来做代价，拿两岸

同胞的利益和福祉来做赌注。”安峰山指出，这样
的做法，岂不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他说，当前岛内有一股“台独”分裂的逆流在
蠢蠢欲动，他们不停地鼓噪所谓的“公投”“修
宪”，挑动两岸同胞的敌意和对立。“台独”是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和同胞利益福祉的最大威胁，也是两
岸同胞美好愿望的现实威胁。

（本报北京2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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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国 务 院 台 办 、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等 出 台
《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本报北京2月28日电（记者汪灵犀）国务
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商中央组织部等29
个部门，于2月28日发布《关于促进两岸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
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若干措施》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秉持“两岸
一家亲”理念，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若干
措施》共31条具体措施。其中涉及加快给予
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的措施 12 条，
包括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
适用与大陆企业同等政策；台湾有关机构可与
大陆开展合作，为台湾同胞提供小额支付服务、
征信服务等。涉及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
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的措
施19条，包括台湾同胞可报名参加53项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和81项技能人员职业资
格考试；台湾人士参与大陆影视制作以及大陆
有关机构引进台湾影视剧不受数量限制等。

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近日在香港逝
世，丧礼于 2 月 28 日举行。设在北角香港
殡仪馆的灵堂 2 月 27 日下午启用，立即有
络绎不绝的各界人士前往吊唁。28 日一早
开始，更多人前来送别饶先生。各界致送
的花圈一直延伸到街口，有的特意加上了
饶先生生前喜爱的荷叶莲花。

饶宗颐先生逝世后，2 月 8 日晚，中央
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主任王志民前往饶
先生家中，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
导同志对饶宗颐先生逝世的悼念及对家属
的慰问。王志民赞扬饶先生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弘扬者，“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
践行者，是中华文化自信的表率。

丧礼采用佛教仪式，灵台中间是大照
片，饶先生在儒雅地微笑，两边挽联上书

“宗风不磨意，颐真自在心”十个大字。由
治丧委员会撰写的祭文写道，饶公是二十
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后一位通人，在学术及
艺术上多个不同领域，做出筚路蓝缕的开
创性贡献。

来自香港、内地以及海外的政商界、教
育界、文化界、宗教界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
逾千人前往送别，许多人专程远道而来。

上午 10 时半，追思会举行。香港大学
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致词时，从立
德、立言、立功三方面，阐述了饶先生的
卓越贡献，并寄托无尽的哀思。

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副主任黄
兰发在致词中深情回顾了饶先生不凡的一
生，认为饶先生一生成就非凡，贡献卓
著，品行高洁。他的离世是中华文化界的
重大损失，也是香港、国家的重大损失。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悼词时哽咽了。
她说，在饶公身上，我看到什么是“君子
以自强不息”，什么是“厚德载物”，饶公
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学习典范。她回忆道：

“2010年饶公送我‘贞固干事’四字，提醒
我守持正道、坚定不移，必能成事。去年
饶公再赠我‘与你同行’四个大字，给我
无限支持和鼓励。现在这两幅珍贵墨宝都
挂在我的办公室里，让我每天都感受到饶
公的支持，并时刻铭记教诲。”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饶公著作等
身，仅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14 卷
20 大册，就逾千万字。首次辑 《全明词》、
首次研究敦煌白画……在学术领域，饶公
创造了许多“第一”。在港澳内地，以饶宗

颐名字命名的文化馆、学术馆、国学院等
多达十几个。

这些天，人们通过唁电、谈话、写文
章、留言等各种方式缅怀饶先生，追寻这
位大学问家的足迹和留下的吉光片羽。“我
们应该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努力，使他在
天上能够点头而笑。”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唁电中写
道：“孤山不孤，西泠不老。饶老学术和艺
术成就长青！”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赞扬饶先生
对保育敦煌石窟有重大贡献，“我们非常怀
念他。”2010 年拍卖的饶公 16 幅书画及藏
品，筹得 1300 万元，用作保育及维修敦煌
洞窟及研究。“饶宗颐学术馆之友”会长王
庭聪忆述，他曾陪同饶先生到访敦煌，对
其身体力行发扬中华文化、保护敦煌瑰宝
的精神有深刻感受，“凡是能推广中国文化
的事，他都愿意做。”

“痛失一代良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总编辑孙立川博士向记者深情回顾了追随
饶公 20 多年，一起办活动、整理出版古籍
的过程。他印象深刻的是，饶公博学又谦
虚，生活很简朴，对后辈非常关爱，谈学

问滔滔不绝，出口成章。
“静水深流国学鸿篇光史册，高山仰止

大师遗范耀千秋。”旅港福建商会全体同仁
的挽联写道。

人们记得，饶先生热心公益。2008 年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他在抗震救灾图片展
中书写“大爱无疆”四个大字，为灾区筹
得500万港元。

人们记得，饶先生始终存有一个中国
“新经学”之梦。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他90
岁时仍壮心不已，认为 21 世纪是中国踏上

“文化复兴”的一个时代，尤其有大量文物
出土，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经”做新
的整理。他呼吁建立“新经学”，推陈出
新，光大“五经”的精髓。

是香港成就了饶老，他的影响又超越
香港。2017 年 6 月，“莲莲吉庆——饶宗颐
教授荷花书画展”在法国开幕，饶先生远
涉重洋，亲赴巴黎出席。28 日在饶先生丧
礼上，法兰西学院的汉学家汪德迈先生深
情回忆了与饶老一个甲子亦师亦友的情谊。

厚厚的唁电中有一封来自中国美术馆
馆长吴为山。2017 年 11 月，已经百岁的饶
先生赴京出席了“莲莲吉庆”书画展并捐
赠作品。吴为山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故纸
温暖，饶先生之高风亮节，将永远铭记于
中国美术史册。”

追思会后，举行大殓仪式。董建华、
林郑月娥、黄兰发等8位知名人士为饶公扶
灵。之后，亲友赴大屿山举行荼毗仪式，
在宝莲禅寺参加斋宴，并到访刻有饶宗颐
墨宝的香港文化景点“心经简林”，缅怀饶
公，再作致敬。

（本报香港2月28日电）

故纸温暖 风范长存
——香港各界送别饶宗颐先生

本报记者 连锦添 陈 然

香港

上年度财政盈余1380亿港元
其中四成还富于民

元宵节将至，河北各地举办传统花会活动喜迎佳节。2 月 28
日，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举办民俗花会艺术会演活动，25支传统
民间花会队伍参加舞龙、大鼓、扭秧歌等民俗社火展演。图为衡
水市冀州区花会表演队队员在进行打鼓表演。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河北：传统花会迎元宵

据新华社澳门2月28日电（记者郭鑫）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
普查局28日公布，2017年澳门经济实质增长9.1%，终止了过去三
年的经济收缩。

经核算，2017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为4042亿澳门元，人均生
产总值为62.28万澳门元 （约合7.76万美元）。

外部需求止跌回升，入境旅客人数及旅客消费同时增加，令
澳门总体服务出口上升15.4%，其中博彩服务出口及其他旅游服务
出口分别增长了16.4%和15.4%，货物出口增长12.3%。

2017年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至
47.4%，较2016年的41.6%增加5.8个百分点。内需所占比重则减少
5.8个百分点至52.6%，主要是投资及私人消费支出减少所致。

据新华社台北2月27日电（记者李
慧颖） 春节过后短短一周，台湾社会争
拗频生、抗议不断，民进党当局施政的
混乱和无力再次成为台湾社会焦点，引
发舆论批评。

27 日清晨 5 时许，以退役军人为主
的反“军人年金改革”团体冲撞并闯入
台立法机构侧门。期间，有抗议人士在
攀爬建物围墙时，不慎从高处跌落，伤
重危急。事实上，民进党当局推动的

“年金改革”去年以来就不断引发抗议。
舆论批评台当局无力解决年金困顿的难
题，只会挑动世代对立。

21日，“台湾大学自主行动联盟”发
动200多名台大师生、校友走上街头，抗

议当局以政治力无理阻挠合法遴选出的
新校长上任，粗暴干涉大学自主与学
术。近日台湾社会还流传 3 月中旬卫生
纸涨价的传闻，一时间岛内各地民众纷
纷抢货囤积。有分析认为，台民众疯抢
卫生纸，固然有从众心理，但也反映出
面对经济不景气民众预期荷包缩水的恐
慌心态，折射出百姓对当局无法控制物
价、薪资水平停滞等现象感到极度不安。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则指出，岛内
政客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对民众而言只
是一场灾难。无论如何，民众希望台当局
多做一些实事，少玩一点政治花枪，多为
人民前途着想，少搞一点蓝绿斗争。

澳门

2017年经济止跌回升增长9.1%

台当局执政乱象频生
新春抗议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