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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公布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
的决定，取消项目包括“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
许可”。消息一出，在台港澳同胞中引起强烈反
响，可以说是特别“有感”。

取消行政许可、精简审批事项，是政府深化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成效之一。
放管服改革直击痛点难点，民众的获得感特别
强，台港澳同胞也不例外。从前，台港澳同胞在内
地就业，必须先办理就业证。换工作后原来的证件
无效，需要重新申请。申请人觉得麻烦，用工企业
也觉得麻烦，尤其是企业急用人时，为了避免麻
烦，录用台港澳同胞的意愿自然降低。此番取消就
业许可，为有志在内地发展的台港澳同胞提供了
便利。有正在办证过程中的台湾青年说，本来还
要补交材料才能办下来，现在不用了，太开心了。

对于台湾同胞来说，从年初“31 条惠台措
施”公布以来接踵而至的各种利好，到此次取消
就业许可，都是大陆“把同等待遇逐一落到实处”
的具体体现。近年来，大陆方面切实回应广大台
湾同胞的诉求和期盼，真心实意、想方设法增进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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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遇。

“上海55条”“福建66条”“厦门60条”……5
个多月来，大陆各地陆续针对“31 条惠台措施”
出台专门的落地办法，这些细化政策针对性
强、覆盖面广，具有地区特色，为台胞在大陆学
习、创业、就业、生活创造了更加便利优越的环
境和条件，让台企台胞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办理住房公积金、申请公租房、享受医

保……有台胞深有感触地说，与父辈们当年闯
大陆淘金不同，新一代跨海而来的台湾青年把
脚下这块土地视为安居乐业的筑梦之地，在大
陆打拼更有保障也更有干劲。

含金量十足的政策利好生动体现着增进同
胞福祉的决心和诚意。有台籍政协委员说得
好，为什么会有同等待遇？因为“两岸一家
亲、都是中国人”。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所以我们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发展
机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为同胞谋福祉的
能力更强、条件更多、环境更好，相信会有更
多的台湾民众到大陆发展。每一个在大陆学
习、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都在用自己的亲
身经历讲述“两岸一家亲”的生动故事，都是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贡献者、实践者。

不断增进港澳台同胞福祉
楠 娅

不断增进港澳台同胞福祉
楠 娅

国台办就美相关“法案”签署成法表态

坚决反对美对台售武
本报北京 8 月 14 日电 （记者张盼） 日前，美国国会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已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4日表示，外交部等相关部门已就此表
明了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和军事联系，坚决反对美对台售武。我们敦促美方不得实施
上述法案涉台消极条款，避免对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
定造成损害。我们也正告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必将损害台
湾民众的利益。

贺澳门日报创刊60周年

澳门推出首套媒体庆典主题邮品
本报澳门8月14日电（记者苏宁） 为纪念澳门日报创刊

60周年，澳门邮电局15日将发行“澳门日报创刊60周年”主题邮
品。由本地艺术家吴卫坚设计图案的这套邮票，包括一套4枚邮
票及一枚小型张，以邮票细说澳门日报60年来的寒暑变迁。

澳门邮电局局长刘惠明在记者会上介绍说，澳门日报是主
流媒体、历史悠久的报章，力逼时代潮流，设网络电子版、手机
实时新闻、视频播报、微信公众号等。这套邮品是今年发行的第
八个主题，也是局方首次发行以媒体庆典为题的邮品。

澳门日报代总编辑崔志涛表示，澳门日报创刊于 1958年
8 月 15 日。一个甲子以来，以“澳报澳办”为宗旨，宣传爱
国主义，传颂中华文化，坚持正义，激浊扬清，是市场公认
的澳门主流媒体。近年积极推动报网融合，持续优化版面，
拥抱机遇，应对挑战。从这套邮品可了解到澳门日报60年来
走过的历程，可算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澳门报业发展的剪影。

15日发行的“澳门日报创刊60周年”邮品，记录了澳门
日报创刊号头版新闻，创刊初期自办发行、派报员工骑单车
把报章投抛到订户家中的生动镜头；该报奠基人李成俊、李
鹏翥于创刊初期的合照；从“人工拣字”到计算机排版，从
河边新街唐楼报社到澳日 23 层大楼；还汇聚了公益金百万
行、优异生内地参访团、十大新闻选举等品牌活动剪影，彰
显澳门日报竭力服务社会、服务读者之心。

香港人口增至近745万
本报香港8月14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14 日发表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为
744.89万人，与2017年年中相比增加5.72万人，增长率为0.8%。

人口增长由自然增长 （即出生减死亡） 及香港居民净迁
移 （即移入减移出） 组成。香港2017年年中至2018年年中的
人口自然增长为7600人，其中出生人数为5.5万人，死亡人数
为4.73万人。同期内，净迁移人数为4.96万人，其中4.1万人
为单程证持有人的移入，8500人为其他香港居民的净移入。

香港人口是根据“居住人口”的定义而编制，包括“常住居
民”和“流动居民”。2018年年中的总人口中，常住居民为722.81
万人（临时数字），流动居民为22.08万人 （临时数字）。

台湾高中生历史课本在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操弄
下，再一次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8月13日，台当
局“教育部课审大会”强渡关山通过课纲修改，将
高中历史课纲分为台湾、东亚及世界3个部分，并明
确提出“中国史纳入东亚史”，“中国史”不再单独
成册。岛内各界有识之士对此表达了严正的批评和
抗议，认为扭曲的课纲不但会给台湾下一代灌输错
误的历史观，更是破坏两岸关系现状，推行彻底的

“文化台独”，会激化两岸矛盾。

“中国史”被纳入“东亚史”

据悉，按照修改后的历史课纲，未来高中历史
课本中将不再有“中国史”，而分为台湾、东亚及世
界 3 个部分，“中国史”放在“东亚史”脉络下教
学，其内容从原来的1.5册缩减为1册。

依据新课纲，未来历史课程将不再用有历史脉
络的年代或朝代顺序排序，例如“中国史”分成

“先秦时代”“秦汉至隋唐”“宋、元、明与盛清”
等，而是采用主题方式分单元，比如中国相关的主
题单元有 4个，“中国与东亚的交会”“国家与社会”

“人群的移动”和“现代化的历程”。至于中国的石
器时代、夏商周三代都将消失，中华文化的起源及
政治史部分，也都消失了。

嘉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昆财表示，以前“台湾
史”是“中国史”的一个章节，之后变成“台湾
史”一本、“中国史”一本，现在则是“中国史”不
见了。民进党当局的目的就是切断大陆与台湾在文
化上、民族上、血缘上的联结，“从量变到质变，正

式完成去中国化。”他表示，许多历史学者不满台湾
当局此举，近日酝酿发表连署书抗议。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浤源也分析
称，把“中国史”放在“东亚史”的脉络下讨论，这样的
高中历史课纲，显然就是把中国“模糊化”，很明显有

“去中国化”的问题，令人怀疑有政治化的操作。

受害者是台湾下一代

台湾“中研院”院士黄一农认为，相关修改对
台湾学生的历史观绝对会有影响。他反问：“但这样
的变化究竟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教育目的，还是为了
政治目的？”

台湾 《中国时报》 指出，不讳言，课纲审查大
会的“司马昭之心”，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借由淡化

“中国史”来进一步切割大陆与台湾五千年一脉相承
的历史文化观，希望让台湾学生从小就习惯一套没
有“中国史”的史观。

“按照新课纲，台湾学生学习历史知识会稀稀落
落，没办法形成完整的中国历史概念。这是‘台独’势
力对下一代进行思想意识形态灌输，为‘台独’铺路。”
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历史学者戚嘉林表示，若任
由他们为所欲为，台湾的未来不堪设想。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理事长段心仪也表
示，目前台湾小学课本里没有“中国史”，初中只有
两学期有，五千年复杂的中国历史如此交代已是粗
略至极。如今高中历史课还要继续压缩“中国史”，
这只会造成历史课程虚无化与碎片化，最后学生既
不了解“中国史”，也无法掌握“东亚史”“世界

史”。她呼吁当局以青年学子的前途为念，回归教育
本位，不要再设计自我封闭的困局。

改也改不了历史真相

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柏廷在媒体上撰文指出，课
纲修改的这一决定，不仅没有为纷扰多时的课纲争
议画下休止符，未来反而会招致更多争议。这种把
历史当做“捏面人”的做法，还可能进一步撕裂台
湾社会。他说：“两岸同文同种，文化同源，不是换
个课纲就能改变的。民进党当局想让台湾学生从小
就被没有‘中国史’的史观洗脑，更是恶毒。台湾
人如果不懂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将成失根兰花，
无以为家。”

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担忧，高中历史新课纲
从过去的编年史改为主题式的讨论，“中国史”的主
题纳入“东亚史”，民进党这是要从文化的断裂对高
中生进行洗脑，要灌输“天然独”的下一代，这是
彻底的“文化台独”。他说，蔡英文虽然一再地宣称
两岸“维持现状”，但是从教科书的课纲做手脚，好
像切香肠似的一寸一寸挪移，这样是片面逐步的改
变现状，两岸的关系只会愈来愈糟，不是台湾之福。

云林县公务员林明港也将心中忧虑投书媒体：
“历史课纲‘去中国化’，让人担忧学子能否看到历
史的全貌，还是仅能窥见偏颇一角。毕竟历史课本
可以改，但真正的历史却改不了，让学子误解历
史，学到错误的历史观，负面影响恐怕比‘效益’
大上许多吧！”

（本报台北8月14日电）

台当局扭曲历史课纲引岛内痛批

历史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本报记者 汪灵犀 王 尧

本报台北8月14日电（记者汪灵犀、王尧） 今天
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 （以
下简称妇援会） 等社会团体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台北事务所门口举办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向“慰
安妇”道歉、赔偿，并对战争责任进行反省。

59 名身着黑衣、脸上戴着白色面具、手执芦苇的
台湾民众静坐于门口，进行 8 分 14 秒沉重而无言的抗
议，他们是在替 59名已知的台湾“慰安妇”向日本政
府讨公道。妇援会董事长黄淑玲表示，台湾于 1992年
开始为“慰安妇”发声，过去十几年来，每年的8月14

日都会来到这里抗议。然而，随着阿嬤们年岁增长一
个个离世，到现场参加抗议的人越来越少。目前仅在
世的 2 名阿嬤，由于行动不便没有出席，现场由 59 名
台湾年轻人代替。她说：“‘慰安妇’的抗议声音，绝
对不会因为阿嬤们的逐一过世而消失。今天，台湾年
轻一代已经接下重担。”她建议，如果日本政府要抚平
二战期间带给女性的苦难，应在日本建立一座“慰安
妇”人权纪念馆。

声援抗议活动的台湾知名人士高金素梅表示，民
进党当局高举“转型正义”牌子，却从来不敢跟日本

讨公道，这是“台湾的耻辱和悲哀”。她表示，有的台
湾政客居然在“立法院”公然说“阿嬤是自愿的”，这
样的言行令她无法接受和容忍。“老人家的生命会离
开，但历史是不容磨灭的。”

在抗议活动上，现场近百人高喊“日本政府道
歉”“还我阿嬤尊严”等口号，多名青少年代表宣读了
他们共同撰写的决议，包括要求将“慰安妇”历史写
入课本，支持以新闻、电影形式呈现“慰安妇”议
题，以及建立网络视频频道拍摄关于“慰安妇”的短
片等。

当天，台湾第一座“慰安妇”铜像在台南设立，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到场揭幕。马英九说，台湾
当局应该为这个议题发声，让历史伤痛得到平抚。

据介绍，这座“慰安妇”铜像为一名双手抵抗的台湾
少女形象，象征受害者的悲痛与抵抗以及内心渴望正义
得到伸张的期待，背板设有中、英、韩及日文解说。

参加首届台湾大学生南通实
习营的台湾青年学子近日在江苏
省南通市酒店管理、电商、艺术
类等岗位进行实习培训，多方位
了解南通。

图为台湾实践大学学生孔皓
芸 （中）、台湾大学生许睿恩

（右） 在南通市崇川区乐王音乐
艺术专修学校体验古琴。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台湾社会团体举行抗议活动

要求日本向“慰安妇”道歉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

公开散播“港独”言论不可接受
外交部驻港公署声明谴责

本报香港8月14日电（记者连锦添、陈然） 香港特区政
府14日发表声明，对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鼓吹“港独”的讲
者在午餐会上演讲一事深感遗憾。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任
何人公开宣扬及鼓吹“港独”、任何机构为演讲者提供平台散
播有关言论，均属完全不恰当及不能接受。

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基本法》清楚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鼓吹“港独”不但公然违反

《基本法》，更直接损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声明重申，政府十分重视新闻及言论自由，但这些自由并

非绝对，必须依法行使。数十年来，香港政府一直支持外国记者
会工作，但该会提供公众平台让讲者公开鼓吹“港独”，完全漠
视香港维护国家主权的宪制责任，乃完全不能接受。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也于14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
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鼓吹“港独”者演讲。声明强调，中国
宪法、香港特区基本法及有关法律充分保障言论自由，但言
论自由是有底线和边界的，“港独”违宪违法，根本不属于言
论自由范畴。在反对“港独”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中央政府、
特区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绝不允许“港独”势力和香港外国记
者会踩红线，越底线。声明指出，我们敦促香港外国记者会反躬
自省，纠正错误，以实际行动遵守中国和特区法律，尊重包括
700多万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的感情。任何妄图将香
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言行都将依法受到惩处。

香港立法会32位议员14日联署声明，强烈谴责香港外国
记者会邀请鼓吹“港独”者演讲。相关事件也激起香港社会
各界人士的愤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马逢国指出，香港外国
记者会为“港独”人士提供发声平台，是参与危害国家安
全，行为极之不当。14日，香港10多个团体在香港外国记者
会外集会，抗议该会利用香港政府物业协助宣扬“港独”。

台湾大学生
江苏实习培训

手球对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赢了手球对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赢了

在近日雅加达举行的第18届亚运会男子手球小组赛中，中国香港队以40∶17
战胜印度尼西亚队。图为中国香港队球员郭斯鸣（右一）在比赛中进攻。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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