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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去年 9 月底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开通
运营，今年春节购票大军中，多了许多港澳同胞
的身影。不少港澳居民在打开铁路部门12306购
票网站后，欣喜发现购票流程比以前大大优化，
买票更方便快捷，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好。

近日，内地几个省市及部门先后出台多项
便利港澳居民工作、生活、发展的新举措，涉
及出入境、交通管理、就业创业等方方面面。
业内人士预测，这些措施将推动内地与港澳人
员经贸往来更顺畅，港澳居民在内地工作生活
更便利，或将掀起新一波港人北上发展大潮。

办证办事更少等待

继2017年底推出首批18项服务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举措之后，广东近日再推出35项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新举措。根据新政，港澳居民
在广东办理居住证，时间将从20个工作日压缩
至10个工作日内。上海市也将办理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的时间，由原来的20个工作日缩短为15
个工作日。截至目前，广东已有8.6万港澳台居
民申领了居住证，上海也有大量港澳居民申领
居住证。公安部门负责人表示，随着一系列便
利化政策推出，港澳居民申请量将持续上升。

在服务企业方面，广东省江门市试点设立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办理出入境业务“绿色
通道”，企业聘请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和
未成年子女，或企业因商务洽谈应邀入境的外
国人，办理手续时可急事急办。“此次新政，针
对性十分强，特别是面向港澳居民和企业的事
项，做到了细致、贴心。”香港《文汇报》如是
称赞道。

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广东省此
次出台的35条新举措中，包含大量面向港澳居
民工作生活的细节措施。如在江门试点因回乡
证遗失、损毁、被盗申请再次办证时，无须提

交内地临时住宿登记证明，经身份核实后，可
按需加急办理。再如，在佛山试点缩短香港驾
驶证的港人免试申领内地驾驶证的时限，受理
业务到出证从3个工作日缩短至1小时。

“这些措施系统而细致，更接地气。说明政
策制定者更注重深调研和真落实，推出的便利
措施更有针对性，更贴近港人港企需求。”香港
媒体人敖敏辉认为，这或将带动新一轮港人北
上发展。

购票旅行更简手续

春运临近，“抢票”变成热门词。内地居民
已经实现购票全程“指尖办理”，如今港澳居民
也能享受同等待遇。铁路部门自去年12月27日
起，优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回乡
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台胞
证”） 网上注册核验流程，优化后的手续更简
单、更便捷。

记者当日登陆12306网站注册页面看到，4
类证件可注册账号，包括中国居民身份证、“回
乡证”、“台胞证”和护照。点击“港澳居民往
来内地通行证”，页面显示需要填写用户名、密
码、姓名、证件号、证件有效期、出生日期、
性别、手机号码 （+86） 等共 11 类信息，其
中，手机号码已无“*”红色标记，表明此项为
选填项目，即不填写亦可。

而在此之前，港澳居民注册 12306 账号不
仅需要填写内地手机号码，还要到车站核验

“回乡证”。若无内地手机号码，不仅需要到指
定电信营业厅注册手机号码，填写 12306 注册
信息后还要跑一次车站，十分繁琐。有在内地
港人当天尝试，当天即获得通过，注册成功，
可以进行购票。

除了购票，港澳居民在就业创业等方面手
续也越来越简便。贵州贵阳市近日推出“减证

便民”措施，在办理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就业许
可时，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回乡证”或“台
胞证”等。“内地出台便利政策，鼓励香港青
年前往内地就业与生活，将使香港为国家改革
开放作出更大贡献。”香港城市智库召集人洪锦
铉说。

创业就业更大舞台

在广州、深圳都开有公司的港商张肖颖十
分关注广东省35条新措施中涉及往来港澳商务
签注的内容。他公司的员工经常要到香港跟境
外企业洽谈业务，但之前企业港澳商务签注申
请材料与条件仍比较复杂。现在新政明确大湾
区内企业往来港澳商务备案可“网上办”，备案
人员社保缴纳期限从半年缩短至3个月，外省户
籍人员网上申请赴港澳签注由现行的20个工作
日缩短至 7 个工作日。“这对港企来说是一大喜
讯，将便捷企业通过港澳地区拓展海外业务。”

而对于有志于在内地发展的港澳青年，随
着教育部新政策的释出，他们的人生发展也迎
来更大舞台。日前，教育部网站发出通知，港
澳台居民可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
定教师资格。消息一出，港澳台各界拍手称快。

去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邓同
学，目前在香港教育大学修读教育辅导相关的
硕士。他说，以往很多在内地念师范教育的港
生在内地学校就业时，只能以临时合约方式受
聘。如今可以报考教师资格考试，他正考虑硕
士毕业后到内地教书，实现“园丁”理想。

港生薛钧豪去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
专业，也在考虑留在内地发展教育事业。“从之
前的居住证到现在教师资格证，国家有关部门
正在一步步地帮助港人，解决其在内地遇到的
实际问题。作为香港居民，我对此心怀感激。”
薛钧豪说。

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近日表示，“九二共
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抛弃此原则，两
岸将会有不可预测的变数。台湾“九合一”选
举后，新当选的国民党人气市长重提这个经典
比喻，反映出岛内社会对“九二共识”有了深
一层认识。

2015年底，大陆方面就提出，没有“九二
共识”这个定海神针，两岸和平发展之舟就会
遭遇惊涛骇浪，甚至彻底倾覆。之后两年多
内，拒绝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把两岸关
系推到了危险边缘，把自己做成了一份突出的
反面教材，从反面证明了这个比喻有多么精当。

实际上，历史早已一再证明“九二共识”
对两岸关系的重要性。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

“九二共识”，翌年“汪辜会谈”成功举行。其
后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两岸关系急转直下，
两会协商中断。2005年，以“九二共识”为前
提，连战展开破冰之旅，国共实现跨越60年的
握手。2008 年，两岸两会实现了中断 9 年之后
的复谈，此后 7 年间，两岸签署 23 项协议。
2015年，两岸领导人实现历史性会面。两岸关
系每一次进展，都离不开“九二共识”这个

“通关密钥”，而台湾当局每一次拒绝“九二共
识”，都让台海横生波澜。

“九二共识”包含了中国人求同存异的智
慧，其核心是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
个共识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意味着大
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
关系，也不是“一中一台”。有了这个前提，两
岸之间就是一家人，什么都好谈。

反之，否认“九二共识”，就等于否认了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就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
去。对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两岸同胞绝不会
答应。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
题上，大陆的意志坚如磐石，态度始终如一。
没有这个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地动山摇，和平
之舟就有倾覆的风险。

然而，岛内有一种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
“九二共识”，那就是拿“台独”当饭碗的人。
多年来，民进党一直不遗余力地否认“九二共
识”存在，曲解“九二共识”意涵，拒绝承认

“九二共识”。民进党不愿承认“九二共识”，只
因一旦承认就意味着他们那套“台独”理论和

“反中”说辞不攻自破。为了证明“我没错”，
也出于“我还能浑水摸鱼”的侥幸心理，民进
党将两岸辛苦积累的成果弃之不顾，让两岸关
系重陷动荡。

事物发展总是呈波浪形前进、螺旋式上

升。国民党执政的 8 年，两岸关系快速发展，
但部分岛内民众却开始被民进党的政治语言所
惑而心生疑虑。而民进党执政仅两年多，岛内
民众就迅速看穿了民进党的谎言，重新认识到

“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也认识到“九二
共识”的必不可缺。

岛内“九合一”选举，国民党籍的韩国
瑜高呼坚持“九二共识”，直批“台独比梅毒还
可怕”，在绿色大本营高雄市高票当选，并带动
全台选情。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体认
到“九二共识”确实是定海神针。国民党新当选的
县市长，几乎都表态认同“九二共识”，说明他们
也深切明白，民意要求他们实事求是，回归最朴
素的真相，远离云山雾罩的政治口水，为民谋福
才是最大的正事。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两岸坚持“九
二共识”，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两岸互
相视对方为一家人，而后才有家和万事兴。

内地新出多项便利措施 服务商贸民生诚意满满

港澳居民北上发展受惠多
本报记者 汪灵犀

“九二共识”当然是定海神针
王 平

位于三峡库区
的湖北秭归希望小
学积极开展“戏曲
文 化 进 校 园 ” 活
动，每周定期开设
戏曲课程，并聘请
专业剧团老师来校
上课，让乡村的孩
子们近距离感受国
粹的魅力，增进对
传统文化的了解，
带动对戏曲文化的
传承。

图 为 1 月 15
日，秭归希望小学
老师姜莺 （前） 在
教学生戏曲动作。

王辉富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张雅诗） 香港理工大学的科
研人员 1月 14日向媒体介绍，香港理大是唯一一所参与
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的香港院校，研发了随嫦娥四号
落月的“相机指向系统”，还为其候选着陆区创建了地形
模型。

1 月 3 日，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
—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
次月背软着陆。由香港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讲座教授

（精密工程）兼副系主任容启亮带领的团队，携手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为嫦娥四号开发的“相机指向系统”，能协助拍
摄月球图像，并帮助控制中心指挥月球车的活动。

“相机指向系统”从研究到制造均在理大进行，两年
多的时间内团队克服了多项挑战，包括抵御月球低温、
具备防震能力和抵抗冲击等，系统设计十分精密。

另外，理大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副教授吴波自
2016年起率领团队为嫦娥四号着陆区的地形及地貌特征
进行分析研究。他们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资助，收集
大量的月球遥感数据，为两个候选着陆区创建了高精确
度和高解像度的地形模型，其中一个着陆区正是嫦娥四
号的登陆地点，即位处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
冯·卡门撞击坑。

理大副校长卫炳江表示，“相机指向系统”由教授团
队进行设计，并交由理大工业中心将沉重的铝材制作成
轻巧的设备，说明香港有先进制造技术的能力。他说，
未来理大将继续结合校内不同研究团队的实力，积极回
应国家需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5日电
（记者刘欢） 参与两岸青年交
流，聆听书画艺术、中医讲座，
参观故宫、长城、颐和园，体验
传统文化再造手工活动，品尝北
京烤鸭…… 2019 年寒假台湾青
年学生中华文化研习营 15 日开
营，共 8 个团 400 余名台湾大学
生来京进行为期9天的中华文化
体验之旅。

本次研习营学员来自台湾大
学、新竹清华大学、玄奘大学、
世新大学、高雄中山大学、义守
大学、台北大学等院校。研习营
将向台湾大学生多角度展示中华
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和大陆现代
化建设的崭新风貌，通过亲身经
历和深度体验，增进台湾学生对
大陆的了解。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秘书长马
国樑说，希望台湾青年朋友利用
这个机会多走一走、看一看、听一
听，实地了解大陆经济社会、人民
生活情况，多体验交流、多认识朋
友，带回美好记忆和深入思考。

中华文化学院教务部主任王

志功说，举办研习营活动目的就
是让台湾朋友亲身感受古老的北
京和文化的传承，同时感受年
轻、有活力的北京，看看这里的
年轻人如何创业、发展。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
系副教授郑又平表示，研习营活
动让台湾青年学生认识了祖国大
陆的发展，培养了他们跟大陆同
胞尤其是青年朋友的情谊，也为
他们人生规划、职业生涯发展找
到了新方向。“这些交流、沟通
如同滴水穿石，产生了非常深刻
的‘化学变化’。青年朋友‘用
脚投票’，来大陆实习、就业的
人越来越多。”郑又平说。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
系研究生郭宛绮说，她多次来大
陆旅游和参加交流活动，大陆的
发展速度之快和就业机会之多令
她印象深刻。她打算今年6月毕
业后来大陆发展。

研习营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主办、中华文化学院承办，自
2003 年开展以来，已有多批台
湾青年学生参加活动。

据新华社澳门1月 14日电 （记
者郭鑫） 由澳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主
办的“澳门新八景”全球票选活动
14日正式启动。

澳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李沛
霖表示，2019 年是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协会欲借此欢庆的时刻，汇聚
社会力量和智慧，共同选出代表澳门
特区新里程、新面貌的八个景点，打
造新时代、新价值的“澳门新八景”
新品牌，勾勒澳门文化城市的形象，
说好澳门故事，助力澳门发展为世界

旅游休闲中心。
评选将于 1 月 15 日至 2 月 28 日

举 行 ， 通 过 网 上 投 票 选 出 “ 新 八
景”，作为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的
献礼。

为鼓励各地朋友积极参与“澳门
新八景”全球票选，活动设有“网上
投票实时奖赏”以及“终极大抽奖”
两阶段的抽奖活动，目前确认的奖
金、奖品总值已超过 500 万澳门元，
凡年满 12 周岁的澳门及海内外人士
均可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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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参与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的几位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合影。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图为参与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的几位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合影。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逛故宫 爬长城 吃烤鸭

台湾青年来京体验中华文化

“澳门新八景”全球票选活动启动“澳门新八景”全球票选活动启动

据新华社台北1月 15日电 （记
者杨慧、章利新） 15 日，台湾知名
舞团“云门舞集”在位于新北市的云
门剧场举行记者会，宣布该团 2019
年演出计划。其中，由“云门 2”艺
术总监郑宗龙创作的《毛月亮》将于
4 月 13 日在高雄首演，随后在台北、
台中巡回演出。

郑宗龙在记者会上说，《毛月亮》
是从大自然得到的启发，“毛月亮”俗
称月晕，暗喻风起，有事情要发生，让
人警觉。“《毛月亮》有两个寓意：一个

是非常美丽的意象，二是将要起风的
预兆，是一种不安的感觉。是美丽还是
不安？就要交给观众来鉴别。”他说。

2019 年是“云门舞集”创办人
林怀民以艺术总监身份运筹云门的最
后一年。林怀民退休后，艺术总监由
郑宗龙接班。

林怀民说，云门剧场今年将推出
13档节目，80%的作品都是台湾首演
的新作，将有超过 40 场免费展演。

“云门 2”将尝试更多户外演出，增
加与民众互动。

云门舞集新作《毛月亮》将巡演

日 月 谈日 月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