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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党代会不久前讨论通过了所谓“社
会同行世代共赢决议文”。这个所谓“新决议
文”，打着世代共赢旗号，贩卖的却是抗拒统
一、追求“台独”的私货。它充分暴露民进党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破坏台海
地区和平稳定的本来面目，充分证明民进党
及 其 当 局 是 两 岸 关 系 和 平 发 展 的 麻 烦 制 造
者、岛内社会和谐的撕裂者和台湾同胞利益
福祉的破坏者。

为何这么说？且看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帆
的说法。他毫不遮掩地表示，“新决议文”有几
项“核心精神”，包括坚定维护“台湾主权立
场”，明确反对“一国两制”；持续深化“国
防”自主，并强化“民主防卫”相关法制；未
来台湾将不局限在海峡两岸的一侧，而是清楚
地以“太平洋的台湾、世界的台湾”来定位自
己，强化和区域、国际经贸的连结云云。

不难发现，“新决议文”撕下了“维持现
状”的遮羞面纱，不但无视“九二共识”，更是
明言反对“一国两制”，其目的是激化两岸对立
对抗、压制广大台湾同胞改善与发展两岸关系
的呼声，恶意操弄两岸议题谋取选举私利。民
进党铁了心要继续谋求对抗，“独”性难改的嘴
脸，跃然纸上。

在“新决议文”中，看到“全球的经济趋
势、区域情势与世界秩序，都出现了重大变
化”，民进党见猎心喜，自以为捡到了枪。具体
而言，就是在当前国际大环境下，台湾有机可
乘；趁暴力激进分子制造的香港乱局，横插一
脚。通过“新决议文”，民进党企图进一步污名
化“一国两制”，离间两岸民心，打算在向

“独”拒统的邪路上越走越远。紧随“新决议
文”之后的所谓撑港“大游行”和蔡英文“双
十讲话”，更加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

一方面，民进党挟洋自重，在香港问题上
卖力吆喝，打着所谓民主、人权的旗号，与域
外势力和乱港分子沆瀣一气，积极充当西方反
华势力牵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马前卒。另一
方面，他们极力渲染大陆威胁。跟“新决议
文”一脉相承，“双十讲话”充斥着对抗思维和
敌对意识，企图借污蔑攻击制造仇视大陆的岛
内氛围。看似底气十足，实则色厉内荏。

从岛内看，民进党去年“九合一”选举遭
受空前挫败，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低效无能，酬
庸政治近来引发一系列乱象，物议纷纷。从两
岸看，大陆今年初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
案，让某些人如坐针毡，感受到了空前压力。
一中原则已经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近期台湾
连续“断交”，成为民进党当局执政的阿喀琉斯
之踵。内外交困之际，“新决议文”的出台，正
是民进党当局努力凝聚支持者，同时又掩盖其
执政无能的关键一招。

毕竟，2020台湾“大选”在即，陷入执政
焦虑、选举焦虑的蔡英文当局，为了胜选自然
是不遗余力不择手段。“新决议文”的如意算
盘，就是借由向“独”派靠拢，巩固绿营选票
的基本盘。天大地大，选票最大，号称创新，
新瓶旧酒而已。只是机关算尽，误了卿卿。台
当局为选举搞对抗没有出路，搞“台独”更是
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当年陈水扁早就说过，做
不到的就是做不到。作为暴冲型“台独”前
辈，讲的这话可是“实践出真知”的金玉良言。

建立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和平发展是
两岸关系利基。民进党倒行逆施，把两岸关系
推向对抗和隔绝，其结果只能使台湾民众难蒙
其利反受其害。民进党要与人民为敌，与历史
大势为敌，两岸人民决不答应，民意决不会站
在民进党一边。大陆并不介入岛内选举，对于
民进党试图借助“新决议文”搞胜选那一套把
戏，不会随之起舞。但对民进党操弄香港乱
局，影响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观感，反对

“九二共识”不能不保持警觉和关注，甚至有所
反应。

如 果 台 当 局 自 以 为 得 计 ， 继 续 操 弄 统
“独”议题玩火，甚至玩过了头，大陆的绞索只
会越勒越紧，届时两岸摊牌甚至战火相向，相
应苦果要所有台湾人民来承受。万一到了局势
不可控的地步，回头再看民进党这种做派，不
只是赌上政党的政治命运，更是赌上两岸和平
及台湾未来发展前途。

当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
也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一
过程中，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
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浑水摸鱼，借机抗拒统一进程，毫无疑问，只
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玩火自焚，智者不
为。螳臂挡车，又有何益？饮鸩止渴，更是死
路一条！

民进党向“独”拒统死路一条
王大可

日 月 谈

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 （以下
简称“联盟”） 成立一周年庆典暨
科创大讲堂之嫦娥工程科学家讲座
10 月 21 日在港拉开帷幕。多名嫦
娥工程科学家向在座数百名香港师
生讲解中国探月工程取得的成就和
最新发展。

激发年轻人科研激情

联盟会长徐立之致辞表示，国
家探月工程科学家此次专程来港，
在 21日至 23日期间会有 4000多名

香港师生近距离聆听科学家们的讲
解，认识探月工程这项令世界钦佩
的壮举，希望能够激发年轻人投入
科学研究的激情，培养民族自信。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
宗说，科技正在改变人们生活的面
貌，创新及科技产业将成为社会的
重大引擎。国家对于香港青年的教
育发展不遗余力，特区政府也十分
重视创科教育，还与许多内地机构
建立联系，为香港学生提供中科院
暑期实习机会等。特区政府已预留
200亿港元，以建设第一阶段的落

马洲河套地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张建宗说，特区政府一直积极

推动中小学的 STEM 教育 （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总称），
包括教育局正在筹划多元化的培训
工程，致力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以
及持续为学校提供相关财政支援
等。香港一定要培养更多创科人
才，为未来开拓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做出适当部署和准备。

香港同胞积极参与

21日共举办3场讲座，探月工
程嫦娥四号任务应用科学首席科学
家严俊向香港青年介绍了国家探月
工程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月球与
深空探测总体部主任邹永廖、国家
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二期工
程总体部部长唐玉华分别就“未来
的月球村”“中国探月工程”主题
进行分享。

严俊说，中国的探月工程自
2004 年绕月探测工程实施以来已
经走过了 15 个年头，工程的各次
任务离不开香港同胞的大力支持，
也获得了香港科技界人士的积极参
与。香港理工大学曾参与嫦娥三
号、四号和五号任务，希望在即将
立项的嫦娥七号和八号月球南极探

测任务中以及更加长远的深空探测
任务中，有更多的香港科技教育界
专家加入，共同推进月球与深空探
测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共同创造中
国在探月领域更大的辉煌。

探月工程成就卓著

现场听讲座的香港教育工作者
联会黄楚标中学校长许振隆说，讲
座可让在场青少年看到国家探月工
程的发展，相信有助他们培养科学
精神。中学生小苏在听完讲座后说，
自己从小对未知的太空充满兴趣，
当天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中国的探
月工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访港的嫦娥工程科学家 22 日
到访多所中学和小学开展科普讲
座。他们也会在 23 日到访香港的
一所大学，举办科普讲座，并与大
学教授作深度交流。

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成立于
2018 年，秉承两大创会宗旨：第
一，为前线教师提供科创教育的教
学支援；第二，培养年轻人的科学
素养。联盟致力于提升学生对科学
与技术的兴趣，巩固知识基础，为
香港未来发展成国际创科中心积累
大批具创意并拥有综合协作和解难
能力的科技人才。

科学家与港青共话“探月工程”
俞 晓

图为嫦娥四号着陆器彩色全景图。
新华社发 （国家航天局供图）

第 25 届 郑 州
全国商品交易会近
日 在 河 南 郑 州 开
幕，展览吸引来自
港澳台地区和部分
国家的名优商品参
展参会。图为现场
观众在和智能机器
人互动。

张 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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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邓倩倩）
10月20日下午，伴随着载歌载舞的
台湾特色民俗表演，国庆 70 周年
群众游行“中华儿女”方阵中备受
关注的台湾彩车正式落地厦门集美
新城。

绵延的玉山、阿里山，漫山开
放的蝴蝶兰，衬着“唐山过台湾”
的身影，朵朵蓝色浪花托起富有闽
南特色的红砖古厝屋顶，巨大的圆
形冰屏则象征一轮明月……台湾彩
车生动刻画了祖国宝岛的自然和人
文风貌，更用“海上生明月，天涯
共此时”的意象，呈现了两岸同根
同源、一脉相承的历史情缘。

据了解，台湾彩车从设计到制
作展示，历经 8 个多月，修改数十
稿，兼顾艺术美感与防雨、防潮等
整体性能，精益求精。“我们希望从
情感意境出发，由小家的团圆营造
大家的团圆，展现两岸一家亲、共
圆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台湾彩车设
计者周敏明说。

台湾彩车 10 月 1 日亮相后，于
国庆假期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向民

众公开展示。7 日，台湾彩车荣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
会服务保障和群众游行指挥部颁发
的“匠心奖”。随后，台湾彩车进行
拆解并运往厦门，在集美完成组装。

“台湾彩车让我想起家乡的老房
子，勾起我的乡愁。”厦门台商协会
会长吴家莹说。

受邀参加了天安门观礼的台湾
青年范姜锋也来到彩车交接仪式现
场。他说，走近观看彩车，可见细
微之处尽显台湾元素，令人感动。
希望有更多台胞参与两岸交流，来
大陆发展。

交接仪式上，国台办新闻局局
长、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希望更多
台湾同胞前来一睹台湾彩车风采，
由此更好凝聚两岸交流力量，实现
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台湾彩车“安家处”是厦门
（集美） 闽台研学旅行基地，基地近
期获批成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仪式上，参加两岸研学营的孩
子们用自制的彩色风车对彩车进行
了装饰。

国庆群游台湾彩车落地厦门

本报澳门10月 22日电 （记者
毛磊） 中国银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新钞成功发行暨人民币与中
国银行澳门元货币文化展启动仪式
22日在澳门举行。

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在仪式
上表示，中国银行69年前在澳门开
设分行，开启了“根植澳门·服务澳
门”的光荣征程。近年来，中国银
行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
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积极推
进澳门业务“一体两翼”发展，在
澳门设立“公司金融特色融资平台”，
主要业务长期蝉联市场第一，为澳
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政
司司长梁维特在致辞中表示，澳门
回归祖国20周年钞票充分体现出澳
门特区背靠祖国，并在祖国大力支
持下，取得2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
成果；而港珠澳大桥的兴建与开
通，也象征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

融合和对接，互连互通。同时他感
谢主办机构和各协办单位对特区政
府发钞工作的大力支持。希望借此
次展览，让澳门居民加深对中华钱
币文化的认识。

据介绍，中国银行发行的新纸
币面额为澳门元贰拾圆，钞票主色
调为蓝紫色，正面以“盛世莲花”
雕塑为主景，雕塑旁矗立着中国银
行大厦，体现中银与特区共同成
长，辅景为澳门海岸的夜景；背面
以“港珠澳大桥”的“中国结”塔
桥为主景，象征澳门特区与中国内
地经济文化的沟通，辅景采用澳门
历史城区建筑物组成，展现澳门特
区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文化魅力。

现场同时还进行了“一脉同源
行稳致远——人民币与中国银行澳
门元货币文化展”的启动仪式，此
次展览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庆祝澳
门回归祖国20周年系列活动，也是
人民币首次境外展览。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中国银行发行澳门元新钞

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邓倩倩）
第二届海峡两岸人文学论坛于10月
19 日在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开幕。
来自海峡两岸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及智库等百余位人文学研究领域专
家学者出席会议。继去年“重新认
识传统”学术研讨会开启的两岸对
话模式之后，本届论坛以“人文学
的处境与两岸人文学的融合发展”
为主题展开交流。

大会七场分论坛分别围绕近现
代中国史学反思、中国传统与现代
化、古典文学当中蕴含的民族情
怀、当前中国人文科学研究现状和
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比较研究等主
题进行研讨，寻求两岸人文学融合
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赵奇在
致辞时表示，该论坛是从两岸共同
人文根脉出发，寻找两岸传承中华
文化的方式和途径，实现两岸人文
价值和文化情感的沟通和共享，创
造两岸人文学共同面对未来文化挑
战的发展前景。

此次研讨会专门开辟“近现代

闽台人文交流与闽台人文知识分子
互动”专题，深入探讨两岸共同的
语言风俗和文化传统。

“我是闽南人，说闽南话，看到
海沧的发展着实感动。”台湾学者吕
正惠连续两届参会。他认为，推动
两岸文化融合需要长期的努力，以
中华文化的研究交流为基础，便能
增进互相了解。

吕正惠多次带学生来大陆学习
交流。他说，要创造机会让更多台
湾青年来到大陆，亲身参与大陆的
发展，获得文化认同感。

“来参会的一批台湾学者对中国
文化的认同和与生俱来的信仰令人
敬佩。”清华大学教授沈卫荣说，学
术交流能够包容不同的观点，研讨
会吸引两岸诸多具有同样情感和文
化共鸣的学者参与，是很好的学术
对话和情感沟通的平台。

本届论坛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
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中国
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
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厦门海沧
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共同主办。

两岸人文学论坛在厦门举行

近日，“小林平埔夜祭”在高雄市甲仙区平埔文化园区举行。台湾
地区少数民族平埔人后裔的聚落——小林部落和内蒙古非遗团队一
起，载歌载舞，共同表达对风调雨顺的期盼。

图为内蒙古非遗团队演员在小林部落夜祭活动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