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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

﹃
暂停

﹄
是民进党当局自食苦果

李万祥

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
支振锋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严重

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向“台独”分裂势

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一些美国政客不断

为中美关系制造麻烦，美国已经成为台海和

平和地区稳定的“最大破坏者”。台湾问题

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

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佩洛西之流企图同

“台独”分裂势力勾连，“以台制华”侵犯中国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螳臂当车。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

剂。“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中国历代政

府在台湾先后建立了行政机构，行使管辖

权。三国时孙吴政权、隋代的中央政府都曾

先后派万余人去台，宋代将澎湖地区划归福

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驻守，1885 年清

政府正式划台湾为单一行省。台湾和中国

其他省区一样，同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开拓所

定居。尽管曾被外国侵略者侵占，但中国人

民英勇驱逐了侵略者，台湾两次经历失而复

归，始终是祖国不可分离的宝岛。台湾作为

中国领土，这一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

变，这一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鸦片战争之后，西

方列强入侵，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山河破碎

的悲惨境地，台湾更是被外族侵占长达半个

世纪。为战胜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实

现国家统一，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进行了可

歌可泣的斗争，台湾同胞也作出了重要贡

献。郑成功驱荷复台，他们筹集军粮、捐献

物资、英勇参战，“四社土民男妇壶浆，迎者

塞道”；反抗日本殖民侵占，他们坚持“台湾

者中国人之台湾”，高呼“吊民伐罪，保障台

澎，救民脱苦，惟倭是征”，不畏强暴、不怕牺

牲、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数十万台湾同胞为

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1945 年，中国人民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

随之重回祖国怀抱。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既是历史事

实，也有着坚实的法理依据。海峡两岸分隔

至今，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

也不容分割。二战中，《开罗宣言》明确要求

日本将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

列岛归还于中国，《波茨坦公告》予以重申。

日本投降后，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

版图。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71 年联

大第 2758 号决议对此予以明确。194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81 个国家在一个

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

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

中国共产党始终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

确方向发展。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

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

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推动全面直

接双向“三通”，开启两岸同胞大交流大交往

大合作局面；秉持求同存异精神，推动两岸

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

“九二共识”；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基本方针，进而形成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

进祖国统一基本方略。我们始终着眼于中

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坚定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坚决

挫败各种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

独立”的图谋，取得一系列反“台独”、反分裂

斗争的重大胜利；中国统一事业得到越来越

多国家和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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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

所在、民心所向。2016 年以来，民进党当局

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致使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冲击。随着佩洛西窜

访和美西方政客操弄，台海形势更加复杂。

岛内“台独”势力蠢蠢欲动，妄图倚仗外部势

力，分裂谋“独”；一些外部势力企图“以台制

华”，竭力打“台湾牌”，纵容“台独”势力滋

事。但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

祉系于民族复兴。确保国家完整不被分裂，

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是全体中华儿女共

同意志，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

一边。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

着民族复兴而终结。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

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

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就是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我们绝不允

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

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

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

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

广州市南沙区“新十条”优惠政策——

港澳青年在这里创业创新
本报记者 张建军

近日，广州市南沙区发布《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

区）支持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新十条”措施》，为港澳青

年在南沙创业就业赋予强劲动能。

国务院印发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

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明确将“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

平台”作为五大任务之一，提出 2025 年将南沙打造成

为港澳青年安居乐业新家园的目标任务。作为南沙

为港澳青年全新打造的专属政策，“新十条”是促进港

澳青年到南沙创业就业的“助推器”。

“新十条”得到了港澳青年的热烈反响。暨南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7 届港澳校友、广州引力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梁宝月表示，“新十条”将会激发

港澳青年来南沙创业、就业、实习交流的热情，政策中

对港澳青年的生活习惯、生活需求给予了充分考虑关

怀，丰富的就业补贴、创业奖补政策也将吸引更多港

澳青年和青创团队了解南沙、扎根南沙。

“新十条”的“新”字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扶

持再添“新”力度。奖补力度全国领先，单个在南沙就

业的港澳青年 3 年最高可获 51.5 万元奖补资金，单个

在南沙创办的港澳青创企业 3 年最高可享受 450 万元

奖补资金。二是增设南沙独有“新”条款。全国首创

“薪金补贴”“职业资格、技术职称和执业资格证书补

贴”“促进就业奖励”“一卡走南沙”4 项独有条款，政策

优势突出。三是构建支持配套“新”链条。从就业、职

场能力提升、安居置业、生活就医等方面构建全方位

就业保障奖补政策，多措并举打消港澳青年南沙就业

顾虑；从企业落户、配套支持、场地租金、创业成长、投

融资支持、青创基地运营等方面打造全新创业支持链

条，为港澳青创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创业支撑。

南沙将开辟港澳青创企业落户绿色通道，提供登

记注册、场地租赁、人才招聘、法律援助等全方位支持

和最高 370 万元创新创业奖补资金。同时，为解决港

澳青年住房之忧，南沙对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提供港

澳青年公寓或给予每人每年最高 2 万元住宿补贴。

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购买共有产权房。为港澳

青年发放“港澳青年人才卡”，符合条件的持卡者在南

沙可享受居留、住房、子女入学、就医、工商、税务等全

方位绿色通道服务，实现“一卡走南沙”。给予在南沙

创业就业的港澳青年每人每年最高 2 万元生活补贴

和每人每年最高 5000 元医疗保险补贴。依托区内港

澳青创基地，打造港澳青年服务驿站。建立首席服务

官制度，为来南沙游学、实习、就业的港澳青年提供全

流程一对一定向管家式服务，及时为港澳青年提供适

应性辅助。

为给港澳青年营造良好就业环境，南沙不断推出

创新举措。7 月 27 日，南沙为全国首批 16 名获得职称

的港澳工程人才颁发职称证书，成功突破了港澳人才

申报职称的技术壁垒，今后他们在内地承接和开展建

筑工程项目时，将享有和内地工程师相同的资质和

待遇。

暨南大学 2020 届港澳校友、教师余承峰认为，每

年提供不少于 1000 个区内实习岗位的举措切合了许

多在校学生的实际需求，将有力帮助他们提升实践经

验，适应未来的职业发展。

此外，对在南沙、港澳地区主办或承办粤港澳青

少年大型交流活动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机构，按

照政策给予每年最高 50 万元活动补贴。据悉，为南

沙引进粤港澳青少年活动或组织港澳青少年来南沙

研学交流考察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机构，可享每

年最高 30 万元奖励。

广东省政协常委、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山表

示，对香港青年来说，收入很重要。“收入越高，就越

愿意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起码有 2 万至 3 万港

币 每 个 月 ，这 是 他 们 的 起 步 点 ，也 是 我 们 要 考 虑

的。我很开心南沙‘新十条’的发布打消了很多香

港青年的顾虑。”

本版编辑 曾诗阳

国台办发言人 8 月 3 日表示，根据

有关进出口方面的规定，以及食品安

全要求和标准，有关部门即日起对从

台湾地区输往大陆的葡萄柚、柠檬、橙

等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

鱼采取暂停输入措施。同时，决定暂

停天然砂对台出口。

天然砂属于资源性产品范畴，台

湾天然砂高度依赖进口。2006 年 12

月，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发布公告，

宣布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禁止天然砂

出口。当时，台湾地区天然砂进口量

的 90%以上来自大陆。为有利于台

湾经济发展和民生需要，经过两岸各

方共同努力，此后大陆又恢复了对台

出口天然砂，并明确“合理数量，逐年

递减”。时隔多年后再次暂停天然砂

对台出口，将从原材料供应链上影响

岛 内 砂 石 业 、建 筑 业 甚 至 是 半 导 体

产业。

据台媒统计，台湾地区 2021 年生

鲜 的“ 其 他 柑 橘 类 ”外 销 至 大 陆 达

2483 吨、外销比率超八成；“白带鱼，

生鲜或冷藏”则全部外销至大陆；“冷

冻竹荚鱼”外销中，大陆占五成。这些

农渔产品出口被堵上所带来的连锁反

应影响不小。

去年以来，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

地区输大陆柑橘类水果中检出检疫

性有害生物——大洋臀纹粉蚧，以及

倍硫磷和乐果残留超标。今年 6 月，

从台湾地区输大陆冰鲜白带鱼和冻

竹荚鱼包装上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

性。为防范风险，依据大陆相关法律

法规和标准，这次海关总署对相关产

品采取暂停输入大陆的措施十分必

要且正当有据。

大陆一进一出两个“暂停”措施

为何实施，民进党当局应心知肚明，

必须清醒认识到，“挟洋自重”持续玩

火，不仅要算清政治账、历史账，也要

算算经济账、民生账。

回顾以往，无论是民进党当局出

于政治私利的人为设限，还是疫情等

突发事件，都没有改变两岸经贸合作

的坚实基础、客观需求和不竭动力，

更抹杀不了由此为两岸同胞特别是

台湾同胞带来的巨大利益福祉。

从 过 去 10 年 两 岸 经 贸 交 流 合

作 的 数 据 看 ，两 岸 贸 易 大 幅 增 长 ，

大陆稳居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和

最 大 贸 易 顺 差 来 源 地 。 据 海 关 总 署 统 计 ，2011 年 两 岸 贸 易

额 为 1600.3 亿 美 元 ，2021 年 两 岸 贸 易 额 增 长 至 3283.4 亿 美

元 。 据 台 湾 方 面 统 计 ，两 岸 贸 易 额 占 台 湾 外 贸 比 重 从 2011

年的 28.6%增长至 2021 年的 33%，增长 4.4 个百分点。正如台

湾工业总会 8 月 1 日发表的 2022 年白皮书指出，两岸经贸呈

现高度互相依赖。

当前台海局势面临的新一轮紧张和严峻挑战，根本原因是

美方和“台独”势力勾连挑衅。民进党当局及岛内“台独”势力挟

洋自重、甘当棋子，必将自食苦果。

近日，16 名港澳工程师在广州市

南沙区获颁职称证书，成为在内地取得

专业职称资格认证的首批港澳工程人

才。这是继 2021 年 8 月 37 名香港医生

在深圳获颁正高级职称证书之后，大湾

区内地城市第二次向港澳人员颁发职

称证书。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深入推进，内地职称正成为港澳专业服

务业人士追捧的“香饽饽”。

港澳地区的金融、法律、建筑、医疗

等专业服务业久负盛名，相关从业人员

为何愿意到内地评定职称？内地职称

的含金量有多高？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在广东省，

截至 2021 年底港澳居民参加养老、失

业、工伤保险累计达 27.92 万人次；在深

圳，香港累计设立科研机构 82 家，建设

创新载体 56 个；在前海，截至 2021 年底

港资企业注册资本在 1000 万美元以上

的企业 2996 家。这些数据是大湾区一

体化建设与融合发展的最佳注脚。港

澳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

更加频繁，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和有

序 流 动 已

经 成 为 迫

在 眉 睫 的

课题，职称

评 定 就 是

破 解 这 一

课 题 的 关

键一招。

港 澳

人 才 有 了

内地职称，

择优录用、择优准入、择优优待就有了

重要依据。以建筑工程师为例，由于香

港并没有职称评审，内地对香港工程师

的水平能力无从判断，一些对企业人才

占比有要求的招标项目就无从适用，一

些对引进人才的住房、税收等优惠政策

就难以匹配，一些供专业人才申报的研

究项目就无法入围。所以，港澳人才有

了内地职称等于有了一张通行证，市场

准入无门槛，优惠政策能享受，申报课

题有资格，妥妥的主人翁待遇。

对尚未就业的港澳学生而言，内地

职称让他们在规划职业生涯时多了一

盏路灯，多了一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

信心。当前，内地高校招收香港学生的

录取结果正在陆续公布，今年报考内地

高校的香港学生达 13190 人。内地具

备 港 澳 台 学 生 招 生 资 格 的 院 校 超 过

400 所，截至 2022 年 1 月，在内地高校就

读的香港学生达 18430 人。调查显示，

在内地高校毕业的香港学生中 60%以

上选择在内地就业创业。评职称就是

被认可，留下来就是生力军，港澳学生

看到了实现向上流动的新赛道。

香港专业服务实力雄厚，具有在国

际市场上开展专业服务的丰富经验。

内地企业对外投资贸易规模持续扩大，

港澳人才的加入也有利于内地建立健

全专业化、精细化、国际化的职称认证

体系，培养专业服务业人才，为企业“走

出去”提供强有力服务支持。

济济多士，蔚为国用。“国家所需、港

澳所长”的交汇点很多，港澳与内地之间

的职业资格认可将持续拓展。也许用不

了多久，“到内地评个职称去”就成为港

澳青年的新潮流，这听上去可比“到内地

设厂去”“到内地炒股去”酷炫多了。

内地职称缘何受热捧内地职称缘何受热捧

8 月 3 日，珠海与澳门

恢复常态化防控通关，横

琴口岸仅 1 小时通关 900

人次，整体通关情况平稳

有序。图为横琴口岸通关

场景。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珠海与澳门恢复常态化通关

日前

，港澳青年学生南沙

﹃
百企千人

﹄
实习计划启动礼暨

﹃
湾区创未来

﹄
港澳青年实习生故事会在南沙揭开序幕

。

本报记者

张建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