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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謙：解放軍練兵備戰 堅決打獨促統

劉媛媛：盼赴港用音樂交流
【大公報訊】記者郭瀚林報道：

「五星紅旗啊五星紅旗，你將中華民
族的心連在一起。」 全國政協委員、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劉媛媛9日在人民大
會堂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唱起了她
的代表作《五星紅旗》。 「這首歌表
達了中華民族的愛國精神，每當我唱
起它的時候，都有很多聽眾跟我一起
唱。這時我就會心潮澎湃，感受到作
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

「我的另一首代表作《國家》，
是和香港影星成龍大哥一起演唱，這
首歌的作曲者也是香港音樂人金培
達。我希望能夠去香港，大家一起用

音樂交流，把我演唱的《五星紅旗》
《國家》這些曲子帶到香港青年人當
中去，一同歌唱美好的祖國。」 劉媛
媛認為，香港音樂的風格融會中西，
符合傳統的東方審美，同時也更加國
際化、多樣性，尤其粵語流行歌曲廣
為流傳，比如《萬水千山總是情》
等，也是她會經常演唱的曲目，她建
議香港和內地繼續加強音樂藝術方面
的交流互動，創造更多呈現新時代百
姓生活的精品。

劉媛媛還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是各族人民凝心聚力的重要紐帶，
應充分利用和發揮這種獨特優勢，增
強民族團結，促進共同進步。她談
到，很多民族地區的老百姓都能歌善
舞，在音樂方面特別有天賦，通過音
樂、舞蹈這些渠道，能夠加強各民
族、各地區人民之間的交流、交往、
交融，更好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
識。 「內地不止有北上深這種現代化
大都市，廣闊的少數民族地區也風景
美麗、民風淳樸，歡迎香港的青年朋
友們來到這裏做客，一起感受祖國的
新發展、新變化。」

「提這個建議時是很 『心疼』
的。」 陳雲英指出，台灣當局的 「去中
國化」 教育，不僅導致每年新增幾十萬
「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的新選民，而
且在每一次台灣選舉中還要通過煽情的
選舉造勢動員，再一次加深 「自己不是
中國人」 的認知洗腦。 「對於台灣
同胞來說， 『不認同自己是中國
人』 是一個悲劇。」

她說，中國地大物博，是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且在未來十年
內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
台灣同胞不管是從語言文字、文化習
俗，還是經濟、發展等方面融入大陸都
沒有隔閡， 「所以在 『去中國化』 的炒
作中，要讓青年人沒有未來？封閉在一
個3.6萬平方公里的島內？」

建議台青少年赴陸接受免費教育
針對當前台灣青少年的教育現狀，

陳雲英提出三點建議，一是積極貫徹落
實愛國主義教育法，制定實施細則，組
織專家研究制定方案，有計劃、有步驟
地為台灣青少年精神和心靈回歸祖國做
好頂層設計。二是在福建省先行先試台
灣青少年在大陸接受 「小學後」 教育，
對12歲以上台灣青少年實施6年免費教
育，積極回應台灣同胞 「不要戰爭，要
和平」 的呼聲，幫助同胞認識到最安
全、最有利的地方是祖國大陸。三是幫
助吸引台灣青少年來大陸開展遊學、研

學、實習等活動。

要不斷為台灣同胞謀福祉
談及今年1月台灣地區選舉結果，

陳雲英認為，這一結果並不代表主流民
意，事實上， 「台灣的社會在弱化，我

們不說它崩潰，它在弱化的過程當
中，分離主義的活動是會非常猖
獗的。」 她強調，面對 「台
獨」 的各種炒作，大陸主要做的

工作 「還是要不斷推進為台灣同
胞謀福祉，為祖國的最終統一有作

為」 。她還直言，未來兩岸交流不會因
當前兩岸關係形勢而停滯，除非是島內
有人炒作或操作阻礙台灣同胞來大陸。
她說，祖國大陸一定會盡最大誠意做最
大努力，歡迎每一個台灣同胞，不管是
求學、就業、創業、經商，還是辦事。

談及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預期，
全國人大台灣代表團副團長顏珂當日在
同一場合回應指，當前兩岸關係面臨嚴
峻複雜形勢，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 「九
二共識」 ，堅持「反中抗中」的立場，倚
美謀 「獨」 ，嚴重危害台海的和平穩
定。她強調，面對複雜嚴峻的形勢，祖
國大陸意志堅定、信心堅定，始終牢牢
把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順應
兩岸同胞要和平、要發展、要交流、要
合作的共同心聲，堅定不移反對 「台
獨」 分裂和外來干涉，維護和平、擴大
交流、促進合作、深化融合、推進統一。

對於台灣同胞來說， 『不認同
自己是中國人 』 是一個悲

劇。」 台灣省代表團9日舉行開放團
組活動，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就兩高報
告、兩岸融合等內容發言討論。在談
及兩岸關係發展前景時，全國人大代
表陳雲英指出，台灣當局對台青少年
實施 「去中國化」 教育，導致每年新
增幾十萬年輕人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
身份。對此，她認為，大陸要貫徹落
實愛國主義教育法，制定實施細則，
為台青精神和心靈回歸做好頂層設
計。同時，建議在福建省先行先試台
灣青少年在大陸接受「小學後」教育。

大公報記者 趙一存北京報道

近年兩岸青年交流
•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自2018年至2023
年已舉辦了六次，累計有2600多名兩岸
青年踴躍參加，已成為兩岸青年交流交
心、互學共鑒的重要平台。

•第二十一屆海峽青年論壇於2023年6月在
廈門舉行。台青參與的比例大幅提升。

•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於2023年3月
27日至4月7日率團赴大陸祭祖，訪問大
陸多個城市，並帶領一批青年學子與大
陸學生交流。

•2023年兩岸人員往來和各領域交流快速
回溫、持續熱絡。2023年兩岸往來人次
約300萬，其中台灣赴大陸的人數較
2022年增長7.4倍。

•2022年台灣一項針對 「80後」年輕人就
業調查顯示，有56%的人想離開台灣工
作，有33%年輕人首選大陸。

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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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推廣福建措施 解決台青住房問題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十四
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
代表團新聞發言人吳謙9日就軍隊代表
熱議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中國國防費
預算、近期美對台軍售等有關問題答記
者問。

中國國防費合理適度
在回答今年中國國防費預算安排相

關問題時，吳謙說，中國政府堅持國防
建設和經濟建設協調發展方針，合理確
定國防支出規模。2024年全國一般公共
預算安排國防支出1.69萬億元，比上年
執行數增長7.2%，其中：中央本級支出
1.67萬億元，比上年執行數增長7.2%。

吳謙說，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
合理適度。同時，與美國等軍事大國相
比，中國的國防支出不論是佔國內生產
總值（GDP）的比重、佔國家財政支出
的比重，還是國民人均國防支出、軍人
人均國防支出等都是比較低的。

有記者就近期美對台軍售相關動向
提問，吳謙說，台灣是中國的台灣。台
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
涉。 「台獨」 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
脅，任何對 「台獨」 勢力的縱容和支
持，都是對台海和平的破壞。美方應恪
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停止與中國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形式
官方往來，停止武裝台灣，將不支持
「台獨」 的承諾落實到實際行動上，停

止向 「台獨」 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
號。

以最大誠意爭取和平統一
吳謙說，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一個

中國原則和 「九二共識」 ，頑固堅持
「台獨」 分裂立場，勾連外部勢力不斷

進行謀 「獨」 挑釁，是台海局勢持續緊
張動盪的根源。民進黨當局必須承擔由
此引發的一切後果。

「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寥廓海

天，不歸何待？」 吳謙說， 「我們願以
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
一的前景，但絕不會給 『台獨』 分裂行
徑留下一絲一毫空間。解放軍將持續加
強練兵備戰，堅決打 『獨』 促統，始終
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鋼鐵長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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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之冠：兩岸應通盡通建共同生活圈
【大公報訊】記者王珏北京報

道： 「兩岸同氣連枝，要應通盡
通」 ，全國政協委員、台盟中央副主
席符之冠9日在全國政協大會發
言時建議，要推進兩岸城市直
航、客貨港口和物流基地建
設，提升兩岸人員往來和經貿
合作便捷，同時以網絡空間共享
促進心靈相通，打造兩岸共同生活
圈，共建兩岸精神家園。

符之冠說，反對 「台獨」 ，要和
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衰退、要交
流不要分離、要合作不要對抗，是台
灣島內主流民意。

他建議，推進城市直航、客貨港
口和物流基地建設，提升兩岸人員往
來和經貿合作便捷度。要以行業標準
共通牽引能源資源互通，擴大兩岸資

質資格、檢驗檢疫、資信資訊互認，
推動兩岸能源資源及人才、資金、技
術等生產要素更高質量流通。要以網

絡空間共享促進心靈相通，打造
兩岸共同生活圈，共建兩岸精
神家園。

他表示，兩岸經濟同屬中
華民族經濟，合則兩利。要深化

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建設，引領台資
企業集群式發展和跨區域合作。要探
索政府和台資企業需求清單、供給清
單雙向對接機制，提升重大項目、高
新科技企業領軍作用，推動兩岸產業
鏈、供應鏈互補互融。要持續優化營
商環境，鼓勵兩岸企業共組企業聯
盟、共享統一市場，支持中小微台資
企業做大做強，增強台企融入新發展
格局的獲得感。

台灣省代表心聲
全國人大代表顏珂：

兩岸同胞要來往、要交流、要
合作，是民進黨當局所干擾阻撓不
了的。我們堅信兩岸關係的基本格
局和發展方向不會改變，兩岸同胞
走親走近的共同意願無法阻止，祖
國必然統一的歷史大勢更是無法阻
擋。

全國人大代表鄒振球：
「台獨」 一定是死路、絕路，

只會給台胞帶來災難，把台胞帶入
深淵。外人只會為自己的利益打自
己的小算盤，所以需要兩岸的中國
人共同攜手來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才
是正道。

全國人大代表陳永東：
不論你是台胞、台生、台企、

台商，不論你是專業人才還是年輕
學者，或者是從事社會服務的志願
者，都可以在福建找到自己施展才
幹的機會。

全國人大代表陶駿：
經濟文化交流就是兩岸融合發

展的最佳橋樑。目前我們已經設立
了76個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
和示範點，為台青創業創新提供輔
助培訓、融資支持、資源對接等專
業方面的服務，鼓勵更多的台青來
大陸。

全國人大代表曾力群：
台灣的年輕人受 「台獨」 課綱

的影響，對中國歷史不了解。我們
要拉近台灣年輕人的心，文化交流
是最好的切入點。全國台聯及各地
方台聯，積極搭建形式多樣的兩岸
文化交流的平台，推動年輕人了解
中華文化。

大公報記者趙一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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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
道：近年來，隨着越來越多的台灣青
年到大陸創業生活，他們成家立
業、買房安居的訴求成為備受
關注的熱點話題。對此，台灣
省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青島
市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林青9日
表示，福建先行先試實施的台胞保障
性住房舉措，可以複製、推廣到其他
大陸沿海城市。

「很多來大陸就業、創業和生活
的台灣青年面臨着 『安居』 和求職過
程中的階段性住房問題。」 林青認
為，福建的福州、廈門兩市實施的台
胞保障性住房舉措，有效保障了台胞
青年 「進得來、留得住、發展好」 ，

這些先行先試帶來的利好消息，可以
複製、推廣到其他台青聚集較多的大

陸沿海城市。
「台灣青年如有意在青島

長期居住，政府可提供保障性
租賃住房和購房優惠政策。」

林青建議，台青可參加住房公積
金項目，然後把住房補貼和租賃補貼
納入到住房公積金貸款的可貸額度
中，讓他們可以選擇不同的安居方
式。

林青說， 「希望通過 『一站式、
全鏈條、全周期』 的台灣青年住房保
障服務體系，讓他們由客人到主人，
安心在大陸繼續發展，把根留住、扎
下根來，更好地融入祖國大陸。」

林林
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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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劉媛媛建議香港和內地繼續加強音樂
藝術方面的交流互動。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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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日
前走向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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