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李叢

書）「我最希望的
是能將對抗災害的
知識和文化引入公
民教育，讓全社會
都擁有應對災害的
意識和能力。」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剛毅（集團）有限公
司主席王敏剛(見圖)在接受本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香港主要的氣象災害之一是
颱風，最近十幾年來，中央政府和特區
政府對防禦颱風等氣象災害部署了一系
列措施。雖防災成效顯著，但港人在防
災意識上仍有欠缺。如果能將防禦意識
引入公民教育，可以更加切實地保護個
人安全和減少經濟損失。
王敏剛說，「一遇到颱風暴雨等惡劣

天氣，路上的行人就亂作一團，違章現
象很嚴重，這點我們應該向日本學習。
據說日本人出門辦事，大家都會自然聯
想到『如果今天發生災害怎麼辦？』這
是日本人從小養成的意識和傳統，也訓
練出了各種應對災害的手段。」王敏剛
希望盡早能將防災知識和意識引入公民
教育中，「這能將個人遭受危險系數和
經濟損失都降到最低。」

港與內地可加強合作
王敏剛認為，建立完善的氣象災害預

報預警系統和應對機制是市政工程的一
部分，「這不僅需要香港天文台做好災
害的預報，還需要跨部門協作和配合，
才能保證一切社會活動都能正常進
行。」他認為，目前香港在這點上「做
得很不錯」，有許多管理方式、經驗和
措施都可以和內地分享。
他還表示氣象災害不是發生在單個地

區，而是跨區域的，建立起香港與內地一套長效的
溝通協作機制很重要。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有關部
門有必要加強溝通合作，尤其是加大與廣東等具有
相似氣候環境的沿海省份的資料和技術共享。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任一龍）國家旅
遊局局長邵琪偉12日在北京會見了本報董事長、
社長王樹成一行。邵琪偉介紹了內地居民赴港
旅遊的最新進展，提出促進內地赴港旅遊市場
的健康有序發展。此外，雙方就建立固定的溝
通渠道，攜手合作做好中國旅遊業的海外推廣
進行了探討。

盼港人與內地遊客互相包容
邵琪偉說，內地居民赴港旅遊呈現平穩增長

態勢，目前內地已開放49個城市赴港個人遊，
2011年內地赴港人數已達到2,800萬人次，其中
個人遊已突破1,800萬人次，累計人次將在今年

超過8,000萬。
他指出，下一步將主要從三方面推動內地赴

港旅遊市場健康有序發展：一是將加大對香港
旅遊和有關方面的機制化合作，相互支持，相
互配合；二是要共同推動兩地之間遊客相互交
流總量的穩步增加；三是研究在一些國家與地
區開展聯合推廣活動。

擬合作向海外推介中國旅遊
談及文化差異引發的問題，他表示，內地不

少旅客都是首次出外旅遊，有些不好的習慣一
時難以改變，一方面要做好教育引導工作，另
一方面也希望互相包容。

邵琪偉感謝香港文匯報近年來為推動中國旅
遊業所做出的積極努力，希望與本報建立緊密
的合作關係，就推動中國旅遊業的海外宣傳推
廣深入合作。
本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對國家旅遊局多年

來給予香港文匯報的新聞支持表示感謝。王樹
成說，由香港文匯報發起成立的海外華文傳媒
合作組織現在已經成為對外傳播中國聲音、提
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信息平台，本報目前
每天出版32種海外版，海外總銷量逾160萬份，
讀者遍及五大洲。
王樹成表示，旅遊是促進不同文化相互了解

的一個重要渠道。香港文匯報願意利用自身的
優勢，與國家旅遊局展開深度合作，促進兩岸
四地旅遊業的溝通和交流，向海外推介中國旅
遊事業的發展。
國家旅遊局國際司副司長張新紅，港澳台司

副司長李亞瑩，本報副總編輯徐可，本報社長
助理、北京分社社長秦占國，本報助理總編
輯、北京分社總編輯楊帆等參加了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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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宗教局：梵蒂岡須與台斷交 不能干涉中國內政
改善中梵關係 需遵兩原則

兩會 焦聚

王作安(見圖)指出，梵蒂岡既
是主權國家，又是國際性天

主教機構，因此，中梵關係就涉及
國家關係和宗教關係兩個層面的問
題。中國政府處理中梵關係的原則
是明確的、一貫的，即梵蒂岡必須
與台灣當局斷絕所謂「外交關

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
法政府；梵蒂岡不得干涉中國內政，包括不得以宗教事
務為名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王作安強調，「如果說有什
麼『紅線』的話，那麼這兩條就是『紅線』」。

梵「絕罰」威脅惡化雙方關係
他介紹，上世紀50年代，因梵蒂岡對中國教會施以

「絕罰」，中梵宗教關係中斷，中國教會走上了獨立自主
自辦教會道路，實行自選自聖主教。改革開放以來，根
據牧靈福傳和教會管理需要，中國教會一直沒有中斷選
聖主教。去年，中國教會按照一貫做法繼續進行祝聖主
教活動，而梵蒂岡卻以「未經教廷認可」為由，在事隔
50餘年之後再次以「絕罰」相威脅，直接導致雙方關係
惡化。
近年來，中國政府一再表示，願意在「兩條原則」基

礎上同梵蒂岡進行對話，尋求改善關係的方法和途徑，
並為此付出了真誠努力。他表示，希望梵蒂岡改變舊有
思維，糾正錯誤做法，正確看待中國天主教會的歷史和
現實，為改善關係創造良好條件，回到坦誠對話的軌道
上來。

4萬餘聚會點已登記及過渡
針對外界認為中國當前存在「地下教會」的複雜問

題，王作安回應指出，一些境外輿論把尚未登記的團契
或聚會點統稱為「地下教會」、「非官方教會」或「家
庭教會」，是出於某種政治動機，對中國教會內的團結
共融有害無益。
他指出，中國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宗教團體和宗教活

動場所必須依法進行登記。這些年中國基督教發展較
快，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有的基督教聚會點未經登記就
開展宗教活動的現象。為此，各級政府宗教事務部門一
直在努力幫助這些聚會點創造條件，履行依法登記手
續。對暫時不具備登記條件的，也採取「以堂帶點」或
者委派教牧人員進行指導等方式進行過渡。「據了解，
已經有4萬餘處聚會點完成登記或者正在過渡。目前有
些聚會點因各種原因尚未登記只是暫時現象，政府宗教
事務部門將認真執行法律法規規定，維護基督教界合法
權益，幫助所有基督教徒過上正常宗教生活，促進基督
教在中國健康發展。」

■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左四），本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右三），本

報副總編輯徐可（左三），國家旅遊局國際司副司長張新紅（右二），港澳

台司副司長李亞瑩（左二）；本報社長助理、北京分社社長秦占國（右

一），助理總編輯、北京分社總編輯楊帆（左一）。

內地三方面促赴港遊健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趙一存)2011年，

中國與梵蒂岡的關係因主教任命之爭而降至低

點，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在北京接受香

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指出，改善中梵關係，需

遵守「兩條原則」。此外，對於「地下教會」

的問題，王作安回應指出，一些境外輿論把尚

未登記的團契或者聚會點統稱為「地下教會」

等，是出於某種政治動機，對中國教會內的團

結共融有害無益。

電影學者：最崇敬邵逸夫

王玉慶盼制定清潔空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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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照．留念

隨行隨拍

旅遊局局長邵琪偉會見本報社長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尹琳）3
月11日下午3時，本次人大會議第四次
全體會議期間，在人民大會堂二樓休
息區，記者巧遇上午在政協大會上做
過發言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影文
學學會會長王興東(見圖)。今年是香港
回歸15周年，王興東對記者直言，他

最崇敬邵逸夫先生。王興東說，邵逸夫先生在全國建立
了二三百個逸夫會議中心和逸夫會館，他把製作電影賺
來的錢貢獻給中國教育事業。王興東認為，邵逸夫是一
個偉大的人，邵氏兄弟從20年代就開始拍電影賺錢，但
是賺來的錢不是為自己，而是在全國各地從事善事，而
相比之下，很多內地電影人拍電影都是為自己賺錢。

盧展工籲司法公正科學為民
香港文匯

報訊（兩會

報道組 戚紅

麗、劉蕊、

解詠荃）在
全國兩會河
南代表團審
議「兩高」

報告全體會議上，河南省委書記
盧展工(見圖)發言指出，司法體系
建設是一個與時俱進、逐步完善
的過程，隨㠥公民法律意識的增

強，司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不僅
要公正為民，更應該科學司法，
既要維護法制的尊嚴和權威，又
要妥善處理可能發生的犧牲老百
姓切身利益的事情。
盧展工表示，當前經濟社會發

展過程中的很多新情況，對兩院
來說是新的挑戰，對兩院提出很
高的要求。
對於當前活躍的媒體輿論環

境，盧展工說，這是個好現象，
關鍵在於司法機關能不能堅持法

制的導向和法律的尊嚴。「我們
現在很多幹部知道自己站在哪
兒，也知道對岸是什麼東西，但
不知道橋怎麼建，船怎麼開。把
法律規範轉化為實際的判決、司
法成效是一個操作的過程，很多
情況下不能急於馬上採取斷然措
施，要仔細衡量，做到既維護法
律尊嚴又不損害百姓切身利益，
這需要司法機關注重實踐中操作
的科學性，不但要公正司法、為
民司法，更要講科學司法。」

陳竺：中醫藥既要傳承也要發展
香港文匯

報訊（兩會

報道組葛沖）

近年來，內
地人生病更
多會選擇西
醫，而一些
傳統中醫技

能也正隨㠥一部分老中醫的離世
而消亡。北京一位知名老中醫向
本報表示，現在中醫某種意義上
已陷入一種誤區，內地現在正在
用西方的科學體系和文化統領中
醫、中藥，用標準化控制中醫
藥，西化中醫院，將中醫、中藥

當西醫、西藥用，這是用職業拳
擊的規則要求太極拳。
這位老中醫說，某種意義上，

中醫藥現代化甚至是一種對中醫
合理合法的扼殺，是在消滅中醫
藥，而不是扶植。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

部長陳竺(見圖)向本報回應稱，中
西醫並重是國家既定的衛生方
針，不應該有任何動搖，而這幾
年來，中醫藥事業和深化醫改在
同步發展，醫改五項重點哪一項
都離不開中醫的貢獻，中醫藥應
該說是歷史上發展的最好時期，
當然未來還應該發展的更好。這

位衛生部長強調，中醫藥既要傳
承也要發展。
近年，中醫藥一直在努力走出

去，但卻一直難以真正打入歐美
等主流市場。有內地中醫藥企業
老總通過本報呼籲，政府部門應
加大對中醫藥走出去的扶植力
度。
對此，陳竺表示，政府要為中

醫藥走出去做工作，但同時中國
中醫藥企業也需要用國際同行能
夠接受的一些標準來確實的驗證
中醫藥的療效，說明工作原理和
物質基礎，強化標準化和法律法
規等，要大家一起來做工作。

高官微博問政 重視基層呼聲
經過一年醞釀

發展，在今年全
國「兩會」期
間，「微博問政」

不但成為代表委員參政議政時問
政於民、問計於民、問需於民不
可或缺的新平台，更成為普通民
眾在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行使知
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的重要渠道。中國草根民眾的呼
聲與權益，通過微博這一橋樑，
正與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緊緊相
聯，成為中國推動改革與加強民
生的政治新界面。
「兩會」之前，從政界高官到

學界精英，代表委員們紛紛通過
微博徵集建議與提案；從烏坎到
北京，民眾紛紛通過微博議政表
達草根權益訴求。據統計，網友
在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委組織
部長蔡奇的騰訊微博上留言多達
1.2萬多條，由此蔡奇形成了50多
條規範的議案和建議；截至3月1
日，網民僅反映包括公共安全等
的安全問題的「兩會」微博就高
達5,000萬條。
值得稱道的是，31省主政一方

的主官皆已意識到通過微博掌握
輿情、直面民意、建立官民互動
的重要性。僅以本報記者在「兩

會」期間遇到的
新疆書記張春
賢、上海市長韓
正、山東省長姜
大明為例，他們
已將微博作為聽
取民意、掌握民
情的重要渠道，
並鼓勵各自省份的官員重視這一
官民互動的新型政經界面。
目前，實名開通微博的高官不

多，但很多高官「潛伏」在微博
中已是不爭事實。上海團會議
上，韓正透露其亦開了微博，並
一直在「潛水」關注網絡輿情。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王添翼）隨㠥一場
場灰霾天氣對內地空氣質量的侵擾，PM2.5這個新名
詞成為當前最熱門的環保話題。全國政協委員、人
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玉慶日前在政協全會的
發言中認為，嚴重的大氣污染與近年來攀升的肺癌
患病人數，有㠥一定聯繫。他建議政府應盡早制定
實施「國家清潔空氣行動計劃」。

■ 12日，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第42組的教育界別全國

政協委員在最後一次小組討論行將結束之際，互相留言道

別，同時每位委員都收到了一幅集體合影照片。圖為委員

在看合影照片。 新華社

■全國兩會正在北京召開，會場內外，處處活躍㠥攝影

記者的身影。圖為正在跟隨抓拍的攝影記者。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凱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