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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正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的國旗法修正草案（下稱「草案」）完善了使用國

旗誌哀的相關制度。草案增加條款，規定公共衞生事件造成重大傷亡或

者舉行國家公祭儀式時，可以在全國範圍內下半旗誌哀，也可以在部分

地區或者特定場所下半旗誌哀。這意味着新冠疫情後，重大傷亡的公共

衞生事件下半旗將形成制度。專家指，此舉積極回應民意，完善了國家

禮儀體系，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有助於增強國家認同感

和凝聚力。

重大傷亡公衞事件下半旗將成制度
學者：體現「人民為中心」完善禮儀體系 增強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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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3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公告稱，為表達全國各族人
民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犧牲烈士和逝
世同胞的深切哀悼，4月4日（清明節）舉
行全國性哀悼活動，全國和駐外使領館下
半旗誌哀，全國停止公共娛樂活動。知名
憲法與行政法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
旭對香港文匯報指出，4月份國務院作出
下半旗的決定，是對國旗法第14條規定的
拓展適用。這是繼2008年汶川地震、2010
年玉樹地震和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害後，第
四次為重大災難中遇難的普通民眾降半
旗，同時這也是中國首次因重大突發公共
衞生事件啟動全國性哀悼活動。

可全國或部分地區和特定場所實行
據悉，現行國旗法制定於1990年6月，
其中第十四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
國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
總理、中央軍委主席和全國政協主席；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對世
界和平或者人類進步事業作出傑出貢獻的
人逝世，下半旗誌哀。第十四條第二款規

定：發生特別重大傷亡的不幸事件或者嚴
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傷亡時，可以下半旗
致哀。
正提請人大審議的國旗法草案完善了使

用國旗誌哀的相關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工委副主任武增就草案作說明時表示，
為進一步適應實踐需求，草案規定發生特
別重大傷亡的不幸事件、嚴重自然災害和
公共衞生事件造成重大傷亡或者舉行國家
公祭儀式時，可以在全國範圍內下半旗誌
哀，也可以在部分地區或者特定場所下半
旗誌哀。同時，草案增加了下半旗的程序
規定，明確「由國務院有關部門或者省、
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報國務院決
定。
王旭指出，適時修改國旗法，完善使用國

旗誌哀的相關制度，有重要意義：首先在法
律上進一步明確了規範的對象，把公共衞生
事件造成重大傷亡時降半旗明確下來，形成
制度；第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國家禮儀，
通過下半旗的國家行為悼念普通民眾，彰顯
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有助於激發集體情
感，增強國家認同和凝聚力。

共同災難記憶形塑國家認同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

已經舉行四次舉國哀悼活
動，為重大災難中遇難的
普通民眾降半旗誌哀。從
北國邊陲到南部海疆、從

中南海到田間地頭，中央領導人身着黑
衣胸佩白花、無數中華兒女低頭肅立，
國旗低垂，汽笛長鳴，山河哽咽，天地
同悲。

在這樣的儀式中，14億人共同沉浸於
他們對逝去同胞的哀痛、對負面情緒的

抒發和宣洩，也勾起了守望相助的集體
記憶。個人追思和對災難的共同感受交
織，強化了他們對群體的認同，感受到
了社會和國家的凝聚力，進而起到了維
繫社會關係和社會穩定的作用。

有專家認為，一個國家的國家認同不
僅來源於輝煌成就，很多時候也基於災
難記憶，共同的苦難記憶是形塑國家認
同的重要方面。這次新冠疫情中，14億
國民，不分男女老幼，不論崗位分工，
積極投入抗疫戰爭，自覺配合防控號

召，最終阻擋了疾病蔓延，從中表現出
來的互助與奉獻精神，以及對原有生活
習慣、社會規則、人與自然關係的反
思，都必將成為促進國家文明進步和社
會發展的精神力量。

此番人大適時修改國旗法，完善使用
國旗誌哀的相關制度，呼應民意，適應
實踐需求。所謂多難興邦，默哀意味着
慎終追遠，對於災難的集體銘記和反思
將幫助生者更遠前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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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會首聽取國家監委報告：
六年追回7831外逃人員逾196億贓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
京報道）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楊曉
渡10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二十一次會議上作國家監察委員
會關於開展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
作情況的報告。這是全國人大常委
會首次聽取國家監委專項工作報
告。
根據憲法和監察法規定，國家監

察委員會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
常務委員會負責，並接受其監督。
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專項工作報
告，是國家監委接受全國人大及其
常委會監督的重要方式。
報告顯示，2014年至2020年6
月，共從12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
外逃人員7,831人，包括黨員和國
家工作人員 2,075 人、「紅通人
員」348人、「百名紅通人員」60人，追回贓款196.54
億元人民幣，有效削減了外逃人員存量。

遏制境內交易與境外套現問題
報告提出，將持續開展「天網行動」，緊盯未歸案
「百名紅通人員」，把近5年內出逃、縣處級以上、涉
案金額較大、群眾反映強烈的職務犯罪外逃人員納入掛
牌督辦範圍，加大對國企、金融和扶貧民生領域外逃腐
敗分子追緝力度，集中力量開展個案攻堅。探索開闢新

的追贓信息渠道，加大預防、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
錢莊向境外轉移贓款行為力度，遏制境內交易與境外套
現交織腐敗問題，使贓款在境內「藏不住、轉不出」、
在境外「找得到、追得回」。深化標本兼治，做深追逃
追贓案件「後半篇文章」，通過個案剖析倒查漏洞，加
強對領導幹部和公職人員的教育和監督，建立健全對國
有企業、金融機構及其海外分支機構工作人員的監督機
制，集中清理整治一人多證和違規獲取外國身份等問
題，構建以人、錢、證為重點的全方位防逃體系。

52掛牌督戰縣「三保障」全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國務院扶
貧辦副主任歐青平在10日舉行的國新辦發布會上表
示，掛牌督戰地區的脫貧攻堅工作進展順利。目前，52
個掛牌縣15.6萬貧困人口的「三保障」（義務教育、基
本醫療和住房安全）及飲水安全存量問題已全部解決，
易地扶貧搬遷剩餘任務全部完成。他還提出，脫貧攻堅
任務並未全面完成，將從抓好「三保障」和飲水安全的
查漏補缺、促進穩崗就業、抓好產業扶貧等方面督促決
勝脫貧攻堅。
據歐青平介紹，掛牌督戰是今年1月份由國務院扶貧

開發領導小組部署的專項行動，督戰對象為2019年底
沒有摘帽的52個縣以及貧困人口超過1,000人的88個
村和貧困發生率超過10%的1,025個村，共1,113個
村。內容主要包括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和飲
水安全保障情況，貧困家庭勞動力務工情況，易地扶貧
搬遷入住和後續幫扶措施落實情況，不穩定脫貧戶和邊
緣戶的動態監測和幫扶情況，以及中央專項巡視「回頭
看」、2019年扶貧成效考核以及各地「大排查」等發

現問題整改情況。

已建防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
歐青平表示，今年52個掛牌督戰縣有285萬貧困勞

動力外出務工，是去年 52 個縣外出務工規模的
112%，這個比例比全國的平均水平還高出了7個百分
點。52個縣的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已經初步建
立，共識別87萬脫貧不穩定的人口和邊緣易致貧的人
口，已全部落實幫扶。同時，脫貧攻堅專項巡視回頭
看大排查、成效考核等方面發現的問題都已基本整改
到位。
歐青平表示，脫貧攻堅的任務並未全面完成。下一

步，國務院扶貧辦將督促指導各地，繼續抓好「三保
障」和飲水安全的查漏補缺，對新增的住房不安全問題
和飲水不安全問題要及時發現、及時解決。同時，多措
並舉，促進穩崗就業。他說，上半年解決了貧困勞動力
「出得去」的問題，下半年要解決怎麼把貧困勞動力穩
在就業的當地，穩在就業的企業。

■2018年11月14日，在北京首都機場，紅通逃犯鄭泉官被從美國強制遣
返。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