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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12 日，8.0 级汶川特大
地震骤然发生，造成近 10 万同胞罹难或
失踪……

面对严重灾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展现了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
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迸
发出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巨大力量，
赢得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

以人为本、血肉相连——
凝聚不屈的力量

绵竹汉旺广场的塔钟，永远定格在
2008 年 5月 12日的 14时 28分。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在第一时间把
抗震救灾确定为全党全国最重要最紧
迫的任务，迅速组织各方救援力量赶赴
灾区。

72 小时内调集 14.6 万陆海空和武
警部队官兵驰援灾区；2 亿元中央自然
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紧急下拨，保障
灾区群众生活物资急需；灾区各级党委
和政府、广大干部群众紧急动员、迅速
行动……

与时间赛跑，与死亡竞速。8.4 万
多 名 群 众 从 废 墟 中 被 抢 救 出 来 ，149
万 名 被 困 群 众 得 到 解 救 ，430 多 万 名
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1510 万名紧急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
安排。

震后第 11 天，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
作启动。3 年内，中央共调度、安排了各
类政府性资金和公益性资金 3000 多亿
元，确保灾后重建顺利进行。

今日汶川，新楼耸立，水绿山青，最
漂亮的是民居，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

代的是医院。昔日满目伤痕的地震灾
区浴火重生，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中国
奇迹”。

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共产党员以舍
生忘死、冲锋在前的精神，书写了与人
民血肉相连的感人篇章——

地 震 发 生 那 一 刻 ，东 汽 中 学 教
师、共产党员谭千秋张开双臂将学生
掩护在自己身下，用生命诠释责任与
师魂。

新 时 期 共 产 党 人 的 楷 模 、时 任 北
川羌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兰辉强
忍地震失去 3 名亲人的悲痛，不眠不休
地投入救灾工作中。担任北川县副县
长时，他勇担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繁
重、艰难的灾后重建工作任务，为保证
群众走上“放心路”奔波于途，最后殉
职在路上。

地震发生后，1 万多支“党员抢险
队”“党员突击队”“党员服务队”“党员
先锋队”始终战斗在救灾第一线。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众志成城建家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场举全国之力的抗震救灾，为灾

区人民战胜灾难、重建家园注入了强大
精神动力。

地 震 发 生 后 ，邹 凌 从 天 津 赶 到 映
秀灾区。从抢险救援到灾后重建，再
到 脱 贫 攻 坚 ，他 一 直 留 在 映 秀 。 如
今，他担任映秀镇渔子溪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邹凌个人出资捐建了渔
子 溪 大 院 、矿 泉 水 厂 等 集 体 企 业 ，将
企业收益无偿赠送给全村老百姓，让
村民变股民。看着村民们的笑容，邹

凌很欣慰。
一 对 一 、一 帮 一 。 汶 川 地 震 发 生

后，按照中央作出的对口支援的决策，
19 个对口支援省市，带着 700 多亿元援
建资金，肩负着庄严使命，迅速奔赴灾
后重建的战场。

时任潍坊市抗震救灾援川前线指
挥的崔学选，冒着余震造成的滑坡和
飞石危险，带领援建人员踏遍了北川
县桂溪乡的山山水水。2009 年 7 月 13
日，因连续超负荷工作，他倒在了援建
路上……

援建者们不畏艰难、忘我工作，告
慰逝去的生命，为生者点燃希望。灾区
群众擦去眼泪、撸起袖子，发扬自力更
生、互帮互助精神，在一片废墟上重建
家园。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正是在这场
举世罕见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
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
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弘扬精神向前进

民族精神的内涵，总是在历史进步
中不断得到丰富、在一次次重大考验中
不断得到升华。

2013 年 4 月 20 日 ，汶 川 地 震 灾 区
旧伤初愈，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又发生
7.0 级 大 地 震 。 汶 川 地 震 所 凝 结 的 抗
震 救 灾 精 神 再 次 体 现 在 芦 山 救 灾 工
作中。

“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是要增
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的凝聚
力，越是要鼓起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

气神。”抗震救灾关键时刻，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会议，进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芦山
抗震救灾工作。

越 是 艰 险 越 向 前 —— 从 汶 川 、玉
树 到 芦 山 、鲁 甸 ，在 一 次 次 地 震 灾 难
中，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不断升华，中华
民 族 体 现 出 强 大 的 凝 聚 力 、向 心 力 。
这种精神力量不仅是灾区重建的宝贵
财富，更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面向未
来的胜利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震减灾、抗
震救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应急能力明显
增强。

今 年 5 月 14 日 ，国 务 院 抗 震 救 灾
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四川省政
府在四川省雅安市等地联合举行“应
急使命·2021”抗震救灾演习。演习结
束一周后，相继发生云南漾濞 6.4 级地
震、青海玛多 7.4 级地震，应急管理部
协同相关地区迅速部署抢险救援救灾
工作，演习成果得以运用，对于及时有
力应对地震灾害、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在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发挥组织领导、统
筹协调、提供保障等作用，坚持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形成各方齐抓共管、协同
配合的工作局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首要
目标；坚持以防为主、综合减灾，注重将
防灾减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强化
源头预防。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绽放的强大精
神动力，必将激励我们在经受各种考
验挑战中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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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抗震救灾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陈菲 谢佼 刘夏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
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近期发
布，为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擘画蓝
图。意见有哪些重点？如何推动中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社会关切。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
南，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资
源丰富，交通发达，产业基础比较好，
文化底蕴深厚，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丛亮说，意见紧紧围绕新发
展理念谋篇布局，是新时代推动中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丛亮表示，意见着重体现了两个关
键点：一是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要求，
把握新时代关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高水平推进改革开放、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要求，明确发展目标、部署工作任
务、完善保障措施；二是充分体现了“高
质量发展”的主题，始终把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作为一个整体，通过
五大发展理念协同发力，形成推动中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创新是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意
见指出，坚持创新发展，构建以先进制
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邓向阳
表示，安徽将坚持打造高能级“大国重
器”，围绕量子信息、热核聚变等关键共
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开展攻关，加强先
进储能、氢能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奋力打
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今年上半年，湖北 GDP 同比增长
28.5%，经济运行呈现全面恢复、快速
增 长 、质 效 提 升 、稳 中 向 好 的 良 好 态
势，经济发展重回“主赛道”。意见强
调，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中部地区
特别是湖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
改善需要作出更大努力。

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乐
成表示，湖北将建设科技强省，创建具
有 全 国 影 响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 同
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以先进制
造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意见指出，坚持协调发展，增强城
乡区域发展协同性。

“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
协同发展新格局，是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下一步推动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丛
亮说，推动中部六省充分发挥比较优
势，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深
化合作联动和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
中部地区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对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拉高标杆，
争当国家队；将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
心城市打造成为重要增长极；实施放
权 赋 能 ，对 开 发 区 实 施 新 一 轮 改 革
……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霁
说，河南将推动中心城市起高峰、县域
经济筑高原，同向发力、良性互动。

长株潭是中部地区要素资源集聚
度 最 好 、创 新 活 力 最 强 的 区 域 之 一 。
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说，
将把长株潭打造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引擎、全国重要增长极和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绿色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意见指出，坚持绿色发展，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部。

“围绕绿色发展深化改革，完善和落
实主体功能区制度，深化河湖长制，统筹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特别是
加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打
造可复制推广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转
化的示范典型。”山西省副省长韦韬说。

江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殷美
根说，江西将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综
合治理，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经济优势，同时，积极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决策部署，以更高标准打造
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蓝图绘就，前景可期。
“下一步，将加强统筹协调，做好

服务指导，形成工作合力，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强化担当、狠
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意见
落地见效，奋力开创中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丛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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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唱响主旋律，以“最强音”为大同

放歌立言。近年来，我市统筹新闻媒
体，精心策划组织开展战役性、系列性
新闻宣传，围绕重大会议、重要活动和
重点工作，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各级各
部门建设美丽富裕幸福大同的生动实
践和积极成效。持续打响脱贫攻坚、
转型发展、文旅振兴“三大宣传战役”，
推 出 脱 贫 攻 坚 县 委 书 记 访 谈 、“ 游 山
西·读历史”等专栏 39 个，主流媒体发
稿 4039 篇；打响黄花、黄芪、黄小米“三
黄”品牌，并联合央视开展公益直播带
货，“大同好粮”销售额达 200 多万元；
与《中国日报》进行战略合作，开辟英
文网站，定期发布大同信息；“看大同”
APP 正式上线，市县两级融媒体中心全
部成立。

2021 年，围绕转型出雏型、文化强
市、乡村振兴三大重点，我市建立贯通
驻晋中央媒体和省驻同媒体、网上网下
重大主题宣传联动机制，策划推出人民
网“转型蹚新路 大同在行动”系列深度
报道，市级媒体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
新征程”“走进乡村看小康”等 21 个专
栏，营造了浓厚的宣传舆论氛围。

兴文铸魂 大力开拓创新

“很好看，制作精良，表演真好！”
“是一道丰盛的艺术大餐！”“是一次很
好的艺术享受！”今年 5 月 22 日、23 日，
作为我省唯一进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
演的剧目，原创舞蹈诗剧《天下大同》
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亮相。华美震撼的
艺术表现手法，让观众尽情品读、感受
山西历史、体验大同文化。

新时代召唤有灵魂、有温度的文
艺作品。近年来，我市大力扶持重点
文艺项目创作生产，争取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排演的话剧《太阳照在南阳河
上》、二人台现代戏《杏泉沟》在全市演
出，反响良好。2020 年，话剧《热泉》和
电影《李司法的冬暖夏凉》入选省“五
个一工程”优秀作品，话剧《热土》入选
省 脱 贫 攻 坚 精 品 剧 目 ；“ 我 们 的 节 日
——古都大同中国年”系列文化活动
入选中宣部重点宣传的 4个城市……

去年以来，我市强力聚焦文旅融
合，锚定打造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战
略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按
照“龙头带动（大同古城、历史文化名
城）、两翼支撑（云冈石窟、北岳恒山）、
廊道贯通（大同长城）、整体推进”空间
布局，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兴文
铸魂。

此外，紧紧围绕云冈学研究和云
冈石窟保护，全力推动学科建设、学术

研究、文化交流、文物保护、文旅融合
“五大工程”落地落实。启动《云冈峪
历史文化长廊规划》，成立大同大学云
冈学学院和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与
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共建云冈学研究
中心，出版中国第一部云冈舞教学书

《云冈舞教程》……一系列举措推动云
冈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凝魂聚气 突出核心引领

每年高考，一辆辆系着绿丝带的爱
心送考车准时“上路”，护航莘莘学子；
寒风中，两名四年级的小学生，用力扶
起横七竖八的共享单车；80后公交驾驶
员曹静，悉心关照身有残疾的乘客……
一个个动人事迹刷新着古都的文明高
度，这是一种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虽
然无形，却将人心紧密联结，从心底迸
发出对善的敬重、对美的向往。

近年来，我市不断强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更加遒劲有力。

文明花开结硕果。我市不断巩固
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开展创建文明城
市十大提升行动，2020 年以最佳成绩
被评为“山西省文明城市”，2021 年以
优异成绩入围 2021-2023 创建周期全
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同时，新获评
全国文明乡镇 1 家、全国文明村 3 家、
全 国 文 明 单 位 7 家 、全 国 文 明 家 庭 1
家。此外，推荐第八届山西道德模范 4
人，启动第三届大同道德模范评选，推
选各类道德模范 132 人。天镇县许家
窑村第一书记姚世锋入选“中国好人
榜”，广灵县仝京原入选“山西好人”。

试点先行、融合推进、全面覆盖，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质，助推
全市党史学习教育落到实处。截至目
前，全市共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26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1541个，共注册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 8.1 万余名，建立基本志愿服
务队伍 80 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 1330
支，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开展。

餐桌上，“使用公筷公勺”“反对餐
饮浪费”渐成时尚；公共场所，相互礼
让、有序排队形成默契；社区和农村，
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活动已然成为日
常 …… 一 街 一 景 、一 言 一 行 ，每 一 个

“小气场”汇聚成文明“大气候”。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站在新的历

史交汇点，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将紧
紧围绕落实省委、市委总体工作思路和
要求，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做好新发展阶段的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为大同高质量转型发
展、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提供强有力的
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9 月 19 日，2021 年香港特区选举委
员会（简称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
将正式举行。作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的首场实践，选举将充分展示新制度
的变化和内在优越性，为落实“爱国者
治港”原则和中央对香港行使全面管
治权奠定牢固根基，并在由乱转治、由
治及兴的伟大转折中，推动香港迈向
新的未来。

代表更广泛
参与更均衡

11 日、12 日连续两天，由香港特区
选举委员会第五界别委员共同发起的

“落实爱国者治港 推动良政善治”街
站宣传活动在港展开。多个界别分组
近千名当然选委和自动当选的选委在
全港各区设置超过 1000 个街站，落区宣
传政纲及倾听市民意见建议。

“希望借此活动搭建平台，让选委
们走进市民和业界，宣介其政策主张以
及新选举制度和中央惠港政策，听取广
大市民对推动良政善治的意见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在活动启
动礼上说。

今年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高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根据决定，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
扩大到五个界别、1500 人，负责选举行
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
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
人等事宜。

而在一周后，这项新选举制度就将
正式“落地”。在选委会的 1500 个席位
中，共有 325 人已获裁定有效登记为选
委会当然委员，并有 156 人获裁定有效
提名为选委会委员；另外，有 603 名候选
人自动当选，412 名候选人将于 19 日竞
逐 364个席位。

在观察者们看来，此次完善香港选
举制度是以对特区选举委员会重新构
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进行的总体制度
设计。新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和均
衡参与性，突破了某个界别、地区或政
团的利益局限性，使各阶层、各界别、各
方面都能够在管治架构中得到全面反
映和充分代表，更好反映大多数港人的
声音，回应大多数市民的诉求。

其 中 ，新 增 的 第 五 界 别 无 疑 最 受
瞩目。

在完善选举制度下，选委会由四大
界别扩至五大界别，在第五界别中新增
了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
该界别选委由全国妇联香港特邀代表、
全国工商联香港执委、中国侨联香港委
员、全国青联香港委员及中华海外联谊

会香港理事当中选出。
“中国侨联是由全国归侨、侨眷组

成的全国性团体，是政府联系广大侨胞
的桥梁和纽带。”中国侨联委员廖宇轩
期望，能够将侨界的声音带入选委会，
为香港作出新的贡献。

“全国青联的成员在各个青年团体
担任主席或领导者，有充分经验了解国
家青年发展的情况，所以作为选委，能够
综合青年的声音带入选委会。”全国青联
委员兼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林智彬说。

总体来看，选委会扩容亮点多多。
——多了地区和基层的代表，有在

劏房里长大的、有农民和渔民等；
——多了优秀人才，有大学校长、

香港两院院士等；
——多了代表香港整体利益和国

家利益的人，体现了“一国”和“两制”的
有机统一；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

究所副研究员李环表示，之前的选委会
架构中，第三界别为劳工、社会服务、宗
教等界，现在改为基层、劳工和宗教等
界。这一变化表明，选委会架构随着香
港社会变迁作出了适时调整。

李环说，近年来，香港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凸显，房屋、土地、
就业、收入等重大民生问题亟待破解。
选委会的新架构能更好代表基层民众
利益，反映相关群体的诉求。

去除“泛政治化”桎梏
从不稳定走向稳定

“反中乱港势力不断设置并操控各
种政治议题，并令其不断发酵，引发政
治争拗，社会撕裂，出现民众仅依照政
治认同来选择行事的偏颇现象。”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叶
建明坦言。

实际上，香港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与
激进化，已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判
断。自 2014 年非法“占中”以来，尤其是
经历了 2019 年的“修例风波”，香港陷入
持续不断的政治纷争乃至管治危机，法
治、民主、文明等遭受严重冲击，“泛政
治化”已成为阻碍香港稳定发展、甚至
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

“泛政治化令香港社会一叶障目，
严重影响了方方面面，阻碍了经济民生
的进步。”叶建明强调，只有去除泛政治
化与激进化，香港才能重新上路。

新选举制度直接回应了这个问题
——通过对选委会的重构和赋权，让选
举回归专业和理性，去除了“泛政治化”
的桎梏。在新的选举制度下，爱国爱港
人士为香港整体利益和业界利益积极参

选，营造了多元化、专业化、重能力、少纷
争的参政议政新气象。可以说，中央出
手完善特区选举制度，把反中乱港分子
排除出特区管治架构，正是旨在让香港
恢复社会稳定，走出“泛政治化”的泥潭。

新选举制度也有助于特区政治体
制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转变。

过往的香港可谓每逢选举必有动
荡，2019 年的区议会选举中更出现针对
爱国爱港参选人制造“黑色恐怖”，凭借
不公平选举谋取政治利益的现象。香
港选举已成为外部势力和香港反中乱
港分子危害国家安全、破坏香港繁荣稳
定的工具。

美西方反华势力的干预与破坏是
根本原因。自香港回归以来，他们就大
力培植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以“民
主”为幌子裹挟民意、操控选举，企图与
我争夺香港管治权，把香港作为“颜色
革命”的颠覆基地，持续制造社会动荡，
严重破坏了香港民主自由和高度自治。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维护社
会稳定、守护香港未来的“坚盾”。香港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强调，完善香港特区
选举制度堵塞了反中乱港分子利用选
举进入特区管治架构的制度漏洞。分
析人士也指出，新选举制度让“反中乱
港者出局”，重塑了香港的政治格局，

“稳定”成为关键词后，将会逐渐改变香
港的选举文化和政治文化。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时代发展智
库主席屠海鸣表示，完善选举制度后，
香港的管治团队可以聚精会神谋发展、
惠民生，解决制约香港发展的深层次矛
盾，香港迈向未来的步子将更加稳健。

“相信通过选举制度的完善，香港
一定能够走出长期存在的‘政治泥沼’，
集中精力破解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
现良政善治，再创发展奇迹。”香港中联
办发言人说。

选出合格管治者
推动香港新发展

“在新的选举制度下，爱国爱港已
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落实爱国者治
港 推 动 良 政 善 治 ”街 站 宣 传 活 动 现
场，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港区省
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郑翔玲说道。

诚如斯言，新选举制度最重要的任
务就是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选
出善于在治港实践中全面准确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善于破解香港发展面临
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善于为民众办实
事、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和善于履
职尽责的合格治港者，切实改善香港经
济民生，提升竞争优势，重现“东方之

珠”风采。
令人欣喜的是，此次选委会选举不

论自动当选还是需要竞争的参选人，均
精心设计政纲，并积极向选民和社会各
界宣介，从参选理念和政策主张等层次
体现了积极参政、担当作为的勇气和智
慧，得到选民认可和支持。

香港最大政团民建联有超过 100 名
成员竞逐选委，约 50 人已成为当然选委
或经刊宪后当选的选委。民建联主席
李慧琼表示，民建联期望选委会做好提
名及选出下一届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
员的任务，期望特区政府带领全港市民
推动社会变革，解决各项积累已久的社
会问题，带领香港重新出发。

“1500 名选委会委员未来必定选贤
与能，包括为香港选出更多专才当立法
会议员，并确保未来特区行政长官和立
法会议员更加有能力解决香港深层次
矛盾问题，帮助香港打开出路。”全国人
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
惠珠说。

“在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有了保障
后，我有信心香港无论在经济、民生、社
会发展方面都会迎来更好的未来。”正
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所言，从
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到完善特区选举
制 度 ，回 顾 中 央 打 出 的 一 系 列“ 组 合
拳”，不难发现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发展
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实现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9 月 6 日，《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
服 务 业 合 作 区 改 革 开 放 方 案》公 布 。
作为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一
国两制”实践的重大战略部署，方案为
正处在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关键时期
的香港乘势而上，找准“国家所需”和

“香港所长”的交汇点，开辟了更为广
阔的舞台。

“中央此次推出‘前海方案’，是聚焦
‘港澳所需’‘湾区所向’与‘前海所能’，
完全是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
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
海明认为，“前海方案”对正在努力走出
阴霾的香港来说可谓一场“及时雨”。

可 以 预 见 ，在 完 善 选 举 制 度 正 式
落地后的香港，发展方向将更加明确，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速度将继续加快，
竞争优势也会不断提升。

“全球发展的最大机遇在中国，香港
发展的最大机遇在内地。”骆惠宁强调，
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实施以及 2035
年远景目标的确立，香港正面临新一轮
历史发展机遇，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它。

“我们坚信，在进一步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的进程中，香港一定能够打造新
优势，作出新贡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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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选 举 之 变
—新制度选出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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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崛起，开辟新局
——聚焦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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