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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万象11月25日电 中国扶贫基金会2020年老
挝爱心包裹项目启动暨发放仪式25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农文
村小学举办。

仪式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项目主管尹茜向老
挝和平与团结委员会秘书长宋沙努正式捐赠5万个爱心包裹。
这是继2019年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二次向老挝捐赠爱心包
裹，两年共为老挝公立小学学生提供7万个爱心包裹。

尹茜在致辞时说，国际爱心包裹是由中国普通百姓捐
赠的，它蕴含着中国人民对老挝小朋友良好的祝愿和殷切
的期许。

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爱心包裹项目于2019年2月启
动。爱心包裹由书包、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卫生用品和
其他用品构成，种类丰富、实用性强。项目善款全部来自
阿里巴巴集团公益宝贝爱心网商和中国公众的慷慨捐赠。

中国扶贫基金会

在老挝发放爱心包裹

据新华社电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24日预计，受新冠疫
情冲击，全球航空业今明两年将损失逾1570亿美元，比先
前预期严重。

路透社报道，国际航协今年6月预计全球航空业今明
两年将损失1000亿美元。然而，受第二波疫情影响，国际
航协调整预期，预计全球航空业今年将损失1185亿美元，
明年损失387亿美元。

国际航协预计，与去年的航空旅客数量45亿人次相
比，今年航空旅客预计降至18亿人次，即使明年有所回
升，也可能仅增至28亿人次。今年来自乘客的收入因此将
比去年减少69%至1910亿美元。

国际航协首席经济学家布莱恩·皮尔斯说，这是航空
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遭受的最严重打击。

全球航空业

预计损失1570亿美元

多家日本媒体爆出，前首相安倍晋三身
边人士承认安倍方面连续多年贴钱招待支持
者，同时称安倍不知情。

安倍2012年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安倍后
援会自2013年起每年在政府主办的“赏樱
会”前夜在高档酒店举行晚宴，招待安倍的
支持者。检方正在调查安倍方是否涉嫌违法
支付宴会部分花费。

《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11月24日援引
安倍身边人士的话报道，安倍方面的确支付
部分费用且没有记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

按照《每日新闻》采访的身边人士称，
安倍方首次晚宴就开始支付部分费用，安倍

本人去年11月或12月有所察觉，向秘书打电
话询问“（安倍）事务所是否出了钱”，得
到否定回答。首相秘书官再次打电话确认，
那名秘书给予同样答复。秘书称，由于没有
记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说谎是为了能够对
上账。

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身边人士称，
安倍去年接受国会质询前问秘书，事务所是
否垫资，秘书称没有。秘书知道应该把这笔
费用记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但从2013年首
次晚宴开始就没有记入，后来一直延续这种
做法。

上述身边人士称，秘书本月23日告诉了

安倍这件事。
安倍去年在国会质询中称，事务所人员

在晚宴会场入口向每一名参加者收取5000日
元（约合人民币314元）入场费，随后把钱
转交给承办晚宴的酒店，他的后援会“完全
没有收入和支出，因而无需记入政治资金收
支报告”，而且“事务所方面没有填补”费
用。他还拒绝提供收据和明细。

安倍24日在国会告诉媒体记者，事务所
正在全面配合调查，“其他的现阶段无法回
答”。

日本媒体报道，2013年至2019年，这类
晚宴每年举行，每名参加者交5000日元，但

与实际消费有缺口，由安倍方面填补，仅
2015年至2019年就支付总计800万至90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50万至56万元）。

数百名律师和学者今年5月提起刑事诉
讼，认定这种做法违反《公职选举法》和
《政治资金规正法》。

日本政府从1952年起在首都东京新宿御
苑举办赏樱会，邀请社会各界代表与首相一
起欣赏樱花，费用由政府承担。安倍执政期
间，赏樱会参加人数和费用大幅增加。在野
党认定大批安倍支持者受邀参加，这种做法
属于公器私用。

（新华社专特稿）

“赏樱会”招待晚宴涉嫌违法

安倍方承认“贴钱”但称安倍不知情

□新华社/法新
11月24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的一个机场，旅客

接受安检。
感恩节是美国传统节日，今年感恩节是11月26日。美

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部23日报道，全美新冠病
例激增，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劝诫民众居家安度感恩节，
但数以百万计美国人依然按照传统和既定计划，在节日假
期内探亲访友或出门度假。美国汽车协会估计，今年感恩
节期间多达5000万美国人出行。

新华社香港11月25日电 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25日在立法会发表了2020
年施政报告。这份长达3万多字的施政报告
务求在政治体制上正本清源，在经济发展
上着力巩固和提升香港优势，在民生建设
上力求解决眼前和长远的社会问题，让香
港社会在去年社会动乱和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下，砥砺前行，重新出发。

这是林郑月娥任内发表的第四份施政
报告。报告包括十个部分，立足于坚定不
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针，结合香港的传统优势和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机遇，既体现了中央对
特区一如既往的支持，又承载着特区管治
团队为香港打拼的决心。

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一年多，香港经
历了前所未有的多重打击。当前急切要做
的事是对特区的宪制秩序和政治体制正本
清源。她指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恢复
香港稳定带来显著效果。未来，特区将竭
尽所能，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也会加强宣传和教
育，提高香港居民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守法
意识。

林郑月娥表示，中央对“一国两制”
方针是坚定不移的。要全面准确落实“一
国两制”，必须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她说，为落实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
规定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基本法第104

条的解释和有关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
定，特区政府将在今年内提交草案，修订
《宣誓及声明条例》和《立法会条例》等
本地法例，以完善宣誓安排及处理宣誓就
职后因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而须承担的法
律后果和相关的法定程序。

林郑月娥指出，内地在严控疫情的努
力下，经济已快速反弹。香港享有“近水
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而中央在“一国两
制”下对香港一贯支持。中央将从推动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
融中心以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完善港深陆路口岸建设、
港企开拓内地市场、防疫抗疫等七方面全
力支持香港发展。

面对反复的疫情，林郑月娥表示，必
须采取一切“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措
施严控疫情，以及进一步增加防疫措施的
精准度。特区政府或再次推行大规模社区
检测，力争确诊病例“清零”。

在经济发展方面，林郑月娥说，过去
一年，香港经济因社会动荡、新冠肺炎疫
情和国际政治形势受到重创，劳工市场也
面对巨大压力。特区政府预测全年经济收
缩6 . 1%。提振经济、创造就业迫在眉睫。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是一个高度法治
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经济体，在国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发展机遇是明
显的。香港享有“一国两制”的优势，可

进一步强化在国际循环中的“中介人”角
色；另一方面，可聚焦内地市场商机，更
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大湾区发展为
切入点，积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参与
者”和国际循环的“促成者”，发挥好这
一双重角色将为香港经济带来源源不绝的
动力。

11月初，林郑月娥曾与广东省及深圳
市领导会面。她表示，双方同意要大力推
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及通关便利化、共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现代服务业合作、教
育、人才培训和青年交流、共建优质生活
圈等工作。

林郑月娥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久经考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
动荡的挑战，香港自信地展现了金融系统
的韧力和稳定性。联系汇率制度一如既往
运作良好。中央继续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除了会加快落实在大
湾区的“跨境理财通”外，亦同意把按新
上市制度在香港上市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
公司和内地科创板股票在符合特定条件下
纳入“互联互通”的选股范围。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机场管理局将按
照原定目标，分别于2022年及2024年启用
第三条跑道及整个三跑道系统，并预计于
2023年完成“高端物流中心”，于2021至
2027年分阶段完成“航天城”发展项目。

在房屋土地方面，林郑月娥表示，特

区政府已觅得330公顷土地，可以满足2021
年至2031年建设约30 . 1万个公营房屋单位
的需求。同时，还将撤销非住宅物业双倍
从价印花税，让有需要的业主即时受惠。
她指出，为了香港的未来，本届特区政府
不会放弃“明日大屿愿景”的工作，会尽
快开展有关研究。

在改善民生方面，林郑月娥表示，特区
政府将继续投入资源关爱社会，照顾弱势群
体，进一步落实多项改善民生的措施。特区
政府用于社会福利和医疗的政府经常开支由
2017/18年度的653亿港元和626亿港元，分别
上升至2020/21年度的939亿港元和871亿港
元，年均增幅为12 . 9%及11 . 6%。

在教育方面，林郑月娥说，“修例风
波”揭示部分青年守法意识薄弱，欠缺互相
包容尊重的价值观。学校应着力推行价值观
教育，包括加强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特
区政府在教育工作中的角色不只是提供资
源，更是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及监管者。
加强学生对国家历史、中华文化和国情的认
识，深化宪法和基本法教育，是培养学生国
家观念及国家安全意识的基础工作。

“只要我们不忘‘一国两制’的初
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
持对香港的信心，不单以政治立场看事
情，理性沟通、求同存异，就一定有能力
处理好实践中的问题，以及解决香港一些
深层次的矛盾。”林郑月娥最后强调。

林郑月娥发表2020年施政报告———

砥砺前行，香港社会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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