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娟報道：全國人大代
表、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後凱今年提
出建議，在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過程中，應將農業
農村教育、科技和人才作為優先領域，加大資金投
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為最終如期建成現代化農業強
國提供堅實支撐。

在魏後凱看來，中國需要建成的農業強國將是農
林牧漁業及相關產業全面高質量協調發展的綜合型
農業強國。不同於一些小國和特色型農業強國，中

國在確保糧食安全和農民增收的前提下建設綜合型
農業強國難度更大，任務更為艱巨。各地區由於資
源稟賦和發展條件的不同，其在農業強國建設中承
擔的功能定位也不一樣。 「有的地區如北京等將成
為農業科技創新的重要策源地，有的地區將成為農
業農村人才培養基地，還有的地區將成為現代化農
產品主產區和加工基地」。他建議，在編制加快建
設農業強國規劃中，應充分體現分區分類的思想，
根據各地區的具體條件明確其功能定位，優化農業

強國建設的空間布
局。

魏後凱認為，在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 化 國 家 的 新 征 程
中，要把農業強省強市
強縣建設作為加快建設農業強
國的主抓手。他建議，採取省部共建方式，鼓勵和
支持有條件的省份加快建設農業強省。

魏後凱：優化農業強國空間布局

魏後凱

【香港商報
訊】記者黃雪
峰、馮煒強報
道：全國兩會
正 在 北 京 舉
行，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香港
經民聯執委胡劍江

關注提升中華文化國
際影響力，希望推動中華文

化更好走向世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胡劍江坦
言，目前中國文化傳播和保護還沒有達到應有的水
平。他認為，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勢在必行。

發揮華僑橋樑紐帶作用
胡劍江在提案中提出多項建議，首先，是加快力

度支持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文化交流活
動。他指出，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人口約 44
億，經濟總量約 21 萬億美元，分別約佔全球的 63%
和29%。這些國家正處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普遍歡
迎 「一帶一路」建設。他建議，結合中國在 「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和貿易往來，加大力
度開展文化交流活動。通過 「官方+民間」的方式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舉辦文化節、展覽、學術交

流活動等，展示中國悠久歷史，傳遞中華與 「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和平合作、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
贏的目標和理念。

其次，是發揮華僑橋樑紐帶作用，傳播中國傳統文
化和講好中國現代化故事。胡劍江表示，應發揮華人
華僑民間外交優勢，在商業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傳
播中華傳統文化。支持駐外大使館、領事館等部門聯
合各國華人華僑社團，開展各種內容和形式的中華文

化活動，加強與海外的僑團、僑媒積極合作，展示中
華傳統文化，客觀介紹中國發展的特點、成果與面臨
的機遇和挑戰，讓海外受眾有更多機會認知和認可中
華文明和中華文化。

加強傳統文化申遺工作
胡劍江還建議，應加強中國傳統文化在聯合國的申

遺保護工作，配合有關部門加快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
開展申遺和申請國際專利工作。

此外，構建 「傳統媒體+網絡社交媒體」的多元化
全媒體傳播格局，以海外受眾可理解、易接受的多元
呈現方式和渠道傳播中華文化。 「可以與海外華文媒
體、境外媒體深入合作，播放推送更多精品節目。利
用元宇宙、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混合現實，以及區
塊鏈、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突出沉浸式體驗，讓
中華文明更加可觸可感。」

胡劍江：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

胡劍江

「當今世界正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將堅定
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
開放戰略，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
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記者會一開場，秦剛便
開門見山。

而後的時間裏，14個答問，約2小時的記者會，從
元首外交、大國關係，到地區熱點、國際治理，秦剛
一一作答，在鋪陳中國外交經緯的同時，也展現出中
國外交的 「立體面」。

談及今年中國外交的重點和亮點，秦剛介紹說，當
前，中國國內新冠疫情形勢好轉，中外交往有序恢
復，中國外交已經按下 「加速鍵」，吹響 「集結
號」。

美國對華認知定位出現嚴重偏差
談及中美關係時秦剛表示，美方所謂要給中美關係

「加裝護欄」 「不衝突」，實際上就是要中國打不還
手，罵不還口，但這辦不到！ 他指出，如果美方不
踩剎車，繼續沿着錯誤道路狂飆下去，再多的護欄也
擋不住脫軌翻車，必然陷入衝突對抗。

他說，這樣的競爭，就是以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乃至
人類前途命運為賭注的豪賭，中方當然堅決反對。

關於中美關係，秦剛在答問中首先回應了前段時間
中美關係發生的無人飛艇事件。他指出，這完全是一
起因不可抗力導致的偶發意外事件，事實和性質都很
清楚，連美方也認為不構成現實威脅。然而，美方卻
違反國際法精神和國際慣例，有罪推斷，過度反應，
濫用武力，借題發揮，製造了一場本可以避免的外交
危機。

「從偶然中可以看到必
然，那就是美國對華認知
和定位出現了嚴重偏差，
把中國當成最主要對手和
最大地緣政治挑戰。」秦
剛說， 「第一粒紐扣扣錯
了，導致美國對華政策完
全 脫 離 了 理 性 健 康 的 正
軌。」

秦剛強調，美國有讓美
國再次偉大的豪情，也要
有 容 得 下 別 國 發 展 的 雅
量。遏制打壓不會讓美國變得偉大，更阻擋不了中國
邁向復興的步伐。習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能否處理好
彼此關係，攸關世界前途命運。中美關係不是一道是
否搞好的選擇題，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題。 「我
也注意到，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對當前中美
關係深感憂慮，他們紛紛呼籲美方奉行理性務實的對
華政策。」

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回答涉台問題時，秦剛拿出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他說： 「我知道今天肯定要問到台灣問題，
特別帶來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隨後，他
以讀法律條文的方式，表明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 「紅
線」。秦剛強調，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任何外國都無權干涉。最近美國高官聲稱台灣問題不
是中國內政，對此我們堅決反對並保持高度警惕。

秦剛說， 「台獨」分裂與台海和平穩定水火不容。

台海和平穩定的真實威脅是 「台獨」分裂勢力，定海
神針是一個中國原則，真正的護欄是中美三個聯合公
報。台灣問題處理不好，中美關係地動山搖。美方應
該停止 「以台制華」，回歸一個中國原則的本源本
義，恪守對中國作出的政治承諾，明確反對和制止
「台獨」。
秦剛還表示，中俄關係建立在不結盟、不對抗、不

針對第三方基礎上，既不對世界上任何國家構成威
脅，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擾和挑撥。中俄攜手，世
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就有了動力，全球戰略平
衡與穩定就有了保障。世界越是動盪不安，中俄關係
越應穩步向前。

秦剛稱，元首交往是中俄關係的指南針和定盤星。
我們相信，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中俄新時代全面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必將在更高水平上不斷前行。

秦剛還就 「一帶一路」、烏克蘭危機、中歐、中日
關係等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記者
手記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越報道：在 「三八婦女
節」來臨之際，記者近日獲悉，來自深圳的全國政
協委員提交了多份保護婦女權益的提案。

提升國企女性董事佔比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

員、深圳地方金融管
理局局長何傑提交了
《關於在國有企業
率先推行董事會多
元化的建議》的提
案。

何傑建議，一是修
訂有關董事會建設指導
意見。建議國資委修訂
2004年發布的《關於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建設的指
導意見（試行）》，增加 「董事會成員原則上至少
有一名女性」。二是分階段推動實施國有企業董事
會多元化。建議修訂或重新發布《關於國有企業更
好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在指導意見中分別
明確國有企業、國有上市公司的不同要求（如，國
有企業至少1名女性董事，國有上市公司至少2名女
性董事），以及分布實施的時間節點（如2024年底
前，達到 15%佔比；2026 年底前，達到 20%佔
比）。三是建議財政部、證監會等印發類似的指導
意見，積極發揮女性高管在風險管理、合規管理等
關鍵崗位的作用。

保障全職家庭主婦權益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青聯委員費英英提
交了《關於保障全職
家 庭 主 婦 權 益 的 建
議 》 ， 據 調 查 顯
示，2020 年 70、80
後全職主婦佔比分別
為 8.9% 、 12.6% ； 在
目前生育主力軍群體的
90後及95後中，全職主婦
佔比明顯高於其他人群，分別為
21.8%、19.7%。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於2021年
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這是該法施行近
30年來又一次進行重大調整，其中涉及增加離婚時
家務勞動經濟補償的規定。

在此背景下，費英英建議出台相關規定，進一步
保障全職主婦的權益。一是保障全職主婦的財產獲
得和支配權利。二是保障全職主婦的財產知情權。
暢通信息渠道，讓全職主婦能夠通過稅務部門、金
融機構合理查詢丈夫的收入狀況，並在立法中加重
對轉移、藏匿夫妻共同財產行為的處罰力度。三是
貫徹執行家務補償制度，保障離婚時全職主婦的相
關權益。

何傑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責任編輯 張碧珊 林鏗泓 美編 劉樹燕

A3重要
2023年3月8日 星期三

新聞

外長秦剛兩會 「首秀」

問答間立體展現中國外交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曉磊、王琳報道： 「認真
學習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使我感受到了國家不斷
加快 『現代化農業強國建設』的決心和信心。政府
工作報告令我感受到了農民朋友們創收、增收、紅
紅火火過日子的美好願景。」全國人大代表、海倫
市向秋蔬菜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高向秋在接
受記者採訪時，針對加快蔬菜產業發展、促進農民
增收、推動鄉村振興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是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力度。建議國家設立
蔬菜產業發展基金，健全鄉村振興多元投入機制，
重點對蔬菜精深加工企業給予項目、資金等政策扶
持，支持蔬菜示範基地建設，建設好北方的菜園
子、保證南方的菜籃子。二是加大蔬菜產業化發展
的支持力度。建議國家持續調優蔬菜種植產業結
構，推動蔬菜產業規模化、標準化、品牌化發展，
實現少運原料、多運產品，讓我們的蔬菜多賣錢、

老百姓多增收。三是加
大對農民的科學技術培
訓力度。建議着力破解
部分蔬菜種業依賴國外
「卡脖子」的問題，打好

蔬菜種業翻身仗，培育本土
品質優良、適應性廣、產品產值
高、經濟效益好的蔬菜品種。

高向秋：打好蔬菜種業翻身仗

【香港商報訊】記者
李映華、吳超群 通
訊員魏海勇報道：
全國政協委員、中
國 地 質 大 學 （ 武
漢）教授童金南日
前在接受本報記者

專訪時表示，建議國
家為長江設立一個專門

的節日—— 「長江日」。
設立 「長江日」旨在調動廣大群眾

保護長江母親河健康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通過 「長江日」活動，為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的保
護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匯集民力，推動生產方式
和生活方式的綠色化，共促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
護和生態文明建設。

關於 「長江日」活動內容，童金南表示，要充
分利用各類媒體和形式，廣泛宣傳有關長江的科
學知識、長江與中華民族關係、長江在中國發展
中的地位、長江的環境現狀及長江生態環境保護
的意義，以及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的意義等；要
動員流域沿江廣大群眾參與長江生態環境保護的
公益活動，如組織沿江群眾到江邊進行垃圾清
理，開展河、湖清淤活動等；要在每年的 「長江
日」發布《長江生態環境現狀年度報告書》。關
於 「長江日」的時間選擇，童金南表示，建議設
在每年十月的第二個周末，因為此時一般是長江
汛期後的低水位，既有利於長江垃圾清理和對汛
期形成的坡岸自然景觀科普，又是秋高氣爽的戶
外活動好時節。

政協委員提案呼籲
關注婦女權益保護

童金南：設立「長江日」
保護母親河

【香港商報訊】兩會報道組北京報道：昨日，十四屆
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記者會，邀請中國外交部長秦剛
就 「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 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
提問。

費英英

王軍、徐豔瓊、李曉穎、林彬彬、張宇、
胡薇、黃雪峰、馮煒強、楊淩雲、張麗
娟、謝燁挺、蔡易成、相銘

香港商報兩會報道組

3月7日，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後，外
交部長記者會重回線下，我碰上了。
今次是中國新任外長秦剛的兩會 「首
秀」 ，外界目光更加集聚。現場記

者眾多，此情此景不禁讓人有些感動，曾經的梅地
亞回來了，同行們的熱情也回來了。

10點，發布會準時召開，新任外交部長秦剛在急
促的快門按鍵聲中走上台。這是中外記者特別期待
的人物，從中俄關係到中美關係再到台海問題，一
個個犀利的問題是中外記者們給這位新來的外交部

長的 「見面禮」 。秦剛部長對每個問題的回答思路
清晰，表達流利，並且全程脫稿。如果不是對中國
國情與外交事務瞭如指掌，是很難做到如此自信與
豁達。

一場發布會下來，讓大家看到了中國在疫情三年
後經濟復蘇，強國外交的決心。這也讓我感受到了
機遇，作為香港商報的記者，在國際傳播中如何發
揮更好的作用，做出更好的內容來傳播中國的文化
和理念，是我們要深入探索的方向。

整場發布會張弛有度，不卑不亢，大國外交是

也。中國向世界
表 達 自 己 ， 外
長記者會無疑
是一扇極佳的窗
口。秦剛表示，新
征 程 上 的 中 國 外
交，是充滿光榮夢想
的遠征，是穿越驚濤駭
浪的遠航。 「惟其艱巨，更顯榮光。」

香港商報記者 胡薇

外交部長剛柔並濟 大國外交張弛有度

高向秋

昨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外交
部長秦剛就 「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 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中新社

童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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