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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3日，中印兩軍在莫爾多/楚舒勒
會晤點中方一側舉行第十八輪軍長級會談。雙方
同意通過軍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密切溝通對話，加
快解決中印邊界西段有關問題。 ◆中新社
英國航空BA169航班24日飛抵浦東機場，成

為英航在中國內地恢復的首條航線。自24日
起，英國航空正式恢復倫敦希思羅機場至上海浦
東機場的往返客運航班，每日一班。 ◆中新網
4月22日，蘇州迎來疫情後首個大型海外旅遊
團。此次抵蘇的82名印度尼西亞團隊遊客，也是
印尼第一批獲得中國旅遊簽證的遊客。據了解，
該旅遊團隊蘇州段行程將涵蓋耦園、寒山寺、金
雞湖等多個經典景點。 ◆蘇州市文廣旅局官微

新聞 速遞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社及央視新聞報道，4月25日，由中國文化和旅遊部、
國家文物局、陝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大會在陝西西安
開幕，大會宣布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正式成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日向亞
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大會致賀信，習近平強調，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的成立，
有利於加強亞洲文化遺產保護，深化亞洲文明交流，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為人
類文明進步貢獻力量。中國願在聯盟框架下，同亞洲各國攜手加強文化遺產保護
經驗交流，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

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正式成立
習近平向大會致賀信：願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

「一帶一路」國家赴華申請專利年均增5.6%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張帥及中新社報道，
今年4月26日將迎來第23個世界知識產權日。
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4月24日上午在國
新辦介紹，中國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
《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排名，提升至
全球第11位。十年來，共有115個共建「一帶
一路」國家赴華申請專利，合計申請專利25.3
萬件，年均增長5.6%。

創新指數排名連續十年提升
在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排名中，中國連續十年
穩步提升，提升至全球第11位，位居中高收入
經濟體之首。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表示，中國
的創新與發展呈現出良好的正向關係，創新投
入轉化為更多更高質量的創新產出，將始終把
服務科技創新作為重要任務，從審查授權、依

法保護、成果轉化、服務保障等多方面提供支
撐。
申長雨表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斷
增強，2022年審結各類知識產權案件54.3萬
件。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1.3萬人，辦理知識
產權民事訴訟監督案件937件。偵破侵犯知識
產權和製售偽劣商品犯罪案件2.7萬起。知識產
權保護社會滿意度進一步提升至81.25分。

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
年。申長雨介紹，十年來，共有115個共建
「一帶一路」國家赴華申請專利，合計申請專
利25.3萬件，年均增長5.6%。中國在共建「一
帶一路」國家的專利申請也同步增長，數據顯
示，2022年中國企業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
專利申請公開量達到 1.2 萬件，同比增長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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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務
院關於新時代僑務工作情況的報告24
日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
會議審議。報告顯示，中國將強化為
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將為僑服務納
入國家公共服務規劃，發揮各級政府
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兜底責任，為
僑胞和歸僑僑眷提供普惠化、均等化
的公共服務。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陳旭在報告

中介紹，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方和
有關部門全面貫徹黨和國家僑務工作
方針政策和涉僑法律法規，緊緊圍繞
國家發展大局，密切與海外僑胞和歸
僑僑眷聯繫，大力推動海外僑胞參與
中國各領域交流合作，不斷深化為僑
服務各項舉措，僑務工作取得顯著成
效。
報告顯示，全國創建了約1,000家

社區僑務工作示範點，設立「僑之
家」「僑胞之家」等為僑服務平台，
不斷夯實為僑服務的基層力量，打通
為僑服務「最後一公里」。中國還深
入開展僑商維權工作，組建「為僑資
企業服務法律顧問團」，打造依法維
護僑商合法權益專業組織，推動協助
解決糾紛爭端，為僑商安心投資發展
創造有利條件。
針對當前僑情呈現出一系列新情

況、新特點、新趨勢，報告指出，
下一步，中國將依法維護僑益，推
進為僑服務體系建設，完善涉僑身
份認定制度、推進華僑身份證件便
利化應用等政策措施，積極回應海
外僑胞和歸僑僑眷合理利益訴求。
結合海外僑胞跨境特點和實際需
求，推動將為僑服務納入全國一體
化政務服務平台建設，積極推廣
「互聯網+僑務工作」，推進政務服
務「網上辦」「掌上辦」等線上服
務，實現涉僑政務服務規範化、便
利化、數字化。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知
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24日在北京介紹，2022
年中國全年授權發明專利79.8萬件，每萬人
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9.4件。
此外，申長雨表示，中國申請人通過《專
利合作條約》（PCT）途徑提交國際專利申
請7.0萬件，通過《工業品外觀設計國際註冊
海牙協定》提交外觀設計申請2,558項。核准

註冊商標617.7萬件，收到國內申請人提交馬
德里商標國際註冊申請5,827件。新認定地理
標誌保護產品5個，新核准地理標誌作為集
體商標、證明商標註冊514件。作品、計算
機軟件著作權登記量分別達 451.7 萬件、
183.5萬件。
據了解，2022年中國專利商標質押融資總

額達4,868.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長57.1%。著作權質押擔保金額達54.5億
元，同比增長25.9%。知識產權使用費進出
口總額達3,872.5億元，同比增長2.4%，其中
出口額同比增長17%。共簽訂涉及知識產權
的技術合同24.1萬項，成交額1.8萬億元。發
行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產品33隻，發行規模
62億元。地理標誌專用標誌使用市場主體超
2.3萬家，產品年直接產值超7,000億元。

中國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達9.4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張仕珍北
京、西安連線報道）中國航天日活動上，官
方最新公布的中國深空探測計劃PPT顯示，
備受關注的中國重型火箭長征九號，計劃
在 2033 年前後實現兩發試驗箭飛行驗證，
將開展一子級海上定點返回試驗，並最終突
破兩級完全重複使用關鍵技術。而長征九號
被認為是建造月球基地的重要工具。

700噸液體火箭發動機試驗台試車成功
無獨有偶，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六院「中國

宇航新動力銅川試驗中心」所屬亞洲最大
推力700噸液體火箭發動機試驗台首次考台
試車24日圓滿成功，標誌着該試車台將正
式投入使用。
據了解，該試車台為雙工位設計，基礎
承載推力700噸，具有模塊化、柔性化和數
字化試驗能力，可同時滿足多種型號發動
機的試驗任務，將有力保障我國重型運載
火箭、載人登月、深空探測、天地返往、
空間基礎設施建設等重大工程順利實施，
為加快航天強國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長九料2033年前後兩發試驗箭飛行驗證

習近平指出，亞洲是人類文明重要發祥地，
孕育並保有着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為世

界文明發展史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2019
年，我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倡議開展亞洲文
化遺產保護行動。4年來，各方積極響應、共同
努力，在古代文明研究、聯合考古、古蹟修
復、博物館交流等方面開展務實合作，為保護
人類文明精華作出亞洲新貢獻。

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
習近平強調，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的成

立，有利於加強亞洲文化遺產保護，深化亞洲
文明交流，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為人類文明
進步貢獻力量。中國願在聯盟框架下，同亞洲
各國攜手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經驗交流，積極推
動文化遺產領域國際合作，構建全球文明對話
合作網絡，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共同推動
人類文明發展進步。
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大會由文化和旅遊
部、國家文物局、陝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
25日在陝西省西安市開幕。

傳承發展千姿百態亞洲文明
本次會議是聯盟發起以來的首次大範圍高級
別會議，具有里程碑的意義。21個亞洲國家，
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
修復研究中心、瀕危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基金等3
個文化遺產領域主要國際組織參會。保護亞洲
文化遺產，傳承和發展千姿百態的亞洲文明，
對於塑造亞洲人民的共同未來至關重要。聯盟
的成立，有利於弘揚亞洲文化遺產價值，增進
各國人民理解互信，共建繁榮安寧美好家園。

設「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基金」
大會將發布《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西安宣

言》，並為絲綢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揭牌。
此外，會議期間還將舉行近10場雙邊會談和亞
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成果展等配套活動。
為充分調動社會力量，擴大亞洲文化遺產保

護行動的社會參與度、關注度和影響力，特別
是為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提供持續動力，中
國文物保護基金會設立了「亞洲文化遺產保護

基金」，以專項基金形式為亞洲文化遺產保護
行動框架下開展的保護、研究、聯合考古、展
示利用等工作給予支持。大會期間，將宣布基
金正式啟動並發布項目申報指南。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4月24日至26
日，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大會在西安舉行。
各方代表匯聚一堂，為亞洲文化遺產的保護傳
承搭起溝通橋樑、構建合作機制。
亞洲是人類最早的定居地之一，也是人類文明的

重要發祥地。一代又一代亞洲先民歷經歲月洗禮，
把生產生活實踐鐫刻成悠久歷史、積澱成深厚文
明。分布於廣闊大地上的文化遺產，便是輝煌文明
成果的見證。2019年5月，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在北
京舉行，「中國將聯合亞洲國家開展亞洲文化遺產
保護行動」成為大會成果之一。近4年來，在亞洲
文化遺產保護行動框架下，一系列文化遺產合作項
目相繼實施。

——從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組織赴日舉辦《三國
志》展，到故宮博物院與巴基斯坦相關部門共同
主辦的「譬若香山：犍陀羅藝術展」亮相紫禁
城，在「走出去」和「引進來」的步伐中，文物
展覽生動講述着文明交流互鑒的故事。
——與巴基斯坦、韓國等簽署文化遺產合作

文件，與阿富汗、巴基斯坦合作舉辦線上石質
文物保護專業人員高級研修班……與亞洲國家
商簽協議、合作防止文物走私、技術合作、開
展專業人員培訓等一系列「組合行動」接連開
展。
「近4年來，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逐步深
入推進，階段性成果豐碩。深化亞洲國家文化

遺產合作、促進亞洲文明交流互鑒的中國方案
從理論和實踐上得到亞洲國家的廣泛認同。」
中國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解冰表示。

文化遺產保護架起民心相通橋
據統計，近年來，中國已在柬埔寨等6個亞

洲國家合作開展了11項歷史古蹟保護修復項
目，與阿聯酋、烏茲別克斯坦、沙特阿拉伯等
亞洲14國聯合開展20餘項聯合考古合作，助力
探究亞洲文明脈絡、架起亞洲各國民心相通橋
樑。亞洲各國山河相連、人文相親、命運相
依，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亞洲文化遺產，是亞
洲各國的共同責任。

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取得階段性成果

中國—東盟逾百項非遺亮相廣西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泰國孔劇、柬
埔寨皇家舞劇、印尼哇揚皮影偶戲、中國傳統
製茶技藝及其相關習俗......來自中國和東盟的逾
百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22日集中亮相廣西南
寧，吸引中外民眾近距離體驗。
首屆中國—東盟（南寧）非物質文化遺產周

當天在南寧開幕。該項活動由中國非物質文化

遺產保護中心、中國對外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南寧市人民政
府主辦。

「這種文化交流開闊了我的視野」
「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展演，我們能更
好地傳播和分享柬埔寨文化。」柬埔寨文化藝

術部副部長李·萬納當天率團參加活動。他表
示，此次活動將幫助柬埔寨在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傳承和使用方面獲得新經驗、新知識和
新理解。
廣西中醫藥大學學生劉小榛稱，來自不同國
家、不同地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通過這個
活動匯聚在一起，加深了自己對這些文化背後

所蘊含的價值和意義的了解，「這種文化交流
開闊了我的視野」。
據悉，此次活動將持續至28日，來自中國

及東盟的非遺傳承人、非遺工作者將在南寧共
同開展非遺大集市、非遺展演、非遺進校園成
果展、非遺交流座談會、非遺周大聯歡等活
動。

◆ 4月25日，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大會在陝西西安開幕，大會宣布亞洲文化遺產保護
聯盟正式成立。4月24日下午，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首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在西安召
開。 中國國家文物局

◆4月24日，亞洲最大推力700噸液體火箭發動
機試驗台考台試車在陝西銅川取得圓滿成功。

中國航天六院

◆申長雨（左二）24日在北京介紹，2022年中國全
年授權發明專利79.8萬件。 新華社

◆ 4月22日，在中國—東盟（南寧）非物質文化遺產周開幕現場，演員在表演少數民族歌舞。 新華社 ◆市民在展位前參觀。 網上圖片
◆印尼非遺哇揚皮影偶戲也亮相廣西南
寧。 中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