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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9月28日上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
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在北京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总干事阿祖莱共同出席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并分别发表致辞。

彭丽媛和阿祖莱首先共同为获奖的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和巴基斯坦女童教育联盟代表颁奖。

彭丽媛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密切合作特别是设立女童和妇女教育奖，为
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发展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宝
贵经验，发挥了示范作用。当今世界，女童和妇
女教育面临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希望各方
进一步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积极发展面向女性
的健康教育、数字教育、科学教育，帮助更多女
性提高健康水平，增强创新创业能力，助力女性
掌握新时代创造幸福生活的“金钥匙”。希望更多
人投身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帮助更多女性通过

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实现人生价值。彭丽媛表
示，中国高度重视保障女性平等受教育权，愿同
各方一道努力，促进国际社会交流合作，推动全
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阿祖莱在致辞中感谢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大力支持，以及彭丽媛教授
为促进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表示教科文组织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促进世
界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

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促
进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唯一奖项，今年中国

“春蕾计划”和巴基斯坦“星星学校计划”获奖。
联合国系统在京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

节、中国学校师生代表、妇女界代表等约 300人
参加。

颁奖仪式前，彭丽媛会见了阿祖莱。双方就
促进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发展交换了意见。

彭丽媛出席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女 童 和 妇 女 教 育 奖 颁 奖 仪 式

新华社福州9月28日电 “共话融合发展 喜
迎中秋佳节”两岸同胞迎中秋活动 27日晚在福建
莆田举办。两岸同胞相聚妈祖故里湄洲岛，共迎
佳节、共叙亲情、共话融合发展。来自福州、厦门、
泉州、漳州等地以及台湾岛内的台胞参加活动。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走访看
望在闽台胞并与台胞代表座谈。宋涛表示，两岸
同胞同文同种、同根同源，共迎中华民族传统节
日中秋佳节，其乐融融。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证
明，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是造福两岸同胞、通向
和平统一的康庄大道。《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
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进一
步深化闽台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让台湾同胞充分
感受到“融合有好处、闽台亲上亲”。我们将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落实《意见》各项部署，推动两岸融合
发展走深走实、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当前，两岸
关系处于关键时刻，面临重要抉择。希望广大台
湾同胞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守民族大

义，与大陆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
正轨。

福建省委副书记罗东川表示，今年以来，两岸
各领域交流迅速升温并保持良好态势。福建连续
成功举办海峡论坛、海峡青年节等活动，两岸交
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意
愿不可违。福建将认真贯彻落实《意见》，全力打造
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希望在大陆台胞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台胞台企来福建发展。

参加活动的台胞纷纷表示，《意见》展现两岸
融合发展广阔前景，充满机遇、振奋人心；祖国
大陆关心关爱广大台胞，融合发展新路点燃了梦
想与希望，愿积极发挥作用，与更多台胞共同参
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
岸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迎中秋联谊活动在湄洲岛鹅尾夕岸海滩举
办，现场情意浓浓，洋溢着欢歌笑语，两岸同
胞合唱《我们都是一家人》，共同放飞孔明灯，
祈愿台海和平稳定、同胞相亲相爱、祖国繁荣
昌盛。

两岸同胞迎中秋活动在福建举办

本报香港9月28日电（记者王尧、陈然） 香
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酒会28
日在香港湾仔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中央驻
港机构代表、香港新闻界及社会各界代表等逾
300人出席，共同欢庆祖国74周年华诞。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酒会并致辞表
示，香港一直善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
世界的独特优势，主动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
贡献者和受益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
献。他寄语香港新闻界继续在国际舞台上说好香

港故事，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向世界
弘扬中华文化；同时发挥专业优势，向香港读者
报道更多正能量的好故事。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李大宏致辞表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香港发
展进入了由治及兴新阶段，香港新闻人躬逢其
盛，如何从国家大战略、大格局、大愿景中去思
考自身的角色定位，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作为新
闻人、新闻媒体，“建设性”可谓应有之义，“我们
必须厚植国家情怀、优化专业素质、提升服务意
识，以己所长贡献国家所需。”

香 港 新 闻 界 举 办 国 庆 酒 会

本报北京9月28日电（记者严冰） 28日上午
9 时 15 分，福厦高铁首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G9801 次列车从福州南站缓缓开出，一路南下，
奔向厦门北站。这标志着中国首条时速 350公里
跨海高铁——福厦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福厦高铁北起福州，途经莆田、泉州，南至厦
门和漳州，全长 277 公里，总投资 530.4 亿元。全线
共设福州南、福清西、莆田、泉港、泉州东、泉州南、
厦门北、漳州等8座车站。开通后，福州至厦门的列
车运行时间将从现在的 2 小时左右缩短至 1 小时
以内，两地间形成“1小时生活圈”。

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饶
惠明介绍，福厦高铁穿山越海，有正线桥梁 84
座、隧道 29 座，桥隧比高达 85%，共建湄洲湾、
泉州湾、安海湾 3座跨海大桥，攻克了海上风速

大、海洋盐雾腐蚀强等各种困难，实现了国内跨
海高铁建设技术的新突破。

福建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福建以福厦高
铁开通为契机，已出台《关于打造福厦“1 小时生
活圈”的若干措施》，提出 6 方面共 15 条措施，着
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高铁开通后，东南沿海城
市群将串联起一条联动发展的“黄金纽带”，为服
务“一带一路”倡议、全方位推进福建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福厦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端衔接拟建温福高铁，南
端衔接拟建漳汕高铁，与甬台温、汕汕、广汕等路
段共同构成串联浙、闽、粤三省的沿海高铁大通
道，将海峡西岸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沿海
经济区紧密联系起来。

中国首条时速 350公里跨海高铁通车

本报北京9月28日电（广甸） 第三届海峡两
岸暨港澳地区优秀视听作品云展览9月26日在线
上开幕。

展览由中华广播影视交流协会与台湾中华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共同举办。据主办
方介绍，组委会 7月份开始征集参展作品，共征

集到来自两岸和港澳的近 200 部纪录片和动画
片，所有参展作品由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行业协
会、知名媒体和影视制作机构选送。组委会最后
将从参展作品中评选出10部特别推荐作品。

线上展览分为纪录片展区、动画片展区、影
视机构推介展区，展期将持续至10月16日。

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优秀视听作品云上开展

新华社济南9月 28日电 （记者高天、丛佳
鑫） 28日，癸卯年公祭孔子大典在孔子故里山东
曲阜举行。祭孔大典采用现场活动和网络直播相
结合的方式，联动海内外60余家文庙、书院和文
化社团机构参与，倡议共同祭拜先师孔子、传承
和弘扬中华“礼”文化。

上午 9时许，大典启动，参祭人员步入万仞
宫墙内，参加开庙、启户仪式。随后，祭祀队伍
来到大成殿前，主祭嘉宾和祭祀代表先后向孔子
像敬献花篮。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翔宣读

祭文。全体来宾整理衣冠，面谒至圣先师行鞠躬
礼。10时许，祭孔大典结束。

祭祀孔子的活动始于公元前 478 年，最初每
年秋季一次，到东汉时实行春秋两祭制。祭孔大
典用音乐、舞蹈等形式展现儒家思想文化，阐释
儒家学说中“礼”的涵义。

为扩大参祭人员覆盖面、提升祭孔大典全球
影响力，全球“云祭孔”活动同步启动。此外，通
过“网上祭孔平台”，海内外网友可参与祭孔各
流程。

孔子故里举行祭孔大典传承中华“礼”文化

“我们是湖北发展的
参与者、受益者”

“康舒电子已扎根湖北23年，我们
是湖北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台湾区
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副理事长、台企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介立
说，此次公司和仙桃市政府签约，将在
仙桃新建 15 至 20 条先进电源器生产
线，项目落地后预计将带动一大批相关
配套企业集聚发展。

以台湾周为契机，海峡两岸（武汉）
车辆技术创新联盟在武汉经开区揭
牌。该联盟将整合台湾汽车电子业和
武汉汽车整车及电子、电器等零部件
先进技术资源，搭建合作发展平台。目
前已有 28 家台资企业落户武汉经开
区，涵盖汽车电子、汽车零部件、化工等
多个行业。

“汉台两地产业发展不谋而合。”许
介立说，武汉的“光谷”“车谷”等高端高
新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希望台商台资企
业加快在鄂布局，共享发展机遇。

据统计，本届台湾周活动期间，60
家台湾企业同湖北13个市州完成项目
签约，签约总金额 272.98 亿元，其中台
商投资电子信息类、精密制造类签约项
目占比五成。截至目前，湖北省已累计
注册台资企业3029家，投资总额超340
亿美元。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
长张平表示，祖国大陆一直是世界经济
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源，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希望广大台胞台商坚定
在大陆发展的信心，主动融入大陆产业
链、供应链、创新链，积极参与支持两岸
经贸交流合作，共享祖国大陆发展成
果，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来到这里，就像回
家一样”

武汉市与苗栗县是“姐妹城市”，长
期以来各领域交流交往密切频繁。趁着
台湾周活动间隙，来自台湾苗栗的 40
多名嘉宾特意来到武汉市江岸区台北
街道，“打卡”以家乡苗栗命名的道路，
与当地居民交流互动。

“热烈欢迎台湾苗栗县客人参观武
汉苗栗路，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来
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见到远道
而来的苗栗客人，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普祥俊和居民们上前
相迎，老朋友再聚首，氛围格外亲切。

2016 年，苗栗县代表团曾到访武
汉，并提议以“苗栗”命名一条新建的路，
后来这一建议得到采纳。普祥俊介绍，
除了苗栗路，武汉还有台北路、高雄路、
台东路等10多条以台湾地区地名命名
的路，街道错落有致，台湾元素丰富。

“高雄路、苗栗路……每一条路，都
是回家的路。”台湾嘉宾巫恒昭表示，这
次来武汉参加台湾周活动，一路受到很
多照顾，踏上以家乡命名的苗栗路更觉
亲切。“我会把这次在武汉的见闻分享
给台湾亲朋好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
更真实的武汉。”

本届台湾周期间，鄂台（苗栗）现代
农业产业合作交流会同步举行，武汉市
与苗栗县签署了农业交流合作意向书，
进一步加强农业领域交流合作。

“这次交流合作会为苗栗与湖北的
现代农业产业合作发展搭建起互鉴、互
通、互联、互助的平台。”苗栗县县长钟
东锦表示，期待借此次活动将苗栗优质
农特产品营销到湖北，同时交流休闲农
业发展经验，带动两地更多合作商机。

“为两岸培养更多青
年人才”

“从两岸融合发展的践行者、受益
者到推动者，台湾教师在大陆走出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反映了两岸同胞期盼交
流融合、携手共创未来的共同心声。”在
日前举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青年教师
融合发展论坛上，台湾亚洲大学两岸教
育交流中心主任陈朝键鼓励两岸教育
界尤其是青年教师、学生之间多进行交
流互访。

该论坛是本届湖北·武汉台湾周重
点交流项目之一，来自武汉大学、台湾
铭传大学等两岸高校的师生代表 200
余人参加。在大陆工作的台湾教师分享
收获、畅谈感悟，期待促进两岸青年进
一步深化合作、增进共识。

多年来，鄂台两地教育领域交流合
作、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在教育部
积极支持下，湖北持续完善两岸师生往
来常态化机制，并落实台湾教师在大陆
的同等待遇。据统计，目前在大陆高校
任教的台湾青年学者已有 2000 多名，
其中在鄂台湾教师有130余名。

就职于武汉音乐学院的台籍副教
授沈孟生已在武汉工作 7 年，在他看
来，两岸高校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等
方面交流合作空间很大。“我将继续以
音乐为桥梁推动鄂台学生交流，为两岸
培养更多青年人才。”沈孟生说。

台湾中华经济贸易合作促进会理
事长陈威丞自 1999年起经常带台商来
湖北考察投资，此次他带领一支台湾物
流企业团队到访鄂州。“如今的湖北与
20 多年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希望未来与鄂州有更多合作机会。”
陈威丞说。

第十七届湖北·武汉台湾周举办——

两岸一家亲 共叙鄂台情
本报记者 金 晨

“不到24小时，我已经被武汉这座城市深深惊艳到，湖北的发展
成就真是令人印象深刻。”近日，首次到访湖北武汉的中国国民党副
主席连胜文在谈到当地发展成就时表示。

由国务院台办、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七届湖
北·武汉台湾周近日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900多名嘉宾齐聚武汉，
同叙鄂台亲情，共话融合发展。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9 月 27
日晚，由紫荆文化集团主办的“2023 月
圆中秋——中秋文化香港专场活动”在
香港饶宗颐文化馆上演。来自香港及海
内外的观众相聚一堂，共赏明月、共叙
情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皎洁月光下，活动以悠悠的古筝、
琵琶、箫合奏开场，李白、花蕊夫人、司
马相如等历史人物逐一登场，打破时
空阻隔，呈献古今对话，带观众走近
中秋文化的“人圆、月圆、家圆、国圆”的
价值内涵。

“共赏明月”“花好月圆”“与子同
袍”……随着节目一幕幕推进，民乐独
奏、粤剧、国风汉服秀等表演精彩亮相，
极富传统特色的乐曲时而婉转、时而
悠扬，再辅以诗词吟诵，将中华国韵
层层晕染。

“半部春秋。打一字。”“百姐妹千姐
妹，同床睡各盖被。打一水果。”……在
中秋灯谜的展位前，老挝驻港澳领事
馆领事索邦·根塔布里饶有兴趣地与记

者讨论灯谜的谜底。能说一口流利中
文的索邦对中国文化并不陌生，“中国
中秋节的内涵是‘阖家团圆、幸福美
满’，这与老挝新年的意义非常相近。”
他说，很开心在香港度过有趣、难忘的
中秋佳节，“香港背靠内地市场，又连接
国际资本，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持
下，相信香港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活动同场还打造了集非遗手作体
验和中华美食美酒体验于一体的“紫荆
中秋文化集市”。伊朗驻香港总领事馆
代表莫瓦瑞德·娜贾菲率先尝试了广东
红木宫灯的制作，经制艺老师的指导，
她仔细地在玻璃上写下“吉祥”二字，又
描画出祥云、玉兔的形象，再与小木
板拼合成立体、多画面的宫灯。

“这是非常独特的体验，让我对中国
文化有了更切身的了解。”莫瓦瑞德旋转
着宫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已来港多年
的她对记者直言，很高兴看到香港焕发
生机和活力，这座城市愈加美丽，在国
际舞台上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

带有淡淡兰花香的宋代点茶、色
彩浓郁的广绣和蜀绣、寓意丰富的广
府礼饼……多国驻港领事及在港外国
友人被极具中国传统美感的非遗文化
项目深深吸引。太平洋咖啡（香港及海
外）首席执行官乔纳森·萨默维尔连连称
赞：“艺术的碰撞彰显出魅力非凡的‘中
国美’。”

活动临近尾声，潮州大锣鼓作为压
轴节目重磅登场。锣鼓喧天，振奋人心。
潮州大锣鼓是广东潮汕地区传统音乐，
是一种以大鼓为中心、以唢呐为领奏
的大型合奏形式，于 2006年入选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3月圆中秋——中秋文化香港
专场活动”是该品牌活动的第二届。紫
荆文化集团表示，将继续努力把“月圆
中秋”打造成全球性的文化名片，让全
球华人朋友在明月下共抒思念之情，
也借此更好地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文
化的风采。

（本报香港9月28日电）

“2023月圆中秋”香港专场活动举办——

在香江之畔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陈 然

近 日 ，新 疆
维吾尔自治区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 100 多万亩玉
米陆续进入收获
期，农民们抢抓
农时，全面开启
收 获 、晾 晒 。图
为 农 民 在 收 获
玉米。

确·胡热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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