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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典礼

“希望祖国越来越好！”香港大学学生小刘在
参加学校举办的元旦升旗仪式后接受媒体访问
时说，很荣幸参加升旗仪式，每当看到国旗冉冉
升起，心中总是感到无比自豪。

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在该校升
旗仪式上表示：“踏入 2024 年，理大会继续发挥
在教育、科研及知识转移方面的优势，全力支持
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握在‘一国
两制’下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
国家共创美好明天。”

香港教联会黄楚标中学举办“不负韶华 不
负时代”升旗礼，同步献上别开生面的文艺表演。
二胡独奏《战马奔腾》，描写骑兵战士保家卫国、
无惧艰苦的战斗精神；“盛世华服贺元旦”则由学
生穿着不同朝代华服伴随诗歌出场，展现国家传
统服饰文化。

“手臂要再抬高一些”“拉绳子的时候，听到
国歌激昂的节奏可能会不自觉地越拉越快，一定
要控制好节奏”……升旗仪式之前，香港升旗队
总会教练林子栋给培侨中学升旗队的同学们作
指导。培侨中学升国旗的传统源远流长，1949年
10 月 8 日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香港第一批升
起五星红旗的学校。

培侨中学校长、香港升旗队总会总监伍焕杰
说，升挂国旗是国民教育非常重要的内容，“最让
我感动的是，现在香港有很多年轻父母领着上幼
儿园的孩子一起体验步操，完成升挂国旗仪式。”
年轻家长如此注重爱国主义教育，让他对香港的
未来充满了信心。

搭建平台

同样在元旦，由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和
英杰博物馆联合策划的香港民间首个爱国主义
教育展厅在香港新田开幕，展出大量香港百年爱
国实践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照片和实物。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高才通人才服

务协会创会会长尚海龙表示，设立展厅是为了
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让香港青少年成为有社会
责任感和有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国际视野的
爱国者。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展厅写下“联才
立范，惠港福民”的题辞。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
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爱国主义教育展厅对
宣扬爱国情怀发挥了正面作用，香港特区政府也
将设立一所介绍国家成就和发展的专馆，推动爱
国主义教育。

除了新展厅，新机构也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
助力。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金会日前成
立，基金会会长谭锦球表示，希望透过基金会平
台，为香港青少年提供更多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
机会，让他们可以正确认识香港与国家的关系、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理解国家的发展道路，进一
步培养对国家的深厚情感。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基金会
成立典礼上表示，“宪法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
会”将在 2024 年初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
组，协调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机构全方位推动国
民教育。

久久为功

新的一年，香港小学课堂有望出现新的爱
国主义教育内容。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日前公
布小学人文科课程框架，学习重点包括中华文
化的特色和传承、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国家的
现代发展、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宪法和香

港基本法等。建议学校按校情及准备程度，最
早可于2024/2025学年试行新课程。

特区政府教育局介绍，小学人文科课程建
基于现在小学常识科课程，并强化中华文化、
国史及国家地理等元素。其中“国家与我”范畴
的内容除了包括目前常识科要求学生学习的中
华文化、国旗、国歌、香港基本法之外，还增
加了认识香港国安法、国家安全、国家新近发
展情况，包括乡村振兴、城市化、交通运输、
应对荒漠化的成就和航天科技等。

例如，小学一年级学生须学习“有国才有
家，应尊重、爱我们的国家”；小学二年级学生
要认识中华民族的起源，包括上古传说、大
禹治水等；小学三年级学生开始初步认识香
港国安法及其对香港的重要性；小学四年级
学生要学习玄奘取经、岳飞精忠报国等中国
历史故事；小学六年级学生要学习鸦片战争、
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等历史。

特区政府教育局表示，课程开设的原则是
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全面
发展情况，明白内地与香港的紧密关系，从而
加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民族意识，培
养爱国情怀。

香港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推进爱国主
义教育新措施，包括成立“弘扬中华文化办公
室”，成立2所博物馆介绍抗战历史等。李家超日
前接受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会在不同方面做好
爱国主义教育，久久为功。“先有国后有家。”他
说，“爱国主义教育是天经地义的。”

香港多措并举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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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庄严的升旗仪式，可培养
师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提升他们对国
家的归属感及爱国爱港的情怀。”香港
教育大学校长李子建近日在该校举办
元旦升旗仪式后表示。2024 年第一
天，香港多所高校和中小学举办升旗
仪式，为新的一年推进爱国主义教育
开个好头。

“向前进，向前进！……古有花木
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
人民……”1月10日，中央芭蕾舞团携

“看家剧目”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来
到香港演出，为 2024 年“国风国韵飘
香江”系列文化活动揭开序幕。

据介绍，今年是芭蕾舞剧《红色娘
子军》首演 60周年，也是时隔 10余年

再度为香港观众重现这部中国芭蕾史
上的里程碑之作。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的舞台红幕
缓缓升起，绵延的椰林、激昂的音乐和
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彩表演，把观
众带回了 90 年前海南岛上贫苦妇女
扛起红旗和刀枪、反压迫求解放浴血
奋战的峥嵘岁月。

“《红色娘子军》是每名中芭演员
的必修课。”中央芭蕾舞团排练者、国
家一级演员曹舒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民族自豪感
油然而生，“能够演绎这部作品，是我
们的骄傲。”

根据梁信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
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

蕾艺术的“名片”。历经 60 年的打磨，
舞剧中琼花的演员已经传承 6 代，此
次香港首场演出中的琼花，由中芭新
一代青年演员宁珑饰演。

“这次来港演出，不仅希望把老一
辈的创作经历传承下去，更希望展现
新一代中国芭蕾舞演员的精神面貌，
以及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
曹舒慈说。

《红色娘子军》融汇芭蕾技艺和中
国故事，达到艺术高峰。舞台上 60 名
艺术家倾情演绎，重现英姿飒爽的“头
戴军帽，脚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
象。伴随一代代演员的不懈努力，舞剧
传递着以琼花为代表的中国女性自强
不息、顽强拼搏的娘子军精神，一直深
受观众喜爱。

当晚，史诗般的音乐奏罢，全场沸
腾。在观众持久热烈的掌声中，演员一
次次谢幕，来自香港王仁曼芭蕾舞学
校的多名小舞者为演员献花致敬。

“《红色娘子军》讲述的是中国人
自己的故事，传递的是中国人的精气
神，这部剧拥有强劲的生命力。”从观
众席退场后，香港市民周先生赞不绝
口。他对记者表示，自己曾多次看过同
名电影，“这次终于能在现场观赏舞
剧，实在太精彩了，圆了我多年的梦！”

此次中央芭蕾舞团在 10 日和 11
日完成两场《红色娘子军》演出后，将
于 13 日至 14 日演出该团的“镇团之
宝”玛卡洛娃版芭蕾舞剧《天鹅湖》。

“国风国韵飘香江”系列文化活动
由文化和旅游部、香港特区政府、中央
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共同指
导，紫荆文化集团倾情助力，北京中演
环球艺术制作有限责任公司主办，旨
在支持香港打造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基
地，积极推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建设。

（本报香港1月11日电）

中央芭蕾舞团在港演出《红色娘子军》

“琼花”绽放 闪耀香江
本报记者 陈 然文/图

演员在演出结束后集体谢幕。演员在演出结束后集体谢幕。

本报香港1月11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贸易发展局11日表示，由
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发局主办的
第17届亚洲金融论坛将于本月24日
至 25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聚焦
多边合作和中国机遇，预计将吸引超
过3000名金融和商界代表参与。

香港贸发局当日举行记者会介
绍，本届论坛以“多边合作 同谱新
篇”为主题，设有超过 40 场不同形
式的主题论坛、政策对话等讨论活
动，探讨全球经济展望、中国机
遇、绿色金融、利率走势等热门议
题，让与会者掌握国际关注议题和
环球经济发展趋势，部署新一年工
作，巩固香港与国际社会的联系，

创造更多商机。
本届论坛策划委员会主席、汇

丰香港区行政总裁林慧虹表示，在复
杂多变的环境下，亚洲金融论坛提供
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各界交流不同
观点，促进多边合作。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刘会平
表示，本届论坛的不同环节将多角
度探讨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以
及企业与企业的经济政策及多边合
作机遇，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
同时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

本届论坛特别增设“中国机遇”
讨论环节，业界将探讨内地市场的最
新潜力，剖析内地与其他地区的紧密
合作以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

香港将举办亚洲金融论坛
聚焦多边合作和中国机遇

香港将举办亚洲金融论坛
聚焦多边合作和中国机遇

新华社香港1月 11日电 （记者
谢妞） 阔别5年，香港将再度举办新
春花车巡游。9辆花车、13支香港表
演队伍及 16 支来自内地及澳大利
亚、韩国、日本等地的表演团队将
亮相。

香港旅游发展局11日举办发布会
介绍相关情况。本次“新春国际汇演之
夜”活动以“龙腾香港贺新岁”为主题，
将于2月10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广场举

行。参与汇演的花车以“龙”为主题，寓
意“龙跃在港”，再配合春节元素加以点
缀，展现龙年的喜庆和活力，为市民和
游客带来一场文化盛宴。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表
示，作为全港标志性的贺年活动，本

次汇演除了展现经典花车巡游，参与
表演的团队数量也是历年之冠。春节
期间，旅发局将会准备精彩的贺岁活
动，在不同客源市场推出相关旅游产
品，为访港旅客创造更多留港机会，
充分感受香港中西文化荟萃的大都会

魅力。
本次活动将在香港文化中心等地

设观众坐席。主办方预测，本次活动
将吸引约15万人到场观看。

此外，为延续节庆氛围，多辆
参与巡游的花车将于 2 月 11 日至 25
日在九龙尖沙咀市政局百周年纪念
花园公开展览。部分表演团队也将
于 2 月 11 日及 12 日在香港多地进行
表演。

香港新春花车巡游将以“龙”为主题

1月 10日，四川成都开往广东广州的“大湾区班列”在位于成都市青
白江区的城厢站首发。首列“大湾区班列”载有30车皮食品、饮料、汽车
配件、光伏材料等物资，预计 3天后抵达广州大朗站。该班列的成功开
行，将加快四川与粤港澳地区贸易交流效率，助力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

胡志强摄 （新华社发）

成都至广州“大湾区班列”首发成都至广州“大湾区班列”首发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刘欢、尚昊、刘明
洋）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日答问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依
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相关条款和有关
政策法规，研究进一步采取中止ECFA早期收获农渔、机
械、汽车零配件、纺织等产品关税减让等措施。台湾问
题专家受访指出，民进党当局搞政治操弄，企图栽赃甩
锅、回避责任，大陆有关做法是对其错误做法的正当反
制，合情合理。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张冠华表示，2010年6
月，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签署了ECFA。多年来，大
陆始终切实履行承诺，推动和保障ECFA的生效和实施，
给两岸特别是台湾相关企业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反观民进党，上台前攻击ECFA，上台后不仅不采取
切实举措解除对大陆歧视性贸易限制，还不断变本加厉
修改规则、设置障碍，恶意阻挠破坏两岸经济正常交流
合作，严重阻碍ECFA实施，严重损害大陆相关企业和岛
内消费者利益。

他表示，民进党当局既要享受 ECFA 红利，又违反
ECFA 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规定，导致大陆有关
部门不得不中止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然而，民进党当
局非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改正错误做法，反而借机进行
政治操弄，加大营造反对和阻碍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
氛围。大陆研究扩大中止ECFA早期收获产品关税减让的
范围，是对民进党当局错误做法的坚决反制。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认为，民进
党为了一己私利，限制两岸贸易正常往来，完全不顾台
湾发展和民众福祉。如果两岸无法在“九二共识”基础上
恢复协商，通过制度化平台清除台湾方面对大陆设置的
贸易障碍，大陆有关部门为保护企业合法利益，势将进
一步扩大中止ECFA早期收获农渔、机械、汽车零配件、
纺织等产品关税减让，甚至不排除由于实施条件与环境
的恶化而终止ECFA的可能性。

他分析说，台湾农渔、机械、汽车零配件等产品对
大陆市场的依赖度较高，一些农渔产品对大陆市场的依
赖度甚至接近100%。相关产品关税减让中止，岛内农渔
民的利益直接受损，台湾业界也受到很大震动。一旦
ECFA终止，台湾相关行业特别是传统产业进入大陆市场
的正常通道会受阻，台湾经济更是不可避免要受到严重
冲击。

有消息指出，未来包括槟榔、带鱼等在内，大陆给
予台湾的34种零关税农渔产品将可能取消关税优惠。对
此，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唐永红表示，这是民进党
当局自食其果。经贸问题本可通过两岸协商予以妥善解决，但民进党当局
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协商的基
础以及ECFA继续实施的条件，使得相关问题难以及时得到妥善解决，让台
湾同胞深受其害。

他表示，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来，才能从根本上改
善两岸关系。期待两岸关系早日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两岸双方可在“九
二共识”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两岸经贸关系中的各类问题。希望两岸同胞携
起手来，共同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
深走实，共享两岸和平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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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陈键
兴、刘畅） 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
部门1月9日公布最新统计显示，台
湾 2023年全年出口额为 4324.8亿美
元，进口额为 3519.2 亿美元，分别
比2022年减少9.8%和17.8%。

据 统 计 ，台 湾 2023 年 12 月 出
口 额 为 399.4 亿 美 元 ，环 比 增 长
6.6% ，同 比 增 长 11.8% ；进 口 额 为

288.4 亿美元，环比增长 4.2%，同比
减少 6.5%。

12 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下
同）出口额为133.6亿美元，同比减少
6.4%；自大陆进口额为 56.7 亿美元，
同比增长1.0%。2023年全年，台湾对
大陆出口额为1522.5亿美元，自大陆
进口额为 716.99 亿美元，与 2022 年
相比分别减少18.1%和16.1%。

台湾2023年进出口额“双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