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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0 月 16 日在特区
立法会发表其任期内第三份施政报告，主题为

“齐改革同发展 惠民生建未来”。这也是香港完
成基本法第 23条本地立法后的首份施政报告。

“改革”和“求变”是这份施政报告的关键
词。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这份施政报告布局践
行“以改革谋发展”的理念，将引领香港加速
迈向由治及兴。

深化改革 发掘新增长点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结时。”李家
超宣读施政报告时强调，过去两年，他和团
队 一 直 以 市 民 为 中 心 ， 以 经 济 建 设 为 主 轴 ，
以发展改善民生。今年的施政报告就改革和
变化阐述了理念和发展目标、关键措施及绩
效指标，特区政府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发掘
新增长点。

新一份施政报告涵盖强化政府治理体系，
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
聚高地等篇章。特区政府施政的连贯性和持续
性得以一一体现，标志着香港正迈向由治及兴、
千帆并举、迸发实力的时刻。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进一步强化领导
和跨政策统筹机制，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
委员会”“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发展旅游热
点工作组”等。除了通过一系列优化措施巩固
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
外，施政报告还提出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
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李家超表示，将以刻不容
缓的态度回应市民的住屋需求。施政报告还围
绕融合文体旅发展、推动多元经济、北部都会
区建设等提出多项政策措施。

“国家是香港最坚强后盾，无论是国家机
遇、中央支持还是惠港措施，都使香港得天独
厚。”在施政报告结语中，李家超对未来充满信
心，“凭着香港人的智慧和经验，善拼敢赢的精
神，必能遇强愈强，再创高峰。香港的未来一
定会更美好！”

识变求变 聚焦经济民生

长达 92 页、总计 3 万余字，新一份施政报告
聚焦经济、民生的方方面面，回应民意、完善布
局。此前，特区政府共举办逾 40 场咨询会，听取
市民对施政报告的意见和想法，从信件、电邮和
社交媒体等渠道收到 9500 余份意见书。

“行政长官 2024 年施政报告”答问会 17 日
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举行，李家超就前一日发表
的施政报告回答议员质询。开场发言中，他表
示，过去两年多来，特区政府持续推动改革，
在不同范畴都收获成效。今年的施政报告是进
一步深化改革。李家超寄语议员及社会各界广
纳意见、积极参与，将实事一件件做好。“改革
要因地制宜、张弛有度、拿捏得当。”李家超表
示，相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相
适应之下，大家必然团结一致，带领香港齐改
革同发展、惠民生建未来。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施
政报告守正创新，全方位兼顾经济发展和构建
关爱社会，着力巩固自身优势，谋发展、惠民
生，展现出香港识变、应变、求变的决心。他
说，“我会一如既往，全力支持行政长官施政，
协调统筹各政策局和部门，督导落实新一份施
政报告的各项政策措施。”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立
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表示，施政报告在政府治理、
经济发展、民生建设等方面均提出积极的改革
措施，切实回应社会诉求，为香港的未来发展
勾画了光明前景。

积极进取 共建美好家园

17 日，香港各大本地报章详尽梳理了新一
份施政报告的内容，并给予高度评价。

《大公报》 社评认为，特区政府不仅展现
了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更有改革的实质内容
和措施，有路线图和时间表。特区政府的改
革不是为改而改，不是盲目冒进，而是因应
香港实际情况，把握火候和分寸，稳妥推进，
科学部署，用改革推动发展，在发展中完善
改革。

香港 《文汇报》 社评表示，施政报告充分
体现本届特区政府以识变求变、守正创新的改
革思维，制定一系列兼顾全局和局部、当前和
长远、宏观和微观的创新规划和政策措施，既
巩固香港传统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又
破解民生难点痛点，为民谋福祉。

《香港商报》 时评说，这份施政报告以改革
求变促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可谓谋发展有新
猷，惠民生显承担，增强了社会各界对香港前
景的信心。

英文报章 《南华早报》 评论认为，施政报
告为香港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施政报告强调
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
位，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中的涉港重点内容
一致；住房、养老、青年等民生议题的系列举
措 ， 将 令 香 港 成 为 所 有 市 民 更 美 好 的 共 同
家园。

香港各大政团社团、企业及各界人士表示，
施政报告结合香港实际，推出系列改革举措，
显示本届特区政府积极有为的进取姿态。

（本报香港 10 月 17 日电）  

香港各界积极评价李家超 2024 年施政报告——

勇于革新 务实求变
本报记者  王  尧  陈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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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大江论坛·第四届智库论
坛近日在重庆举行。论坛由台盟中央
主办，台盟重庆市委会承办，重庆两
岸经济研究所协办。两岸专家学者、
台湾青年围绕“加强交流合作 守护
共同家园”主题，开展一系列主旨演
讲、对谈交流活动，通过研讨明共
识、交流聚共识、互鉴增共识，为推
动两岸关系发展贡献智慧、凝聚共
识、汇聚力量。

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
兼秘书长江利平在致辞中称，要和
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
的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意
愿不可阻挡，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历
史潮流不可逆转。他希望，与会专家
学者们找准台企台胞的急问题、两岸
关系发展中的新问题、台海变局中的
大问题，积极出主意、建诤言、献

良策。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台盟重庆市

委会主委王昱谈道，智库论坛聚焦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经济社会融合
发展，契合当前两岸同胞关心关注的
热点问题，希望本次论坛能进一步增
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和心灵契合，为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
长冷波表示，一方面，要综合运用政
治、经济等各项手段塑造更加有利统
一的国际与两岸大结构；另一方面，
也要继续促进两岸融合，推动经贸、
社会、文化等交流，争取岛内民心。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肖日
葵认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大门打开之
后，尽管民进党设置种种障碍，但无
法从根本上恐吓和违背两岸民众要交

流、要合作、要发展的主流民意。大
陆始终以两岸人民为中心出台一系列
涉台政策举措，与岛内民众一道促进
两岸交流合作，这样才最符合两岸最
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熊晓
煜认为，目前大陆各地都在积极打造
富有地方特色的两岸交流文化品牌。
一些持续多年品牌活动，如青春版

《牡丹亭》 巡演，在两岸均有良好口
碑。期待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大家以
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弘扬、传播两岸
共同的伦理、道德、价值和情感认
同，推动实现中华文化在现代生活场
域中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
员陈桂清建议，推动两岸青年交流，
要画好“同心圆”，吸引更多“首来
族”。通过精心选择主题，创新交流

形式，让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了
解大陆。他结合即将出版的 《心安之
处即是家——台湾青年大陆追梦记》
一书表示，要讲好“融故事”，让更
多人了解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故事，
了解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
梦的故事。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副
教授刘性仁表示，两岸青年虽然成长
的环境不同，但因为彼此之间年龄相
仿、语言相通、经历相似，特别是两
岸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将两岸青
年紧紧相连。两岸青年交流已经成为
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有了两
岸年轻人的参与，相互交流才能深化
融合发展。

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副研究员林中威认为，部分台湾“首
来族”在前来大陆交流时更多是一种

“见世面”的心态，大陆应持续扩大
台湾“首来族”工作的正面效应，利
用 微 观 视 角 推 动 台 湾 青 年 的 心 态
转变。

大江论坛是台盟中央对台交流的
重要品牌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
一届。智库论坛是大江论坛系列活动
之一，已连续举办四届。

大江论坛·第四届智库论坛聚焦两岸交流——

画好“同心圆”  讲好“融故事”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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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10 月 17 日电 （王新
娟）“相聚水城 创新未来”海峡两
岸青年文化创新交流活动近日在山
东聊城举办。两岸青年代表、台湾
村里长、台湾书画家等嘉宾通过发
表主旨演讲、分享创新创业经历、
欣赏传统曲艺节目、观看非遗展演
等方式，汇聚推动文化和教育创新
发展力量。为进一步推动聊台职业
院校间交流与合作，“台湾职工教育

与职业培训协会聊城教学基地”也
同步揭牌成立。

两岸嘉宾还共同参访光岳楼、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傅斯年陈列
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等地，深入了
解聊台人文渊源、文化联结，多维度
感受聊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脉动，
在参访互动中体会两岸融合发展的
强劲动能，在交流交往中加深感情、
增进了解，促进心灵契合。

两岸青年文化创新交流活动在聊城举办

新华社澳门 10 月 16 日电 （记
者郭雨祺、刘刚）“第 29 届澳门国
际贸易投资展览会”联动“澳门国
际 品 牌 连 锁 加 盟 展 2024” 16 日 开
幕，场内 10 个展区迎来 16 个国家和
地区企业参展。

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介绍，两
展总展览面积达 38000 平方米，展
期为 4 天，将安排 80 多场经贸活动，
以会议论坛、专题配对洽谈、推介
交流、新品发布、一会展两地、社
区导览等形式，聚焦大健康、现代
金融、高新技术及会展商贸等重点
产业。

展览设置 8 场专题配对洽谈，
涵盖现代金融、采购导向、大健康、
葡语国家产品与服务等主题，邀请
来自中国内地、葡语国家、马来西

亚、新加坡以及港澳地区的企业。
展前预配超过 300场商务洽谈。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福建—澳
门—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交流会”“第
十四届江苏—澳门·葡语国家工商
峰会”“2024 年深澳经贸合作交流
会”等多场经贸活动，通过一系列
细化服务以满足参会方需求，促成
更多经贸合作成果。

专程赶来与澳门企业签约的北
京圣安百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如刚表示，大健康作为澳门五
大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受到澳门特
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政策支持。澳
门作为国际化窗口，对中医药文化
和产品走向世界有着独特的区位
优势。

两展 17日起将免费对外开放。

第29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开幕

据新华社香港电 （黄茜恬） 首
届香港演艺博览近日在西九文化区
举行。这项表演艺术盛事汇聚来自
超过 60 个国家和地区逾 1400 名艺术
从业人员，举办超过 100 场表演、
展览及讲座等活动。

本届演艺博览由香港特区政府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赞助、香港艺术
发展局举办，旨在促进香港、内地
以至全球的艺术文化交流，同时拓
展演艺市场。

据介绍，本届演艺博览包含多
元化活动，为艺术爱好者及专业人
士带来丰富文化体验。博览呈献超
过 60 个表演艺术项目，包括 15 个国
际精品演出和 12 个艺团参与的项目

推介等。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

基致辞表示，香港中西文化荟萃，
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得天独
厚优势，加上世界级的文化艺术设
施和多元化的文化空间，让香港可
以进一步提升作为地区及世界文化
枢纽的地位。此次演艺博览不只是
一个交易市场，更是一个让大家建
立联系、分享想法和促进进一步合
作的平台。

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霍启刚表
示，相信此次演艺博览不仅能凸显
香港作为文化枢纽的地位，更能拓
展香港与全球演艺界的合作，巩固
香港在国际演艺舞台上的角色。

香港演艺博览将举办 100 余场活动

近日，以“棒舞青春 情融塞上”为主题的 2024 海峡两岸 （宁夏） 青年
慢投垒球邀请赛在宁夏银川开幕，共有 15 支球队参加，其中台湾球队 12
支、大陆球队 3支。图为来自台湾 SUN STAR 队的球员在比赛中庆祝。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台湾嘉宾在山东聊城海源阁古籍文化中心了解藏书文化，欣赏古籍精品。
聊城市台办供图  

据 新 华 社 香 港 电  首 届 “ 香
港·家庭暨妇女发展高峰会”近日
在港举行。本届峰会以“发挥巾帼
力量、传承良好家风”为主题，邀
请不同地区的妇女或家庭政策的主
要决策人、各界成功女性、不同背
景的家庭代表和非政府机构代表等
担任演讲嘉宾。与会者讨论和分享
家庭及妇女发展在建设和谐社会及
推动国家发展上的重要性。

本次峰会由香港特区政府民政
及青年事务局、香港妇女事务委员
会等机构合办，活动包括一个主题
演讲和两个专题论坛。在“促进家

庭和妇女发展 共建和谐社会基石”
的演讲中，嘉宾分享了各地推动家
庭及妇女发展方面的经验和成果。

“相信在香港特区政府的带领
下，女性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更广阔的创新平台，进一步激扬巾
帼之志，奉献巾帼之力，彰显巾帼
之美，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砥砺奋进。”全
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妇女儿
童工作委员会委员马列坚说。

此外，与会嘉宾就“发挥巾帼
力量”“传承良好家风”主题展开两
场深入讨论。

首届“香港·家庭暨妇女发展高峰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