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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无旁贷 矢志不渝

随后的 3 天时间里，两岸嘉宾在文学主论
坛、7 场分论坛、10 余场展演展示及文化交流
参访活动中以文会友，共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
发扬。

就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
力，与会两岸人士展开讨论。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
时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
属。中华文化历来重视以和为贵，守护共同家
园，我们责无旁贷；中华文化历来强调民为邦
本，增进同胞福祉，大陆始终如一；中华文化
历来崇尚自强不息，实现民族复兴，我们矢志
不渝。

“两岸分隔 70 多年，文化的发展和演进当
中，产生了不少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
但这正是未来两岸交流合作中非常丰富的课
题。”刘兆玄说，台湾近年来有人推动“去中国
化”，试图将台湾从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剥离出
来，这是对历史记忆的割裂，是自绝于中华文
化，是自断文化根源的严重错误。

台湾中华文教经贸创意协会荣誉理事长洪
孟启表示，两岸同胞的血液中蕴藏着共同的感
觉、感情和认同。两岸对文化的传承、弘扬与
发展特别是对民族复兴伟业，都有着不可推卸
的责任。

文学乡土 诗词家园

文学主论坛上，台湾作家杨渡以“1945 年台
湾光复的人文记忆”为题，分享了几位台湾文学界
人士对台湾光复的记忆。时年 12 岁的林文月，从
父亲口中听到“台湾人不再是二等公民”；陈逸松
在日记中记下，永远忘不了获知光复消息时喝的
那杯茶的茶香，因为那代表从零开始的新生；台南
作家吴新荣丢掉家中被日本人强迫供奉的日本神
像，重新摆上从床底下找出的祖先牌位……历史
巨变中真实而深沉的情感，引发在座听众共鸣。

杨渡以台静农、林文月等在台传播中华文化
的故事为例，说明中华文化在台湾传承深远、润物
无声，即使日本窃据台湾数十年，台湾光复后仍有
无数台湾民众展现出深厚的中华文化认同。

台湾散文作家黄碧端介绍了台湾光复后现代
文学的发展历程。“当前在台湾，文学遭遇极大挑
战，一些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等都在苦撑局面。”她
不无忧虑地说，进入网络时代，阅读者变为观听
者，媒介所呈现的内容因简化而降低品质。更严重
的是，台湾语文课本删减了文言文比例、调减课时
数，使得年轻一代的文字能力普遍下降。

“中文本身就是一种乡土，诗词本身就是一
种家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表示，当我们
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时代迷失在键盘之中，想
一想中国诗词中的春秋往来，就能唤醒两岸同
道者更多的共同记忆，“我一直相信文化这种血
脉永远无法斩断。”

影视音乐 共振共鸣

“我看了三遍 《繁花》，太喜欢了”，曾出演
电视剧 《新白娘子传奇》 的台湾制片人、导演
阮虔芷受访时说。她和 40 余位两岸影视从业者
一起，参加了 2024 年第十三届海峡两岸电视艺
术节暨首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电视论坛。

除了被大陆剧“圈粉”，很多台湾嘉宾亲身推动
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台湾导演林育贤向记者回忆起
十多年前因电影《翻滚吧！阿信》来大陆路演的情
景。行前他也曾心存疑虑，实地交流后就发现，能打
动台湾观众的作品，同样能打动大陆观众。

“每次和台湾电影人合作，我都感觉特别亲
切。”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江平在此次峰会的
电影论坛上表示，台湾导演对情感有细腻体察，
大陆导演有技术、创意和动力，共同挖掘题材
资源，携手深度融合创作，必能产出优质佳作。

“近年来，台湾涌现了大批青年导演，但两
岸导演交流不似当年热烈。”台湾导演朱延平
说，业界生态断链将会影响台湾电影行业发展
前景，他鼓励台湾导演跨海探索，盼论坛成为
交流合作起点，增加对话、包容与理解。

一线娱乐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季声珊认为，
两岸在音乐演出、创作及艺人经纪等方面联系
密切、互动频繁，相关领域市场繁荣活跃。希
望推动两岸加深音乐领域合作，让两岸音乐人
产生更多共振共鸣，将中华文化的内涵更好融
入作品中。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
——首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综述

本报记者  王  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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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当中，我
们从语言、文字、饮食、
节庆、信仰、伦理到思考
方式，都受到中华文化的
浸润。无论分隔多长时间，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之间
最根本的连结，不会随着
时间而断绝。”在近日于北
京举办的首届海峡两岸中
华文化峰会开幕式上，台
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
会董事长刘兆玄致辞时
表示。

广深沿江高速二
期工程位于广东省深
圳市宝安区境内，包
括深中通道深圳侧接
线和国际会展中心互
通立交两部分，建成
投入使用后将更好助
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
互通。图为近日拍摄
的 广 深 沿 江 高 速
二期。

陈志强摄  
（人民视觉）  

本报香港 10 月 27 日电 （记者
陈然） 由紫荆杂志社和香港教育工
作者联会主办的第七届“紫荆杯”
全港中小学生知识竞赛总决赛暨颁
奖典礼 26 日在香港举行。本届竞赛
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为主题，共吸引全港 400 多所
学校、5万多名学生参与。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
视频致辞表示，此次知识竞赛胜负
只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同学们在参
赛过程中能够加深对国家历史和发
展的了解。希望同学们作为中华儿
女能积极装备自己，以后成为可堪
大任的栋梁之材，为建设美好香港、
实现民族复兴积极贡献力量。

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致
辞说，参与此次比赛的学校数目和人
数均超过上届，参赛学校和师生对此
次活动高度重视，让更多香港青少年

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的发展
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加深香港青
少年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

培侨小学学生吴宇航代表参赛
选手发言说，此次比赛不仅是一场
知识的比拼，更是一次爱国主义教
育的洗礼。它激发了同学们内心深
处对祖国的热爱和自豪，未来定会
更加努力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发展
贡献力量。

据介绍，本届竞赛聚焦新中国
成立 75 周年以来各方面成就以及

“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实施
5 周年等重要里程碑事件。中学组
和小学组冠军分别由仁济医院王华
湘中学和吴氏宗亲总会泰伯纪念学
校夺得，比赛获奖队伍随后将前往
中国内地，开展主题为“游学神
州”的参观考察活动。

本报台北 10 月 27 日电 （记者
金晨）“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
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着路，
指引我们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
荣，你为爱国而牺牲！”

26 日下午，台湾“50 年代白色
恐怖政治受难者追思慰灵大会”在
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举行。近 400
名来自岛内各地的白色恐怖受难人
及其家属和各界代表来到新店溪
畔，鞠躬、默哀、献花、合唱 《安
息歌》，共同缅怀白色恐怖时期为追
求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而牺牲的进
步人士。

20 世纪 50 年代，宝岛台湾被白
色恐怖笼罩，许多怀抱爱乡爱国情
怀和改造社会理想的两岸进步人士
遭到迫害，魂断马场町刑场。1993
年以来，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
会每年在马场町纪念公园举办秋祭
活动，慰藉先烈英灵。

“今年秋祭的主题为‘珍惜和

平 守 护 民 主 两 岸 同 心 振 兴 中
华’，这反映出我们对当前两岸关
系的担忧，以及对两岸未来的期
盼。”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
总会长周弘奇表示，民进党当局打
着“反中”旗号，阻碍正常的两岸
往来，令人深感不安，呼吁民进党
当局放弃对抗路线，回到两岸交流
的正轨。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从大陆发来
祭文表示，我们在此祭奠先辈，就
是要继承先辈的精神、追求他们的
理想，团结更多台湾同胞共同反对

“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为实现
两岸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景而奋斗。

仪式上，和平朗诵队现场诵读
了 《度过这冷的冬天》 等诗文，和
平歌咏队献上 《手拉手祖国更美
丽》 等歌曲。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
及其家属代表分别致辞，共同缅怀
先辈、祈愿未来。

本报北京 10 月 27 日电 （记者
任成琦）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7 日应询指出，“台独”与台海和
平水火不容。赖清德当局上台以
来 ， 妄 图 “ 倚 美 谋 独 ”“ 以 武 谋
独”，不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正告
赖清德当局，买武器买不来安全，
只会让台湾更加兵凶战危。祖国统
一是历史必然，“台独”分裂行径和
外来干涉阻挡不了大势，动摇不了
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
的决心意志。

有记者问：美方日前宣布新一
轮售台武器计划，民进党当局表示

感谢，并称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
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在答问时作
上述表示。

朱凤莲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
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一
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一再
违背其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
诺，助长“台独”冒险行径，破坏
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对此坚决
反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
一七”公报规定，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
信号。

本报北京 10 月 27 日电 （记者
柴逸扉）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6 日应询指出，10 月 25 日是台湾光
复 79 周年纪念日。台湾光复、回归
祖国，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
中华儿女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
成果，理应为两岸同胞所共同铭
记。在这样的重要时刻，赖清德之
流一方面对台湾回归中国的历史事
实有意避而不谈，试图一步步抹除台
湾同胞对抗战的记忆；另一方面蓄意
歪曲中国内战的历史，以所谓“民主
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抗
记忆，兜售“台独史观”，妄图混淆视
听、蒙蔽岛内民众，再次充分暴露其

“谋独抗中”本性和媚外嘴脸。
有记者问：10 月 25 日，在岛内

各界集会纪念台湾光复 79 周年之
时，赖清德却到金门参加相关活动
纪念 75 年前的一场战役，声称“不
能也不会让任何外部势力改变台澎
金马未来”，鼓噪“对抗威胁”。对
此有何评论？朱凤莲作上述回应。

朱凤莲表示，搞“台独”不可
能有未来。台湾的未来，在于祖国
完全统一，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台湾回归中国的历史不容忘
却，两岸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
阻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本着对历
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顺应历史
大势，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决
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与
我们一道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

国台办：

“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动摇不了
我 们 解 决 台 湾 问 题 的 决 心 意 志

国台办: 

赖清德避而不谈台湾回归历史事实

暴 露 “ 谋 独 抗 中 ” 本 性

香港举办第七届“紫荆杯”全港中小学生知识竞赛

台 湾 秋 祭 白 色 恐 怖 受 难 者

    图为与会者在马场町纪念公园向牺牲烈士献上鲜花，寄托哀思。
本报记者  金  晨摄  

（上接第二版）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持续发力，‘两重’、‘两

新’、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等政策落地显效，
对消费和投资需求形成支撑，将促进价格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方表
示，下一阶段将总体延续 CPI 温和回升、PPI 降
幅收窄的态势。

如何全力抓好第四季度经济工作？
—— 推 动 各 项 政 策 协 调 一 致 、

形成合力，更好释放政策效能，有
信心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

四季度在全年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通常最高，
对完成年度预期目标颇为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地方考察时强调：“要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抓好第四季
度经济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我们将系统抓好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实施，
确保各项重点任务按照时间节点要求落地见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统筹好“点”与“面”。一揽子增量政策既
涉及财政、货币政策，也涉及就业、产业、区
域、投资、消费等其他各领域，还要通过改革加
快建设统一市场体系，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不
断释放和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牵头做好宏观政策的取
向一致性评估工作，确保各类政策有序推出、相
互配合、精准发力。”该负责人说。

统筹好“增”与“存”。抓好四季度工作，
还要强化增量政策与存量政策的协同发力、形成
合力。

例如，在稳投资方面，既要做好已下达 7000
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1 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
里用于“两重”建设的 7000 亿元投资的后续落
地、管理，还要积极谋划相关项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提
前筛选并下达 2025 年“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
投资两个 1000 亿元提前批次项目。其中，“两重”
建设项目 121 个，总投资约 8800 亿元；中央预算
内投资项目 526个，总投资约 9300 亿元。

统筹好“谋”与“干”。大道至简，实干为
要。一揽子增量政策成效如何，关键靠干。安徽

推出有效投资专项行动方案，建立项目申报集中
联审服务机制；湖北出台举措，将工业领域重点
项目生产设备购置额补贴由 8% 提升至 10%；深
圳推出“二三产业混合用地”试点，创新土地供
应方式，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我们将强化部门间统筹协调，推动政策效
应进一步释放，实时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做好政
策预研储备，扎实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国
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随着一系列增量政策尽快落地实施，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深入推
进，总量政策、产业政策和改革政策相互配合，
将产生更大发展合力，增强经济回升动力。”郭
丽岩说。

得益于此，高盛、野村证券、瑞银证券等国
际机构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看好中国经
济发展前景。

“综合判断，四季度经济会延续 9 月份已经出
现的企稳回升态势，实现 5% 左右预期目标的信
心在增强。”盛来运说。

（本 报 记 者 李 心 萍 、 邱 超 奕 、 韩 鑫 、 刘
温 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