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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负起历史责任

“文化、历史、血缘是化解两岸分歧的重要
力量，两岸血缘血脉不可阻断，两岸同属中华
民族的历史不能被扭曲、掏空，两岸文化必须
对接、延续。”新党副主席李胜峰长期担任岛内
政论节目的评论员，他说，脱离中国历史的台
湾史是虚幻、虚假、虚空的。民进党处心积虑
推行“文化台独”，非常荒谬，这是在“亡台
湾史”。

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锡玮表示，面对
民进党当局篡改历史事实、破坏两岸交流的情
形，作为知识分子的两岸媒体人应共同肩负起
历史责任，传播正确知识、完整信息，让世界
知晓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面对美西方国家和

‘台独’势力对大陆发展的抹黑造谣，两岸媒体
人要不惧打压，秉持良知，客观报道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事实。”

“如果你整天看台湾电视新闻，可能看不到
多少有关大陆的新闻，偶尔一两则也是负面报
道。这些经过挑选编排的消息，让台湾民众一
想到大陆，就会觉得‘好恐怖’。”台湾作家、
时事评论员黄智贤说，希望越来越多的两岸媒
体人可以站出来说明真相、说出真话，揭穿民
进党当局和绿色媒体的谎言。

“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行推动‘文化台独’，
但无法垄断台湾媒体报道的所有内容。”台湾

《旺报》 社长兼总主笔戎抚天说，两岸媒体要加
强交流、建立合作管道、共同创制内容，特别
要重视新媒体合作。当两岸民众接收的资讯、

观点相一致，彼此之间就能更加了解，两岸融
合也能更进一步。

继续加强信息交流

“今天是我们自己人的聚会，一家人的聚
会。”主旨发言环节，人民网董事长叶蓁蓁用详
实的案例和数据分析了媒体面对人工智能时代
如何顺势而为，同时坚守正确的主流价值观。
台下的两岸媒体人饶有兴致地聆听，并在演讲
结束后与他进行面对面沟通。

“两岸同胞同祖同源，这是两岸交流最大
的支撑。越是情势紧张，两岸越要加强交流沟
通，而且是深度沟通。”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
汲说，台湾民众的生活习惯、民俗传统、价值
体系都和大陆相一致。如今，大陆在科技发
展、民生改善、社会现代化等方面成就显著。
两岸媒体作为舆论引导的重要平台，在当前形
势背景下，更要加强联系、携手合作，要让更
多 台 湾 民 众 了 解 大 陆 对 台 湾 未 来 发 展 的 重
要性。

“如果两岸不交流，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对
立；通过合作加强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播，才能
增进两岸民众相互了解和信任。”台湾 《中国时
报》 总主笔陈琴富认为，两岸媒体人共同探讨、
推动媒体领域交流，意义重大。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董时认为，当前两岸关
系形势复杂严峻，媒体作为两岸沟通的桥梁，
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要在共同的文化认
同、身份认同基础上，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深度挖掘文化内涵

“两岸就是一家亲，没有办法分得开。”台
湾资深出版人赵政岷表示，希望两岸携手一起
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舞台。

今年 7 月，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卫视中
心和台湾视纳华仁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摄制的 6 集人文纪录片 《两岸家书》 上线，反
响热烈。数据显示，纪录片播出后仅在知名视
频网站 Bilibili 上播放量就超过 4300 万次，居近
期人文类第一名，其中 15% 的播放量来自台湾。

参加本次峰会的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副董
事长洪雷说，两岸媒体人应多以情感引导情绪、
唤醒共同记忆，解锁更多交流可能。“通过播放平
台，两岸年轻人能以非常畅快的形式交流风土人
情、历史人文、家长里短……青年们能看到海峡
另一边同伴的生活方式，大家能够彼此交流。这
是最大的收获，也是我们推出片子的目的。”

台湾 《旺报》 副社长林淑黛建议，媒体人
可以多从文化角度挖掘，聚焦民间信仰与传统
节庆，促进创新文化产业合作。她认为，像

《庆余年》《黑神话：悟空》 等影视娱乐产品在
两岸的流行，说明大陆文化产品对于两岸青年
具有同等吸引力，而背后根源是中华文化的独
特魅力。

自创办以来，两岸媒体人峰会在搭建两岸
新闻交流平台、促进两岸媒体合作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本届峰会分为主论坛和分论坛两个
阶段，两岸 110 余名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
新闻界代表等参会。

两岸媒体人共话携手合作——

“一起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媒体作为两岸沟通的桥梁，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希望两岸携手一起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华文
化推向世界舞台”……在近日于北京举办的第五届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与会人士围绕“新变局下的两岸媒
体融合发展”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来自海峡两岸的资深媒体人表示，在当前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情形下，两岸媒体更需要加强联系，肩负起
促进两岸交流、增进同胞感情的责任，展现真实的大陆，说好两岸交流的故事，促进融合发展、民心相通。

以“一起”为主题的第十五届
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 11 月 3 日在

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共 240 组青
少年美术作品参展，打造了以艺术

联通两岸的“童画天地”。
“‘一起’的内涵足够广阔，它

意指两岸之间的城市与乡村、大人
与孩子、文明与岁月等不同维度的
互动合作。”在策展人周樱看来，
具有柔软温和内核的儿童画作是联
结两岸的力量，“这种温柔坚定的、
细水长流的作用力更能感染人、感
动人，鼓舞大家一同为理想未来
努力”。

各地青少年以不同内容与风格
的作品呈现主题“一起”。台湾孩
子用画作邀参观者“登台北 101 大
楼”“一起擂茶”“与台湾少数民族
共舞”；新疆孩子绘出牧场上牛羊
闲适安逸的秋景；陕西孩子在画中

“与伙伴同走故乡小路”……
本届大展的“明星展品”属台

南小朋友创作的 《哥俩·一起》。
画中，来自大陆的大熊猫与台湾的

黑熊分享食物，上方有孔雀、小熊
猫、豹猫、梅花鹿、台湾蓝鹊等动
物为伴，憨态可掬的形象吸引不少
观众驻足。

作为大展的台湾主办方负责人
之一，台湾中华日报副社长黄秋儒
甚为喜爱这幅作品。“这幅画作在
两岸都颇受欢迎，它是小朋友们希
望和平发展、相亲相爱的质朴表
达。”黄秋儒说，青少年通过彼此
笔下童画看到更生动的两岸风土人
情，也从细微处弥合隔阂。

中国儿童中心高级美术教师龙
念南是连续 15 届的大展评委。他
回忆，30 年前初次赴台时，两岸
美术画作差异比较明显，随着几十
年来两岸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
面交流日益密切，绘画技法上的区
别逐渐淡化，而画作中共同蕴含的
东方韵味与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则
愈加突出。

15 年来，此项大展征集了近
30 万件来自大陆 31 个省区市和台
港澳地区的青少年作品，在两岸举
办了 80 余场巡展，参观人次超百
万。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11 月 12 日，
在此期间，台湾巡展季高雄展也将
同步举办。

第十五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在京举办——

以童画展现“一起”的力量
张杨彬 文/图

第十五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吸引不少小朋友前来观展。

时下，福建
省南安市金淘镇
东溪村的补种晚
稻进入收获期，
农户们抢抓农时
收割晚稻，确保
颗粒归仓。图为
村民驾驶收割机
抢收晚稻。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本报南宁11月5日电（记者任
成琦） 以“推进交流合作 深化融合
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十届桂台经贸文
化合作论坛4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
宁市开幕。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蓝天
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出席开幕
会并致辞。

蓝天立在致辞中表示，桂台经
贸文化合作论坛已经成功举办 20
届，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作为大陆与
台湾进行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先行
省份之一，广西深入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推
动两地交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张志军表示，大陆将通过深化
交流增进两岸同胞感情，通过融合
发展厚植两岸共同利益，持续为促

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加大政策
供给、加强制度保障，助力台商台
企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参与高质
量发展，更好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
机遇与成果。

夏立言表示，连续举办 20 年的
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带动了台
商在广西的投资发展，成为桂台深
化各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我
们要重视“九二共识”发挥的重要
作用，捍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
果，持续加深两岸交流合作。

本届论坛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举
办。论坛上，两岸企业家代表共同
回顾 20 年来桂台交流成果，并围绕
桂台产业合作、两岸文化交流、文
旅融合发展、农企产业合作等作主
题演讲。

本报香港11月5日电（记者陈
然） 由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香港
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和未来之星同学
会联合主办的“第十四届全港学生
中国国情知识大赛”决赛暨颁奖典
礼 3日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

主办方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本届大赛以此
为主要内容推出全新赛题及赛事交
流活动，旨在进一步让香港学生深
入了解祖国的发展历程及卓越成
就，增进对国家及民族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同时，本届大赛加入了国
家安全和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的相关
内容，以及经济、民生、科技、体
育、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发
展成就。

据统计，今年参赛的香港大专

院校及中小学共有 220 间，覆盖全
港 18 区，参与学生数量达 8000 多
名。决赛中，个人赛和团体赛均分
为小学组、中学组以及大学组，各
组别分设冠、亚、季军。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副总经
理娄冰致辞表示，比赛可以更好地
促进全港学生了解国情，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他说，大赛不仅是同学们
知识水平的角逐赛，更是一个展示
香港青少年拼搏、勇气与合作的重
要窗口。

“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
自 2011 年创办以来，至今已举办 14
届，成为全港青少年学习中国历史、
了解中华文化，增强祖国认同感和
归属感的重要平台。

第二十届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在南宁举行

香港举办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在建城际铁路最大直径盾构机“羊城号”在广花城际
铁路广州方石站始发，该设备最大开挖直径达 13.56 米，将负责方石至白方盾
构区间“单洞双线”掘进任务。 建设中的广花城际铁路是串联起珠海、中山和
广州南沙、番禺、白云、花都的大湾区南北向轨道交通大动脉。图为建设者在

“羊城号”盾构机始发前进行设备检查。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上接第二版）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 2023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

介绍了国有资产总体情况、管理情况和上年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提出下一
步工作安排。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 2023 年
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专项报告介绍了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总体情况、管理工作情况、工作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
一步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举措：推进制度建设，促进国有资产
规范管理；深化盘活利用，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益；压实工作责任，推动
部门履职尽责；夯实管理基础，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持续加强公共基
础设施资产管理，提升公共服务效能。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
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调
研报告。报告介绍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本情况、管理情况和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相关建议：进一步细化分类管理、理顺管理体制、健全管理制
度、提升使用效益、提高资产管理信息化水平。

会议听取了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建设进展与成效、
面临的形势与问题，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考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自主科
学确定“双一流”标准；构建高质量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建设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打造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力量；创新国
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组织管理体系；提升资源配置和财务治理水平。

会议听取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关志鸥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防沙
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防沙治沙主要工作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
题，提出下一步重点工作：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歼灭战、攻坚战、阻击
战；全面加强依法治沙；持续推进科学治沙；健全完善政策机制；主动讲
好防沙治沙中国故事；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作的关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
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 2016 年以来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及成效、当前面临的
问题和困难，提出推动行政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和建议：坚持党对
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强行政争
议实质化解；以严格公正司法做实监督、支持；进一步加强行政审判队伍
建设。

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作的关于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
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主要工作和成效、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
下一步工作打算和建议：强化政治建设，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强化行政检察履职，
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化行政检察改革，持续提升履职质效；提升专
业素能，锻造过硬行政检察队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
何维、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秘书长刘奇出席
会议。

国务委员王小洪，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成员，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会主要负
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