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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蒲江生产的专利果品
“东红”猕猴桃9月份成熟。9月
17 日，海峡两岸农业产销公司
将联手在台北举行“四川猕猴桃
推介会”，“东红”猕猴桃首发台
湾，即将在“全联社”等连锁店
上市。据四川的农产工作人员介
绍，四川是中国绿色猕猴桃之
乡，其中蒲江是主要的猕猴桃产
业基地，享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地位。此次出口台湾的“东红”猕
猴桃是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培育的
专利产品，为首次在台湾上市。

图为推介会上来自四川的产
销商剖开猕猴桃展示其“红心”。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澳门特区首个五年发展规划自去年 9 月正
式颁布以来，已上路一年。这是澳门回归以
来，特区政府首次尝试制定中长期发展思路和
蓝图，以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
战，从而助力澳门实现经济适度多元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本地研究机构有
关该规划首年成效的评估认为，规划起步稳
健、方向明确，在改善民生方面成效显著，经
济适度多元方面亮点颇多。而与国家发展战略
的进一步融合，则为特区长远发展带来了强劲
而持久的动能。

改善民生进展顺利，有序推进

在这份 《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中，民生规划位置最为靠
前，篇幅最大。在21项“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目标的项目”中，民生方面的项目有16
项，占 76%，主要涵盖医疗、社会保障、教育
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

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鄞益奋副教授说，首年以来，五年规划中的民
生项目总体进展顺利，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中
原定2020年实现“完成第二层《非强制性中央
公积金制度》 的构建”目标，鉴于该法律将于
2018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这意味着该目标将在
2018年初提前实现。

政府在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及教育方面的
公共财政支出比例的完成进度也较为理想。
2016年政府在医疗保健职能的开支占政府财政
开支的比重达 10.3%，比 2014 年的 9.2%、2015

年的10.2%均有增长；社会保障职能的开支占比
则从2015年的24.3%增加到2016年的25.2%；教
育职能占比从 2015 年的 14.7%增加到 2016 年的
14.9%。

鄞益奋说，还有一些有序推进但需加大建
设的领域。例如每千人口中的医生、护士和病床
比例均有提升，但病床方面尚需加大建设力度。

经济适度多元，找方向有突破

国际展览业协会近日发布报告，将澳门评
为过去 5 年表现最出色的展览市场。其净销售
展览面积自 2012 年到 2016 年的升幅高达近
200%，为全亚洲升幅最高的地区。6 个本地展
览品牌获国际展览业协会认可，涉及商贸、环
保、汽车、游艇、航空等领域。

报告还认为，澳门净销售展览面积有一定
增幅，且平均每一展览录得近 210 万美元收
入。澳门的展览市场表现优于整体经济表现。

五年规划推出一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和企
业界在经济适度多元方面进行了有效尝试与突
破，在发展中小企业、特色金融和会展业等领
域颇有亮点。

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讲师吕开颜说，五年规划对澳门未来发展制定
了预期目标，这本身就很有意义。“五年规划里
提出，争取提高非博彩业务收益占博企总收益
的比重达9%或以上，这对发展经济适度多元是
个量化指标，对政府和企业就是目标和动力。”

由特区政府推动的本地中小企业采购合作
计划，已经让澳门的小微企业与大型休闲娱乐
企业签订外包采购合约，接受国际标准的培

训。不少食品供应、设计装潢领域的本地小微
企业和青年创业企业借此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达到国际化供应水准。

“五年规划的第一年让政府和企业都去尝
试，并在一些领域上有了进展，为未来几年的
持续发展指明方向。”吕开颜说。

融入国家发展，培育长远眼光

五年规划推出一年来，澳门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等多个国家重要发展
规划，并通过多个区域合作机制融入到整个国
家经济发展当中。

“澳门拥有东西文化交融400年的历史，这在
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有着先天优势。”澳门科技大
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成昆说，澳门在参与
国家重要发展规划中，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2017年7月1日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
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除继续肯定澳门作为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
服务平台外，还首次提出将澳门建设成“中华
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有望今年底通车的港珠澳大桥更是为澳门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提供了便利，
有益于澳门的旅游业、会展业、物流供应等支
持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刘成昆说，中长期发展规划对澳门既是新
事物，又对特区政府和业界有所启发，一些行
业已经开始了中长期规划。这种长远的发展目
光为澳门提供了持续前进的动力。

新华社澳门9月14日电（记者王晨曦、刘
畅、胡瑶）

积跬步 至千里
——澳门特区五年规划颁布一年间

本报台北9月14日电（记者陈晓星、孙立极） 第八届大陆
古籍书展暨首届线装图书展 9月 14日在台北传统书街重庆南路
天龙图书公司开幕。60 多家大陆出版机构出版的 5000 种古籍、
艺术、线装类图书亮相台北。

此次展览的台湾主办方台湾两岸出版交流协会理事长沈荣
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基本已经不出版线装书了，感谢
大陆同行出版了很多优秀的书籍，这是台湾读者喜爱的。他呼
吁台湾主管机构“松绑”，能让大陆同行在日渐凋零的重庆南路
书街上开办有特色的书店，给这条书街增添生机。他说：“现在
年轻人都在滑手机，但我看好纸本书，根据我30多年的专业判
断，纸本书包括线装书是有前景的。”

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秘书长张万兴在开幕式上致辞表
示，参展图书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其中，部分书籍是大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项
目图书，弘扬了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
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他介绍，该书展已成功举办
了七届，成为海峡两岸古籍、艺术、线装类图书交流合作的一
个常设平台。鉴于线装书以独特的内容存在和审美价值成为中
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显著标识，并在台湾有着成熟与广阔
的市场价值，应台湾读者与业界要求，本届书展同时举办“首
届大陆线装图书展”。

本届展览由大陆九州文化传播中心、台湾两岸出版交流协
会、上海香港三联书店共同举办。展会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
两岸古籍、艺术、线装专业类图书出版发行座谈会和两岸专业
类图书版权洽谈会等。

一起唱歌跳舞，一起分享美食……9 月 12 日、
13 日，参加 “守望精神家园——第四届两岸非物
质文化遗产月”活动的贵州苗族、侗族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走进台湾台东县的少数民族部落，
聊家常、谈传承，有火花、有共鸣。

“这些扣子是我们做的”

在台东县卑南乡下宾朗部落，苗族剪纸传承人
姜文英来到巴儿拉邦红坊，看到桌上的盘扣便笑
了：“这些扣子是我们做的。”姜文英说，在贵州省
剑河县，一些婆婆妈妈们在家会做些手工盘扣出
售，“没想到会卖到台湾。”

巴儿拉帮红坊以传承卑南传统服饰制作为己
任。红坊工艺师林静怡与苗绣传承人区东花、姜文
英交流了彼此用针的方法。卑南服饰传统中有一种
棱形图案，林静怡介绍，这种图案描绘的是祖灵的
眼睛，绣在长辈的衣服上。区东花则表示，我们也
有这种图案，不过代表的是“牛眼睛”。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织布机前。在卑南纺织师
孙菊花改良的织布机前，区东花与姜文英都小试了
一下身手。姜文英带来的手工织锦，得到孙菊花的
称赞，“做工很细”。

在孙菊花工作室，她们还见到了年轻的编织师
孙家仪。除了医师助理的本职工作，孙家仪每天用
两三个小时向姑姑孙菊花学习编织。孙家仪说，这
项手艺部落除了 80 岁的孙菊花外已经没有人会了，
她最初学习编织是受命传承，不过学了 5 年，她已
感受到繁琐编织的乐趣。

“两岸非遗保护各有长处”

“不能让祖先的宝贵遗产在我们手中消逝”是贵州
参访团在部落聊得最多的话题。12日，在台东县排湾
人拉劳兰部落，活动主办方举办了一场小小的沙龙。

台东大学教授林永发和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副主任龙佑铭分别介绍了台湾和贵州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想法和做法。部落作家撒可努则讲
述了拉劳兰部落年轻人如何寻找失落的传统。他介
绍，自己20多岁时离开部落到城市闯荡。在这个过
程中，他发现部落的文化正在消失，于是返回部落
创办“猎人学校”。他说，排湾人原是一群生活在山
林间的豪迈勇者，他一直记得父亲传授给他的猎人
智慧，所以他回到部落带领青年恢复传统文化，做
一名坚守在部落的“现代猎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中心主任田青发言时
表示，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有长处。大陆是
由政府主导、群众参与，自上而下式推动，产生积
极效果。台湾民间则是由下而上式，民众自发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撒可努所说的从部
落保护开始，这一做法值得大陆借鉴，

“老百姓自己认识到文化好，才能真正保
护下去。”

“把中华文化的根与魂传承好”

两岸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特
别意义。龙佑铭认为，“文化是我们中华
儿女的精神纽带。海峡两岸有责任把中华
文化的根与魂传承好、保护好，使之绵延
不绝。”

文化的确是最好的名片。13 日，在
台东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李飞龙带着 14
岁的王昆娥、16 岁的王祥表演苗族芦笙
舞“滚山珠”。他们边跳边吹芦笙，同时
还有高难度的杂技表演，现场一片喝彩
声。初次见面还略带腼腆的台东高商学
生，对两位同龄表演者立刻有了亲切感。
参访团离开时，他们争相与王祥、王昆娥

击掌道别并合影留念。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的侗族大歌，由几位年轻表演者在无任
何伴奏的情况下清亮唱出，他们在拉劳兰部落头人
家门前、下宾朗部落的小广场前的表演，都赢得阵
阵掌声。苗族泥哨传承人王登书走上台东县介达小学
的讲台，介绍泥哨的制作技艺。学生们在他指导下为
泥哨上色，调皮的男孩子也认真地勾起线来……

12日、13日晚，贵州参访团与拉劳兰部落、下
宾朗部落欢聚晚餐。长条桌上，摆着月桃叶包的排
湾祈纳福，苗族的五色糯米饭，部落自酿的小米
酒。部落长辈着传统服饰盛装出席，贵州少数民族
代表也身穿民族服装、头带银饰，宾主载歌载舞，
把酒言欢，一见如故……

贵州少数民族走进台湾部落
本报记者 孙立极 陈晓星

贵州少数民族走进台湾部落
本报记者 孙立极 陈晓星

图为贵州苗绣传承人在台东县卑南乡下宾朗部落与巴儿
拉邦红坊的工艺师交流用针技法。 本报记者 孙立极摄

大陆古籍书展台北登场

大陆古籍图书在台北传统书街重庆南路展出。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本报澳门9月14日电（记者苏宁） 应澳门特区
政府邀请，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家减灾委员
会组织多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昨天抵达澳门，
实地察看，协助澳门总结和评估“8·23 风灾”，检
视、完善重大灾害应变总体计划。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当天在政府总部会见
了由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国务院应急管理专
家组组长闪淳昌率领的国家减灾委专家团队一行 22
人，专家们来自防灾救灾总体规划、预警、气象、
水利、建筑、电力、通讯、消防等多个领域。

崔世安首先感谢中央政府和各部委在短时间内
高效地组织了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团队来澳，协助
特区政府检视和完善重大灾害应变计划和预案，因
应“8·23 风灾”，就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等系列措
施，进行研究并给予指导。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
配合专家团队的工作，期望能吸纳专家团队的意
见，共同制定短、中、长期应对自然灾害的计划和
部署。

闪淳昌表示，专家团队将全力以赴做好台风灾
害的各项评估总结工作。依法依规在特区政府领导
下做好咨询和参谋。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
验教训，并提出应对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建议。

专家团队在听取了特区政府就“8·23 风灾”的
整体工作汇报后，今天分成防灾减灾、气象、建
筑、水利、电力、电讯、灾后救援等多组，分别赴
各相关单位和现场调研考察。

澳门中联办主任王志民 9 月 13 日晚也会见了专
家团队一行。他说，国家级减灾专家组的到来，再
次传递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澳门的关心关
怀，进一步增强了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推进台
风灾后恢复重建的信心，有助于发挥“一国两制”
制度优势帮助特区提升应对重大灾害能力和水平。

王志民表示，特区政府在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对重大灾害应对机制及时进
行检讨，特别邀请国家减灾委专家组来澳指导工作，既是回应澳门广大市民
的期盼，也是对特区高度负责的体现。希望各位专家在澳期间充分发挥专
业所长，深入调研并向特区政府积极建言献策、出谋划策，争取尽快拿出
成果，为特区重大灾害应对机制建设助力，不断丰富澳门“一国两制”成
功实践的新经验。希望各位专家支持帮助特区对重大灾害应对机制建设作
出顶层设计，进一步提升重大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在建立澳门与内地
应急联动机制方面作出新的探索，包括总结完善驻军协助应对重大突发紧急
情况和重大灾难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应急情况下救灾物资通关便利措施、结
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探讨构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联动响应机制和建立应急
物资调配基地等。

新华社台北9月14日电（记者何自力、潘丽君） 台湾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 14 日推出中文繁体版的马克思 《资本论》 预购。
联经出版发行人林载爵表示，这是距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
出版 150 年后，台湾首度取得权威中文译本繁体版授权，出版
250万字、全三卷的《资本论》。

林载爵表示，台湾大多数人没有读过马克思的 《资本论》。
《资本论》 是影响人类文明的思想巨著。联经出版选在 《资本
论》 出版至今150周年之时，出版繁体版全三卷 《资本论》，是
为补足台湾经典阅读的这个漏洞。

林载爵认为，只要有资本存在，这部书就有阅读价值。只
要还有资本主义，《资本论》就可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当今世界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林载爵介绍，联经出版是目前唯一取得中共中央编译局正
式授权，出版中文繁体字版《资本论》的台湾出版机构。

为了适应台湾读者的阅读习惯，林载爵表示，联经此次投
入10多人的编辑团队重新校对，同时将译名转化为台湾读者惯
用的，此外还重新制作索引。

联经中文繁体版的马克思 《资本论》 全三卷包括：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及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汇总他留下的草
稿和大量笔记、论文，整理编撰出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共约250万字。联经出版以
18开精装本印行，出版1500套典藏纪念版。

台湾推出中文繁体版《资本论》台湾推出中文繁体版《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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