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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 15日电 （记者
杨子岩） 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机
构、学术群体、社会组织与行业部
门的代表今日在“包容与多样——
无障碍发展国际学术大会”上发布

《通用无障碍发展北京宣言》，倡导人
居环境建设应遵循“通用无障碍”原
则，确保人居环境与基本服务无障

碍、信息无障碍，确立无障碍发展的
范式，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模式，以促
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充分和平
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促
进对残疾人固有尊严的尊重。

此次国际学术大会由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指导、清华大学无障碍发
展研究院主办。

无障碍发展学术大会召开无障碍发展学术大会召开

本报北京10月 15日电 （记者
张燕萍） 日前，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主办，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 司 承 办 的 第 三 届“YOU 爱·有
LOVE”留学英才相亲会在北京举行。

据介绍，为留学归国人才举办
这场量身定制的互动相亲活动，主
要是为青年留学英才搭建展示自
我、沟通交流的平台，创造收获友
情和爱情的机会。

留学英才相亲会在京举办留学英才相亲会在京举办

新华社北京10月 15日电 （记
者伍岳）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5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第六届中法青
年领导者论坛的双方代表。

王岐山表示，当前人类社会面
对许多共同机遇、风险和挑战，没
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经济全球化
是大势所趋。中法都是拥有深厚历
史文化积淀的伟大国家，今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和马克龙总统为新
时期中法关系发展规划了蓝图，双

方应加强各层面各领域的了解、对
话与合作，把蓝图变为现实，共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两
国青年不断加强往来、增进了解、
深化合作，为打造更加富有活力、
可持续发展的中法关系作出贡献。

论坛代表表示，中法青年领导
者论坛是两国青年交流的重要平
台，将继续致力于凝聚共识、促进
合作，推动中法关系和世界和平发
展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王岐山会见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代表

本报北京10月 15日电 （记者
陈劲松）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自然
灾害以洪涝、台风灾害为主，各类
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1.3 亿人次受
灾，563 人死亡，54 人失踪，509.6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9.6万间房屋
倒塌，21.6万间严重损坏，118.9万
间 一 般 损 坏 ； 农 作 物 受 灾 面 积
19120.2千公顷，其中绝收2534.4千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2522.8 亿元。
这是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委办公
室今天对外发布的消息。

据悉，总体来看，全国自然灾
害灾情较去年同期偏轻，其中，死
亡失踪人口、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

经济损失分别减少31%、31%和20%。
前三季度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

有：洪涝和地质灾害“北增南减”，
北方部分省区灾情较重；台风登陆
个数较常年同期偏多，灾情较去年
明显偏重。此外，前三季度低温冷
冻和雪灾集中发生，灾情明显偏
重；强对流天气发生次数偏少，风
雹灾害相对偏轻；东北地区出现干
旱灾害，损失相对偏轻；地震灾害
损失相对偏轻，云南震情相对较
重，云南墨江县5.9级地震是今年以
来发生在我国大陆地区震级最高、
灾情最重的地震，造成2000余间房
屋倒塌。

前三季度

自然灾害致全国1.3亿人次受灾
前三季度

自然灾害致全国1.3亿人次受灾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委
员长会议1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 10 月 22 日至 26 日在北京举
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刑事诉
讼法修正草案、人民法院组织法修
订草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
案、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草案、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救援衔条例
草案、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
案、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

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
议关于提请审议公务员法修订草案
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公司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关于提
请审议野生动物保护法等15部法律
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关于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
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
点和有关问题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
告和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延长授权国
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制度试点期限的决定草案的
议案；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请
审议关于专利等案件诉讼程序若干
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栗战书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栗战书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

本报电 首届 2018 北京·运河
国际艺术周日前在北京市通州区文
化馆落下帷幕。本次活动由北京市
文化局和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北
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
自希腊、德国、荷兰、巴拿马四个
国家的艺术团体，通过文艺演出和
互动展览的形式，探索运河文化带

建设，促进运河国家的艺术交流。
中国非遗团队与参加艺术交流

的希腊、荷兰、英国、德国、巴拿
马团队一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展览
图片、民族服饰、特色饰品、视频
影像等，集中展示和再现了各国具
有时代特征的运河风情，给现场观
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艺术体验。

北京·运河国际艺术周落幕

本报荷兰海牙10月15日电 （记者白阳、郑
彬、方莹馨） 当地时间10月15日上午，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海牙首相府同荷兰首相吕特举行会谈。

李克强积极评价中荷关系与互利合作取得的
积极进展。他表示，中荷高层交往密切，习近平
主席与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实现互访，有力推动
了中荷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在当
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背景
下，中方愿同荷方通过更加开放的务实合作，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向外界释放中荷、
中欧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致力于促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积极信号。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就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同
荷方加强沟通协调。世贸组织改革应坚持继续保

持贸易自由开放的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
益，缩小南北差距，应当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
不能搞排他性、小圈子。应当本着互谅互让的原
则，循序渐进往前走。中方坚定维护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将会继续做出艰苦努力落实所作承
诺。各方应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照顾发展中国家合理关切。中方愿借鉴荷兰应对
老龄化的经验，在城镇化、老人护理、清洁能源
技术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

李克强强调，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我们愿同荷方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
理念，拓展全方位合作。欢迎荷兰企业进一步扩
大对华投资，分享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和高质量
发展带来的红利。

吕特表示，荷方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巩
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在循环经济、城镇
化、智慧城市等领域挖掘新的合作潜力，积极拓
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
问题，在老龄化方面开展老年护理知识经验分
享、人员培训、电子医疗合作，密切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基
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

双方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会谈后，李克强同吕特共同见证了两国经贸、

金融、能源、农业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吕特在海牙议会大厦广场为李克强

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当车队抵达时，吕特迎请李
克强共同登上检阅台并陪同李克强检阅仪仗队。
军乐队高奏中荷两国国歌，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王毅、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本报荷兰海牙10月15日电 （记者白阳、郑

彬、方莹馨） 当地时间10月15日中午，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海牙首相府同荷兰首相吕特共同会见
记者并回答提问。

两国总理分别介绍了会谈成果。李克强指
出，当前形势下，中荷要继续扩大相互开放，深
化在农业、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高端制造
业和服务业等新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同各方一道协商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在应
对气候变化、老龄化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应对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回答关于中国市场开放的提问时，李克强
强调，中国将持续扩大自主开放。我们实施了一
系列开放新举措，一些欧洲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放
开基础制造业股比限制的首批受益者。我们的开
放政策对各国企业是一视同仁的，今后还将进一
步放开金融服务业，扩大制造业、服务业市场准
入。中国敞开大门欢迎世界各国企业，希望你们
抓住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利好，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吕特表示，荷中在经贸等广泛领域的务实合
作富有成果，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方面作出积
极努力。当前形势下，荷方愿同中方共同推动完
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公平贸易发展，继
续应对全球性挑战，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以更
大力度推动两国关系与合作向前发展。

王毅、何立峰参加活动。

李克强同荷兰首相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我在我的家里/读到一首杜甫的诗/写于
745/我在杜甫草堂/念了一首我自己的诗/作于
2017年/凭借这些符号作成的词/就像云幻化出
的形象/在无穷的天上”

10 月 13 日，一场微雨过后的杜甫草堂，
空气清新、秋意盎然，“致敬杜甫”草堂诗歌
朗诵会在这里举行。随着法国诗人伊冯·勒芒
念出他的诗作 《杜甫草堂》，现场仿佛时空交
错，人们在千百年间穿梭。

“在杜甫草堂吟诵写给杜甫的诗，我感觉
回到了自己家中。”勒芒说，自己从 15岁就爱
上了杜甫，因为杜甫以一颗良善之心处理人一
生最重要的命题，小人物在他笔下从未缺席。
去年参加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后，勒芒便回国
写下这首作品。

诗人吴向阳认为，在现代社会，商业离诗
歌越来越远，应该有一股力量把人们拉回诗歌
中，而传统和现代的碰撞有助于诗意的产生。

“当我们回头看，去寻找诗意，这很有价值。”
吴向阳说，这次交流让他了解到很多西方诗
人都在关注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他们对诗
歌的尊重和敬仰说明，在商业社会之中仍有
诗心存在。

西方与东方的交融

趴在树上挠痒痒的大熊猫、在林子里欢快
进食的小浣熊……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看到中国的国宝熊猫，外国诗人们都兴奋
地拍照。

法国诗人塞尔日·佩里说：“我生命中崭新
的发现就是看见了熊猫，我总是在超市里碰到
熊猫，而这次我见到了真的熊猫。”佩里认
为，熊猫是世界上最有诗意的动物，它们睡觉的
时候也在工作，在酣睡中把宇宙间的力量和灵感
抓住。佩里表示，他要给熊猫写一首赞美诗。

来自委内瑞拉的诗人弗雷迪·楠斯热爱中
国和成都。在金沙遗址博物馆，东郊记忆艺术
园区，以及观看川剧变脸、客家舞蹈时，他都
拿出手机录制视频，准备分享给亲人朋友们。
当记者问到他是否读过杜甫的诗时，他不仅回
答自己对杜甫一首写秋雨的诗印象深刻，还打
开手机相册，指着一张他保存的画像，用并不
标准的汉语激动地说，“杜甫！”

诗人、翻译家树才告诉记者，此次诗歌周
将主题定为成都与巴黎双城诗歌会，就是想在
法语和汉语之间寻找一种关联，在东方和西方
之间建立交流的平台，让中国诗人和世界诗人
对话。

诗歌与城市的共鸣

放眼海内外，提起有诗歌气质的城市，中
国的成都和法国的巴黎是两颗闪耀的双子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国际诗歌周组
委会主任吉狄马加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成都和
巴黎的相似之处可以从多方面来体会。这两座
城市在延续传统的同时，都对异质文化有着强
大的包容和吸收能力，它们都有一种让诗人和
艺术家能完全融入其中的特殊氛围，能将高雅
文化与市井文化相结合，让现代时尚和传统意
蕴完美融合。

法国诗人、小说家帕拉·毕佳妮认为，城
市与诗歌是密不可分的。她并不期待惊喜，因为
灵感和诗意就存在于城市的细节中，比如街道
的一棵树木、房子的一块石头。“就像成都，诗
歌仿佛存在于生活的每时每刻。”毕佳妮说。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诗人
梁平告诉记者，成都正在推广天府文化、建设国
际名城，天府文化重要的文化基因就是诗歌。

“诗歌是没有国界的，哪怕我听不懂，但我能达
到一种呼应和共鸣。”梁平很开心，参加本届成
都国际诗歌周的外国诗人们对成都给与了很高
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西方有巴黎，东方有
成都。“诗歌已成为成都的符号。”梁平说。

当成都遇上巴黎，诗意迸发
本报记者 叶 子

金秋蓉城群贤至，诗咏四海千阕开。10
月12日至15日，“2018·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
周·成都与巴黎诗歌双城会”在四川省成都市
举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位世界
杰出诗人齐聚蓉城，一场诗歌盛宴在此上
演。成都与巴黎，一个是中国的诗歌之城，
一个是法国的文艺之都，当两座城市以诗歌
为媒邂逅，无限诗意就此迸发。

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开幕
当地时间10月1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海牙首相府同荷兰首相吕特举行会谈。图为会

谈前，吕特在海牙议会大厦广场为李克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10月15日，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在清华大学拉开帷幕。图为
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舞蹈。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法国诗人在朗诵诗歌。 中国诗人梁平在为舞狮点睛。 万春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