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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 12 月 14 日致电鲍里
斯·约翰逊，祝贺他连任英国首相。

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近年来，
中英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两国各
领域交流合作潜力巨大。中英同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
济体，两国关系具有全球影响。希望
双方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巩固政治互
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英关系实
现持续健康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与
稳定，推动多边主义和开放型世界经
济深入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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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为落实中美双
方近日关于经贸问题的磋商结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
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等

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决定，对原计划于12月15日12时01分

起加征关税的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暂
不征收10%、5%关税，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
零部件继续暂停加征关税。除上述措施外，其
他对美加征关税措施继续按规定执行，对美加
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继续开展。

中方希望，与美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
础上，共同努力，妥善解决彼此核心关切，促
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

暂不实施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

暂不实施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

本报成都12月15日电（记者尹婕、杨
俊峰） 以“开放包容的中国，发展繁荣的亚洲”
为主题的第十届东盟与中日韩（10+3）媒体合
作研讨会15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在开幕式致
辞中表示，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平台和重要载体，共建“一带一路”大大拓展
了亚洲各国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空
间。“一带一路”为当今国际社会提供了最大
最优的国际公共产品，已经成为一条发展之

路、共赢之路。走和平发展之路，是历史的启
迪、时代的声音、必然的选择。面向未来，我
们要紧紧抓住各方纷纷为开放合作提出务实
举措的宝贵机遇，发挥媒体优势，讲好共促和
平、共谋发展的时代故事。媒体要做东亚声
音、东亚故事的传播者，做东亚文明、东亚自
信的弘扬者，做东亚发展、东亚繁荣的促进
者，做东亚交流、东亚互信的搭建者。

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
说，媒体合作是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今天

大家在这里开展深入交流研讨，必将进一步
增进理解，凝聚共识，增强互信，发展友
谊。我们愿与各国媒体界的朋友们携起手
来，共同开创全方位交流合作的崭新局面，
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积极贡献。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副秘书长曹静，
新华社党组成员、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宫喜
祥，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华文媒体主管李慧
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刘晓

龙，缅甸仰光媒体集团主席吴哥哥，老挝外
文出版社社长通罗·端沙万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开幕式由人民日报社对外交流合作部主
任胡果主持。环球时报社总编辑胡锡进主持
了圆桌讨论环节。

本次研讨会由人民日报社主办，四川省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承
办。共有来自东盟十国、中日韩及南亚六国
的 60 余家主流媒体，以及中日韩三国合作
秘书处的 150 多名代表参会。与会代表就

“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合作共
赢，构建创新驱动型合作”和“融合发展，
助力东亚民心相通”等议题进行坦诚对话交
流，达成广泛共识。

本报成都12月15日电（记者尹婕、杨
俊峰） 以“迈向新时代的中日韩文化合作”
为主题的 2019 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 15 日在
四川省成都市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
23家主流媒体代表及国际组织和文化界嘉宾
近60人参加对话会。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在致辞中表
示，站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中日韩文化合

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强烈的时代内
涵、深厚的人气基础、坚实的经济支撑。新
时代，中日韩文化合作正在迎来高光时刻。
我们要坚持互尊互信、互学互鉴，坚持发扬
丝路精神、密切人员往来，坚持发挥媒体作
用、加强媒体合作。

四川省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田
蓉，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副秘书长曹静，

日本时事通讯社副总编辑西村哲也，韩国每
经传媒集团代表理事、总裁孙显德等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

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日本学者、天津
大学教授青木信夫，韩国学者、韩国东国大
学教授黄台渊，人民日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员、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座
教授王小甫，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日

本作家梦枕貘，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任仲伦，韩国驻华文化院院长韩在爀等做主
旨演讲。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主持
开幕式。

本 次 对 话 会 由 人 民 日 报 社 主 办 ， 四
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人民日报海
外版、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承办。与会代
表和嘉宾围绕“互学互鉴，探寻中日韩
文化合作新路径”“融合创新，推进东北
亚文明和谐构建”“与时偕行，合力贡献
亚 洲 智 慧 力 量 ” 等 3 方 面 议 题 展 开 了 讨
论交流。

2019 中 日 韩 名 记 者 对 话 会 举 行

第十届东盟与中日韩媒体合作研讨会举行第十届东盟与中日韩媒体合作研讨会举行

12 月 15 日，由国内企
业研发的自主航行货船

“筋斗云 0 号”在珠海东澳
岛首航。2017 年底，中国
船级社等单位联合发起

“筋斗云”号小型无人货船
项目，“筋斗云 0 号”作为
初代试验和示范运行平台
于今年下水交付。

图为正在行驶的“筋
斗云0号”。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周玮） 近日，中央
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中国文联联合印发 《关于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广泛
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的通知》。

《通知》 明确了开展文化进万家活动的主要内容，
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动员组织文化文艺小分队下基
层，开展惠民、为民、乐民的文化服务项目，组织开
展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创作生产适合城乡基层需求
的特色文化文艺产品，激发决胜小康的雄心、坚定必
胜的信心、一鼓作气的决心，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热
烈、文明进步的浓厚节日氛围，凝聚团结进取、奋发图
强的强大精神力量。

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

各地将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活动

本报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赵珊） 今天，由中国旅
游研究院和中国旅游协会主办的 2019年中国旅游集团发
展论坛在京举办。

中国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战略性
支柱产业。三大旅游市场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预计 2019
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 60.15 亿人次，入境旅游人数将达
1.44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将达1.6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将达6.6万亿元。

本报上海12月15日电（记者曹玲娟） 第五届“上海
邬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14日在上海邬达克旧居室外会
场揭幕。

在为期3周的文化月里，“邬达克建筑3D影像展”将
贯穿始终。该3D影像展览分为邬达克生平、邬达克建筑
红蓝图、3D视频、3D照片和3D摄影发展历程5个展区。

邬达克是 20 世纪上半叶活跃在上海的外国建筑师。
在旅沪的29年中，他留下了超过百幢风格多元、种类广
泛的城市建筑遗产。

上海邬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开幕

今年入境游人数将达1.44亿人次

12 月 15 日 ，
来自中国、日本、
韩 国 23 家 主 流 媒
体的代表及国际组
织 和 文 化 界 近 60
位嘉宾齐聚四川成
都，回顾三国间文
化交流与合作的成
果，共同探讨“迈
向新时代的中日韩
文化合作”主题。

人民日报社副
总编辑方江山在致
辞中指出，中日韩
三 国 在 文 化 、 教
育、青年、媒体等
人文领域合作成果
喜人。中日韩文化
交 流 产 生 的 美 丽

“火花”，以春风化
雨的温柔力量，传
递着互亲互助、和
谐 邻 里 的 友 好 意
愿；推动中日韩文
化合作，具有坚实
的经济支撑。三国
合作不断升级、共

同利益持续扩大，成为东亚乃至亚洲
发展最为强劲的发动机。

韩国驻华文化院院长韩在爀介
绍：“中韩两国在各自国家互设文化
院，通过文化院平台促进两国文化交
流活动。”

中国著名作家阿来今年推出了以
汶川地震为背景的新作 《云中记》。
在对话会现场，阿来关于小说语言所
带来的“审美的光芒”阐述，引起了
日本著名作家梦枕貘的强烈共鸣。人
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指出：

“梦枕貘用他的魔幻之笔带领我们回
到了中华文明的巅峰时代，在书籍

《妖猫传》中我们重回大唐。”
日本时事通讯社副总编辑西村哲

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
化，现代文化的国际交流正变得越来
越频繁。“中日韩三国在政治观点、
立场上有很多差异，我们应该以一种
面向未来的姿态来促进相互理解，保
持地区的发展和稳定。”

2018年，故宫文创作品展在日本
举行；1 个多月前，第七届中韩公共
外交论坛召开。对文化的尊重成为中
日韩三国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基础和
纽带。

“世界遗产运动不过百年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更关注
我们国家中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当
它们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用国
际的力量来进行拯救。”故宫学院院
长单霁翔介绍，国际博物馆协会、
国际文物修复协会都把全球唯一的
培训机构设在了中国故宫博物院。
同时，故宫博物院也不断把展览带
向世界各地。在过去 6 年里，135 项
展览走出紫禁城，走向全国各地，
走向世界各地。

日本著名学者、天津大学教授
青木信夫说：“文化事业跟每一个国
家的独特性有很深关系，因此，文
化事业的国际合作在今天也是一个
新的课题。”

韩国东国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黄
台渊提出，中日韩三国应当重拾东方
文明的骄傲。“孔子是中日韩三国东
北亚地区和平和共存共荣的伟大文化
资产。”

人民日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
员王小甫指出：“中日韩三国文化界
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我们有
着共同的汉字文化传统，相较其他地
域，我们有着开展人文交流和文化合
作无可比拟的条件和优势。”

12月15日，以
“ 开 放 包 容 的 中
国，发展繁荣的亚
洲”为主题的第十
届 东 盟 与 中 日 韩

（10+3） 媒体合作
研讨会在四川省成
都市举行。会上，
来自东盟十国、中
日韩及南亚六国的
60 余 家 主 流 媒
体，以及中日韩三
国 合 作 秘 书 处 的
150 多名代表进行
坦诚对话，达成广
泛共识。

人民日报社副
总 编 辑 方 江 山 表
示，走和平发展之
路 ， 是 历 史 的 启
迪、时代的声音、
必然的选择。面向
未来，我们要紧紧
抓住各方纷纷为开
放合作提出务实举
措的宝贵机遇，发
挥媒体优势，讲好

共促和平、共谋发展的时代故事。
各国代表对中国在促进国际和平

与发展方面的努力表达了认可，并对
未来自己国家与中国的深入合作以及
自己所代表的媒体与中国媒体的合作
表示了期待。老挝外文出版社社长通
罗·端沙万的话表达了与会代表的心
声：“只要我们秉持共同的心愿，真
诚合作，风雨同行，就没有到不了的
远方，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

缅甸仰光媒体集团主席吴哥哥认
为，当前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贡献
卓越。“中国的贡献和付出，为大家
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亚洲人民有三

个共同的心愿——和平与稳定、共同
繁荣以及建设一个更加紧密相连的亚
洲，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印度 《前线》 杂志副总编辑斯里
达尔·文卡塔拉曼认为，在金融危机
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选择自扫门前
雪，有些国家更是“一言不合就退
群”。而中国却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中国此举给世界带来的不仅是希
望，还有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对未
来更有信心。

巴基斯坦战斗媒体集团高级经理
努尔·乌拉认为，中国从不侵略他
国、也不对外发动战争。中国想要与
他国构建的关系是和平互利的关系，
这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好消息，也是
媒体需要向全球传达的重要消息。

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华文媒体主
管李慧玲说：“在我看来，要让我们
亚洲人加深相互了解，并携手合作，
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并且接受我们彼
此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
建立互信。合作就需要站在对方的立
场想问题。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尼泊尔 《廓尔喀日报》 首席记者
朱纳·巴斯内特表示：“技术发展让我
们意识到，媒体行业要进步需要更多
的专业人才，尤其是技术高超、业务
精湛的专业人才。他们能够用精准、
专业的方式来报道，告诉世界这里发
生的一切。所以我们应该在培养和任
用专业人才方面进行广泛合作。”

文莱首相府新闻局新闻科主管阿
杜拉·阿札瓦·哈尼姆表示：“对我们
来说，新闻必须实事求是，与此同时
有些国家的新闻报道不仅以偏概全，
更会故意遮掩事实，我们应该通过合
作来发现真相，报道真相。我们要追求
共赢，而不是弄虚作假挑拨离间。相互
理解、了解真相才能真正打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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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斗云筋斗云00号号””首航首航

新华社布鲁塞尔12月15日电（记者潘革平） 以西藏
自治区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罗布顿珠 （藏
族） 为团长的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12日至15日对比利时
进行友好访问。其间，代表团会见了比联邦众议院副议
长弗拉奥，与联邦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范霍夫等议员
座谈，并与比政府部门、智库、旅比藏胞广泛接触。

罗布顿珠介绍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方针政策，结
合个人经历、翔实数据生动地介绍了西藏民主改革 60
年来在政治、经济、社会事业、文化保护、宗教信
仰、生态保护等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西藏仅用了
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上千年的历史性跨越。当前，西
藏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正处于历
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

罗布顿珠强调指出，涉藏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
近14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高度敏感。希望比方慎重
妥善处理涉藏问题，不允许达赖集团头目窜访，不为达
赖集团反华分裂活动提供任何支持与便利，与中方一
道，共同维护中比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比方赞赏西藏取得的各项成就，表示愿进一步加深
彼此了解，深化两国立法机构交流合作，推动中比全方
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访问比利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