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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盛开·人物专访

第三对中央赠港大熊猫正式命名
“安可”组合寓意香港未来好事继续“安可”

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展示 25 年来
澳门日新月异的发展及独特的人文魅力，近日，

“光影璀璨 筑梦濠江——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摄影展在北京举办。一幅幅参展作品讲
述着光影中的澳门故事，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
视觉盛宴。

此次展览分为“机遇绽放 澳门新颜”“多
元文化 相融共生”“粤澳合作 湾区巨变”“烟
火澳门 温情岁月”4 个部分，集中展示了澳门
回归祖国后、跨越 1/4 个世纪的时代变迁，生
动展现了澳门在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取得的辉
煌成就，见证着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
中西文化交汇点的独特魅力。

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澳门国际青年智库
书画院院长杨邦杰表示，一张张精美而生动的
作品记录了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展示了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中的新
气象、新作为、新成就。

“澳门回归廿五载，盛世莲花映华章。”在展
览现场，悬挂着杨邦杰的这幅书法作品。他感慨
道，澳门不仅保留了许多过往的老建筑，极富历
史文化特色，而且拥有路氹金光大道、港珠澳大
桥等现代景观，尽显全新气象。他希望以此幅书
法作品，表达对澳门特区“明天会更好”的衷心期
盼和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福。

“长期以来，澳门都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唐嘉乐表示，在中西文化交
流的历史长河中，澳门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期
对外交流中建立了广泛联系。今天，澳门仍将继
续发挥独特作用，搭建起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

此次摄影展精选了澳门摄影家陈显耀从
1999 年至今历时 25 年跟踪拍摄的 60 余幅有关澳
门的摄影作品，以及部分人民画报社图片库中
有关澳门的纪实影像。主办方希望用简练的摄

影艺术语言，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澳门 25 年来
稳步前进、茁壮成长的足迹，领略其绚丽多姿
的风采，讲述澳门与内地之间紧密相连、携手
共进的故事，让大家对“一国两制”在澳门的
成功实践有更全面的了解。

“25 年来，我们不断用镜头捕捉、用笔触
描绘澳门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蓬勃
发展。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是我们对澳门回
归以来辉煌历程的回顾，更是对‘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生动篇章的真实记录。”中国外文局欧
亚中心 （人民画报社） 主任姜永钢说。

回想起澳门回归祖国当天的盛况，如今已
是澳门影像馆馆长的陈显耀依然激动不已。他
说，也正是从那年起，他开始了对澳门变迁的

摄影记录。在活动现场，陈显耀向观众展示了
他的一张摄影作品：“这个作品是我在同一取景
位置，历时 20 多年拍到的对比图。”他希望通
过这张照片让观众看到澳门这座城市的发展变
化，感受它的蓬勃活力。

本次展览由澳门科技大学、人民画报社、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主办，北京国际书
店、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澳门影像馆承办。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摄影展举办——

用光影生动讲述澳门故事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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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盛开·真情廿五

为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访澳门特区终审法院院长宋敏莉

本报记者  孙天霖  张  盼

“记得我第一次走进河南老家的家门
时，从未谋面的姑奶奶一见面就给了我
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就哭起来。正是
从这一刻起，我开始领悟到，有一些羁
绊可以超越时间和地理的限制，把人们
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近日，在 90 后台湾
作家张遇的大陆寻根新书 《黄土家族》
发布会上，他动情地说。

该书以张遇爷爷张文学从河南辗转
至台湾、再从台湾返回大陆寻亲的故事
为主线，追溯家族三代历史，记录了两
岸血浓于水的亲情。他希望借由自己家
族的故事，可以分享更多正能量，促进
两岸和平发展。

“我的爷爷张文学 1930 年出生于河
南，1949 年到台湾，随后在台湾工作生
活，结婚生子。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
的故乡。”张遇介绍，1988 年，即两岸开
放探亲后的第二年，张文学就踏上返乡
之路与亲人见面，此后也多次回到河南，
直至 2010 年病逝。

2014 年，张遇因在大陆参加暑期交
流活动的机缘，第一次来到爷爷的故乡，
与亲人们相见。张遇用“非常奇特”来
形容那次见面的感受。“试想一下，在距
离台湾 2000 公里外的河南，有一群素未
谋面的人，仍惦记着我身边亲人的大小
事。这就是血脉和亲情的力量。”

发布会上，张遇的父亲通过录制视
频的方式介绍了自己返乡的心路历程。

“分隔几十年，一见面就知道彼此血脉相
通，真是很奇妙。”他表示，张遇写作

《黄 土 家 族》 花 费 了 大 量 心 血 ， 很 有
意义。

“ 《黄土家族》 是一本讲述台湾同胞到大陆寻亲故事的纪实性
图书，台湾青年通过亲身经历，将祖父寻亲、寻根的记忆、情感以
及父辈愿望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出版这样的书籍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和历史意义。”本书出版方台海出版社负责人窦为龙表示，作为台
盟中央主管主办的中央一级出版社，未来出版社要充分发挥“台”
字特色，在出版适合于两岸青少年阅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物上
下功夫，在积极组织开展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上下功夫，在推动两岸
图书出版融合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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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 12 月 8 日电 （池昊涵）
12 月 7 日，第五届清华港澳会讲在清
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举行。来自
内地和港澳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
绕“共存、和合、融通——香港、澳
门在中华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主
题展开深入探讨。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
恺表示，港澳是中国的港澳，在推进改
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港澳是世界的
港澳，以中西融合的文化环境和历史
经验，在全球视野中具有独特地位。香
港中联办研究部副部长张军表示，在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征程上，
香港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应以尊重文
明多样性为前提，以文明传承创新为
动力，以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为桥梁，让
香港成为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

鉴的示范。澳门中联办研究室副主任
黄智虎表示，澳门回归祖国 25 年来，
政治上实现了中央全面管制权和特别
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和”，经济
上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的

“和”，澳门的“一国两制”实践蕴含着
深刻的“和”思想。

分论坛围绕“技术变革与文明形
态”“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港澳地区
的文化汇通历程”“中西文明互鉴”“中
华文化自觉与高等教育”五个话题展
开探讨。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议题展开
交流，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清华港澳会讲是清华大学主办、清
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承办的高端论坛，
着眼于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融合发展
过程中为内地与港澳间搭建信息、观
点、资源聚合的平台。该论坛自2020年
12月开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四届。

第 五 届 清 华 港 澳 会 讲 举 行

本报北京 12 月 8 日电 （记者汪
灵犀）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近日
答记者问表示，民进党当局伙同岛内
特定媒体、网军对大陆高校师生赴台
访问团成员祝贺“中国台北队”进行
网络霸凌，岛内民众普遍表达愤怒和
不齿，我们予以强烈谴责。

有记者问：台陆委会日前称，大
陆高校师生访问团成员受访时使用

“中国台北队”是不妥当的发言，后
续将“行政调查”，可能会要求主办
单位一段时间内不得再邀请相关团体
抵台交流，禁止期限从 6 个月至 5 年
都有可能。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作
上述回应。

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海峡两
岸尚未完全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
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国台北
队”的用语没有任何问题。民进党当局

大张旗鼓借机恐吓开展两岸交流的有
关机构，企图制造“绿色恐怖”，充分暴
露其坚持“台独”立场、煽动两岸对立
对抗的本性。他们这样恶意阻挠两岸
交流合作，究竟是在害怕什么？两岸民
众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在害怕两岸同
胞走近走亲、结交情谊，害怕台湾民众
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和大陆同胞的真
诚友善，害怕其精心编造的谎言被戳
穿，害怕其“抗中牌”失灵。

朱凤莲表示，两岸关系发展根基
在民间、动力在人民，交流合作成果
惠及两岸同胞。只要是有利于增进同
胞亲情福祉、有利于深化彼此理解认
同的事，我们都会用心用情用力去
做，而且一定会做好。正告民进党当
局，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
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是台湾社
会的主流民意，任何阻挠破坏两岸交
流合作的图谋终将失败。

“澳门回归祖国 25 年来，特区法
院始终维护宪法及澳门基本法的权
威，切实保障‘一国两制’在澳门
的贯彻实施，在审判工作中忠实履
行澳门基本法所赋予的职权，解决
各种涉及相关法律适用的问题。”在
即将迎来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
澳门特区终审法院院长宋敏莉接受
记者采访，就回归后澳门司法发展
情况、司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粤
澳两地司法协助等话题回答了记者
提问。

澳门回归祖国后，法治
建设成果显著

从 1996 年起，宋敏莉长期服务于
澳门司法系统，也亲历了特区司法体
系建立和完善的过程。

“澳门回归祖国后，政治和法律
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澳门司法
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宋
敏莉说。

“回归后，基本法为澳门的法治
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宋敏莉说，
基本法的实施既确保了澳门的法律
体系与“一国两制”原则相适应，又保
障了澳门的高度自治。

在宋敏莉看来，司法独立性的
加强、国际和区际司法合作的拓展、
司法效率的大幅提升，以及市民对
于司法的了解与信赖度提升，都是
澳门回归后法治建设的显著成果。

谈及特区终审法院维护宪法和
基本法权威，宋敏莉说，终审法院
作为澳门特区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始终将坚决维护宪法和澳门
基本法的权威作为自身所肩负的使
命和责任。

宋敏莉说，为全面准确、坚定不
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提高司法人
员素质，在本地培训司法人员外，特
区法院一直大力推动司法人员参与
在内地举办的培训项目，进一步加深
内地与澳门司法机关交流合作，让澳
门法院工作者对内地司法制度有更
深入和全面的了解。2016 至 2021 年，
在最高人民法院及国家法官学院的
协助下，共举办了 5 期“司法范畴培训
班”；2023 至 2024 年期间，在广东省举
办了 2 期“澳门特区司法辅助人员培
训班”。

司法改革提效率，便民
服务显成效

保 护 劳 动 者 权 益 、维 护 司 法 公
正、惩治犯罪、妥善处理各类民商事
纠纷……“司法体系在促进澳门经济
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提供
了坚实的司法保障。”宋敏莉说。

特区法院持续推进司法改革，提
升诉讼效率。宋敏莉指出，近年来，特
区法院提高了轻微民事案件法庭的使
用率，增加了以简易形式进行的普通

诉讼程序，适当扩大了终审法院的审
理权。

随着社会的发展，市民对司法
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宋敏莉表示，
特区法院始终秉持以民为本的初衷，
不断推出便民的司法举措，提升解
决纠纷的效率和效果。比如，2022
年，特区法院推出了两项法院电子
服务，使当事人可以通过电子方式
送交诉讼文书、支付诉讼费用。“这
也为特区司法诉讼的电子化迈出重
要一步。”宋敏莉说，“下一阶段将
继续推进诉讼电子化流程，计划在
2025 年首季推出法院与政府部门之
间往来公函的电子化，以及法院的
电子告示和电子证明书服务，以提
高文件传递的效率。”

加 强 粤 澳 两 地 司 法 协
助，助力大湾区融合发展

“ 随 着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建 设 的 深
入，澳门与内地司法系统的合作也在
加强，尤其是与粤港澳大湾区及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之间的司法协助大
幅增加。”宋敏莉介绍，2020 年，内地
与澳门司法协助网络系统作为首个
跨境平台上线运行，将
过 去 澳 门 与 内 地 以 邮
寄 送 达 司 法 文 书 和 调
取证据请求的方式，改
为以电子方式进行，大
大 缩 短 两 地 法 院 之 间

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
所需平均时间。

“我们十分重视特区法院与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法院的协作交流。”
宋敏莉介绍，2023 年，澳门特区初级
法院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
院在横琴签署了加强司法交流协作
纪要；2024 年 3 月，澳门特区法院代表
团对大湾区 9 个法院或法庭进行一系
列集中访问，就进一步完善粤澳两地
司法协助机制、深化粤澳两地司法交
流合作、简化司法协助程序等议题展
开深入讨论。

“我们期待探索完善司法协助机
制，深化司法合作，探索大湾区内更
高效更便捷的协助机制，提升协助办
理司法文书送达、委托取证等工作质
量效率。”宋敏莉表示，这些工作将继
续推动澳门与内地在司法领域的深
度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提供法治保障。

展望未来，宋敏莉表示，特区法
院将继续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支持
下，不断为实现“法治澳门”的愿景贡
献力量，不断书写具有澳门特色“一
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据新华社香港 12 月 7 日电 （谢
妞） 香港海洋公园 7 日举办大熊猫亮
相仪式，宣布两只大熊猫继续采用原
名“安安”“可可”。8 日起，两只大
熊猫在海洋公园“香港赛马会四川奇
珍馆”与公众见面。

今年 10 月，香港特区政府文化
体育及旅游局举办了大熊猫命名和绘
画比赛，经过评审团审定，两只大熊
猫 仍 沿 用 原 名 “ 安 安 ”“ 可 可 ”。

“安”有平安之意，象征香港未来安
定平安，“可”则代表香港未来有无
限可能性。两只大熊猫也可组成“安
可”组合，寓意香港未来好事继续

“安可”，接踵而来。
活动现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

家超致辞表示，一对大熊猫加入香港
大家庭，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的支持

及关爱。特区政府会联合香港旅发局
及香港海洋公园，推出一系列宣传活
动，把握大熊猫带来的机遇，团结社
会各界推出更多大熊猫相关的推广活
动及产品，为市民旅客带来美好难忘
的大熊猫体验，说好香港故事。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
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周霁表示，中央政府再度赠送香港一
对大熊猫，承载着对香港市民的美好
祝福，也是中央政府对香港充分的信
任和坚定的支持。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云卿
表示，新一对大熊猫来港开启了内地
与香港大熊猫保护合作的新篇章。期
待内地与香港进一步加强往来交流，
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共同建设美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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