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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联、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北京
市 作 家 协 会 近 期 组 织 文 艺 工 作
者，远赴新疆和田采风创作，深入
南水北调库区体验生活，服务群
众，开展“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下基层采风志愿服务活动。

“ 这 辈 子 第 一 次 有 人 给 我 画
画，和照片一样像，但比照片还好
看！”新疆和田策勒县达玛沟乡维
吾尔族老人麦提沙吾尔·图尔荪一
手拉住北京画家韩振刚，一手举着
墨迹未干的画像，笑得合不拢嘴。

11 月 10 日至 17 日，北京市美
术家协会文艺工作者走进乡村巴扎

（集市） 和农民家中，画起了剃头
师傅、修鞋匠人和劳作的农民。

“从生活入手的创作才能接地气。”
国家一级美术师张建豹说，为了观
察维吾尔族烤馕师傅的动作、神态
和环境，他在馕坑边一蹲就是半个
多钟头。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李耀林在
严寒中爬了一个半小时的山，就为
目睹朝阳映照的壮美昆仑，完成题
为“巍巍昆仑”的画作。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韩振刚教授曾三次到新疆采风，他
画的麦提沙吾尔·图尔荪老人生动
传神，被村民争相传看。“传播传
统文化的同时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精
粹，这样的双向交流能拉近彼此的
心，增强各族群众间的感情。”韩
振刚说，此行他还收了个徒弟——
墨玉县扎瓦镇文化站青年美术工作
者如则麦麦提·阿伍提。

北京市作家协会文艺工作者前
往和田市吉亚乡文化站、和田市团结新村等地，调研基层
文化项目工作开展情况，并与和田地区文联和文艺工作者
进行座谈。

12 月 2 日至 6 日，北京市文联组织 60 余名北京文艺
工作者深入南水北调库区的田间地头、村民家中，体验生
活，服务群众。在河南南阳、湖北十堰，首都文艺工作者
为库区村民带来一场场特别的书画笔会，同当地民间艺术
表演者切磋交流。

2 日下午，在河南南阳蒲山镇杨营村，村民杨宏国特
意放下手头的农活，来到村中的文化大院，不一会，杨宏
国和乡亲们就从书法家们的手中接过一幅幅为他们“私人
订制”的书法作品，乐得合不拢嘴。

“北京来的书法家给我写了一个招牌，很快我的小店
就可以正式开业啦！”12 月 6 日下午，在湖北十堰郧县茶
店镇樱桃沟村，刚大学毕业回村准备创业开农家乐的赵双
权高兴地对记者说。

“第一次有机会遇见这么多的老师指点，太高兴了！”
5 日，在湖北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蔡湾村移民安置点，
当地吕家河民歌农民歌手文吉良在首都艺术家面前“壮着
胆”唱了三首歌，来自北京剧协的杨乾武、北京曲协的田
静和北京音协的赵金波等艺术家，听罢为他鼓掌并真诚地
提出指导意见。

“第一次来到丹江口库区，在大坝上远眺青山，观赏
壮美辽阔的水面，让我对于山水画的创作有了更新的感
觉。”来自中国美协的李呈修指着一幅刚刚完成的 《情系
丹江》 写意山水画兴奋地对记者说。北京作协秘书长王升
山认为，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记录、描绘基层群众的生
活，原汁原味的艺术创作才更有生命力。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启刚表示，此次北京市文联组
织北京艺术家来到南水北调库区，是抱着“饮水思源”感
恩之心，了解库区群众所需所想，从而为库区群众创作一
批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

活动期间，北京市文联还与南阳、十堰当地文艺界
进行座谈会，并就今后进一步加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等领域的对接协作进行探讨。据了解，北京市文联在组
织此次集中采风下基层活动后，将把南水北调库区作为
长期采风驻点，形成水源区与受水区文艺界对口协作的
长效工作机制。 （记者马 锴 李 伟 李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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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艺工作者赴新疆

、南水北调库区采风创作

国家档案局 7 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七集网络视频
《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 的第一集 《文献电视片 〈南
京大屠杀档案〉》。

《文献电视片 〈南京大屠杀档案〉》 梳理了反映
南京大屠杀的珍贵档案，包括当时南京市民记录下的
日军暴行，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军人自己拍摄的照片，
外籍第三方人士记述的日军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南京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等。

作为 《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 的开篇，《文献电
视片 〈南京大屠杀档案〉》 指出，南京大屠杀相关档
案为我们牢记这段历史，留下了如山的铁证，对于
揭露日军反人类、反人道的大屠杀暴行，制止并永
久反对灭绝人性的残暴行径，具有重要的价值。利
用这些档案，可以让人们痛恨残杀，反对战争，使
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人类悲剧不再重演，使和平在人
间常驻！

（新华社北京 12月 7日电）

《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 第一集

《文献电视片〈南京大屠杀档案〉》

据新华社南京 12 月 7 日电 （记者蒋芳） 历时 4年
编撰，收录 2600 多词条的《南京大屠杀辞典》第一卷 7 日在
南京举行首发式。据悉，该书是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
划项目，共分四卷收录 8000 多词条，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南
京大屠杀历史的辞书，2015年前四卷将全部出版。

《南京大屠杀辞典》正文采用辞典条目式结构，内容依
照时间发展的时间顺序分为一、二、三、四卷。第一卷为“大
屠杀前”，包括历史背景、日机轰炸南京与南京空战、日军攻
击南京、南京安全区及难民营成立、南京保卫战、南京沦陷
等六部分内容。

《南京大屠杀辞典》首卷出版

记者：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请您对澳门最近 5 年的发展情况作

出评价，并对未来5年进行展望。

崔世安：第一届、第二届特区政府
的 10 年施政为我前 5 年的任期打下了
很 好 的 基 础 。 这 主 要 体 现 在 3 个 方
面：一是第一届、第二届特区政府带
领澳门同胞严格遵守基本法，同心同
德，爱国爱澳，将“一国两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执行得很
好；二是澳门回归的前 10 年，澳门同
胞将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澳
门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广大澳门居民凝
聚向心力，形成了爱国爱澳的核心价
值，同心协力建设澳门；三是将发展经
济 、 改 善 民 生 作 为 最 主 要 的 工 作 。
2003 年之后，澳门经济高速发展，取
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特区政府将这一
成果用于改善民生。

在前 10 年的发展基础上，我们过
去 5 年除了在上述 3 方面继续坚持外，
更在全澳强化民生事业，在医疗、社会
保障、教育等多个领域加强投入，以构
建有利于我们长远发展、保持澳门的繁
荣和稳定的民生基础。

回 顾 5 年 ， 我 们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
达到了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我们以
创新的精神构建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财 政 储 备 制 度 ， 建 立 了 社 会 保 障 制
度，建成了长期的人才培训机制。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
间。未来 5 年，我们要重视阳光政府
建设和科学施政。我还希望根据我此
次参选的政纲，与澳门各界同心协力
共创繁荣。未来 5 年，我们还将根据
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以建设世界旅游
休闲中心和继续发展澳门作为中国与
葡语国家的商贸服务平台为我们主要
的 工 作 。 另 外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从
2003 年开始到现在，澳门博彩业占比
较大，中央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很多关
心和支持，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区
域合作，希望澳门从区域合作中获得
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记者：5 年前，您在竞选政纲中把

全面落实“一国两制”和 《基本法》 作

为理政原则和核心理念。您怎么评价过

去 5 年“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在澳门

特别行政区的落实情况。
崔世安：从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

门回归祖国，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以
后，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遵
守澳门《基本法》。从长远看，我们还要
继续努力学习、宣传《基本法》。我们尤
其要高度关注3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教育
系统，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要继续
学习 《基本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做好

“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
的持续宣传工作；三是我们要不断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
有利于构建长效机制，进一步改善民生。

记者：澳门在建设“一个中心一个

平台”方面有何进展，将来还要朝着哪

些目标发展？

崔世安：构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是我们一个雄伟的目标。我们积极参
与、积极推动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
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往来服务
平台，国家也给了我们很多支持。中
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部长级会
议上已明确中央将加大力度支持澳门
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往来服务
平台。我们对澳门建设成为中国与葡
语国家商贸往来服务平台很有信心，
澳门将与葡语系国家加强联系，努力
发挥好这一平台的作用。

记者：在参与国家建设和与内地合

作方面澳门今后有怎样的打算？

崔世安：我们首先要感谢中央对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支持，我们也要感
谢兄弟省份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区
域合作对澳门的发展在未来是非常重
要 的 ， 也 是 我 们 重 中 之 重 的 努 力 方
向。区域发展方面，我们与广东的合
作 非 常 紧 密 ， 具 体 包 括 在 横 琴 、 南
沙、翠亨、江门的合作。我们也参与
了 9+2 泛珠三角合作，这是我们国家
最大的一个区域合作。通过 10 年的参
与，澳门在 9+2 泛珠三角合作框架下

充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对于国家的发展，我们是这样看待

的，国家发展好，澳门才能发展好。作
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一定尽
最大能力做好自身工作，我们对此很
有信心。在中央和兄弟省份的关心支
持下，区域合作已经达到预期的目标。
我相信，未来 5 年是我们拓展区域合作
的最好时机，我们希望能够把握好这
个机遇。

记者：澳门本土人才培养方面的情

况是怎样的？澳门与内地的教育合作有

何进展？

崔世安：在人才培养方面，很坦诚
地说，因为从 2003 年之后，澳门经济
高速发展，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所不
足。对此，我们专门成立了人才培养委
员会，将针对应用人才、专科人才加强
培训，特别是为澳门同胞提供提升能力
的培训机会。在这方面一定会加大力度
去做。

为配合发展的需要，在两个方面我
们面对很大的挑战：一个是人才，一个
就是土地。我们很感谢中央对我们的关
心，通过省份、区域合作允许我们有机
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在和内地的教育合作方面，我们很
高兴有来自很多内地省区市的同学来澳
门学习交流，特别是到澳门的高等院
校。以这几年的统计数据看，很多内
地的同学喜欢到澳门学习，特别在高
等教育领域。未来，我们要在 3 个方面
和内地加强合作，一是高等院校的合
作要加强，二是科研合作要加强，三
是学生交流要加强。相信加强这 3 方面
合作后，未来我们与内地的教育合作
将取得很大的进展。

国家发展好 澳门才能好
—— 访 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行 政 长 官 崔 世 安

本报记者 廉 丹

人均 GDP 由 1999 年的 1.5 万美元
增加到现在的 8.7 万美元，居亚洲第
二 ， 全 球 第 四 ； 失 业 率 从 1999 年 的
6.3%下降到现在的不到 2%，基本实现
全民就业⋯⋯

澳门回归 15 年来，正发生着翻天
覆地的变化。

与内地合作更加紧密

在澳门立法会工作的叶小姐是土生
土长的澳门人。说到澳门回归后最大的
感触，她认为，是“与内地的关系越来
越密切”。

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在澳门特区政府和广大澳门同胞的
共同努力下，澳门经济突飞猛进，行业
逐步多元，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自2003年起逐年签署的《关于内地与澳
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
PA） 及其 10 个补充协议，对澳门经济
发展的贡献较为突出。

澳门经济局局长苏添平表示，CEPA
推动了澳门与内地的合作，促进了澳门
产业的多元化，澳门的货品能以零关税
进入内地，澳门居民也获得了走向内地
创业的机会。内地开放赴澳门“自由
行”措施，为澳门带来了充裕的客源，
截至 2014 年 9 月，内地赴澳门个人游
已达到 6828万人次。

目前，在 CEPA 框架下，内地对澳
门货物贸易已全面实现自由化，“十二
五”末将基本实现澳门对内地服务贸易
自由化。

建设“一中心一平台”

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支持
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加快建设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这是国家在整体发展格局中，对澳门特
区下一步发展的特殊定位。

澳门各界正在善用国家“十二五”
规划确定的独特定位，发挥“一国两
制 ” 优 势 ， 加 快 建 设 “ 一 中 心 一 平
台”，既实现自身经济发展，也为国家
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实现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目
标，澳门业界打出了“文化旅游”牌，
制定了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发展策略。
澳门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及澳门拉
丁城区幻彩大巡游都是重要的年度节庆
活动，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同时，
还涌现出深受大众欢迎的 《光影大三
巴》 等经典作品，提升了赴澳旅游的文
化内涵。据澳门旅游局局长文绮华介
绍，2013年，澳门入境游客达到2932万

人次，比回归之初增长了近 4 倍，游客
在澳门总消费达 516 亿美元。其中，由
于“自由行”等政策因素，在澳门的总
游客人数中，内地游客占比 70%左右。

姗桃丝女士是澳门土生葡人，担任
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常设秘书
处辅助办主任。回归以来她一直从事中
葡经贸往来的服务工作。“由于历史原
因，澳门有悠久的葡萄牙语文化优势，
这里有很多提供葡萄牙语教学课程的院
校和机构。在澳门的 60 多万人口中，
他国籍人士占 6%，其中大部分是葡语
国籍人士。”姗桃丝说。

回归以来，澳门充分发挥与葡萄牙
语国家有传统密切关系的优势，积极打
造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中国—葡语
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从 2003 年开始已经
举办十届，来自中国内地、澳门与葡语

国家企业的逾 3800 人，进行了超过
3100 项商务洽谈，同时还服务众多内
地企业到葡语国家考察、交流。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主席张祖荣
介绍说，我们目前正在推动中葡中小
企业商贸服务中心、中葡经贸会展中心
等建设，并搭建中葡企业合作电子信
息平台。

在区域合作中获得新机遇

“正在建设的澳门轻轨线路，除了
在澳门本岛和氹仔形成两个环路外，还
将与港珠澳大桥和广珠城轨实现接驳联
通，预计几条线路将在 2016 年完成。
这将真正建成港珠澳一日生活圈，推动
澳门与珠三角区域合作再进一步。”
澳门特区政府运输机建办公室技术顾问

林瑞海博士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正如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

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李刚所言，随着
机制的健全、交通网络实现一体化以
及澳门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日趋紧密，
澳门在区域合作中谋求新的发展，获
得新的发展机遇，这是澳门发展值得
大书特书的一笔。

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制度于 2003 年
12 月正式确立，历年来，粤澳双方在
经贸、旅游、文化、会展、基建等领域
的合作不断深化。在泛珠三角区域，根
据 《泛 珠 三 角 区 域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澳门在各个领域觅得商机。澳门贸易
投资促进局主席张祖荣介绍说，在今年
5月，作为泛珠三角大会前期活动之一
的“葡语国家经贸环境专题洽谈会”在
澳门举行。会上，泛珠省区商贸部门联
合签署了 《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合作 促
进泛珠三角区与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框
架备忘录》。

澳门土地狭窄，人口密集，要实现
经济的多元发展，“走出去”与周边地
区加强合作是一条可行之路。横琴、南
沙、翠亨、江门等地都成为澳门的重要
合作地区。“今年 4 月，特区政府推荐
33个项目进入横琴粤澳合作产业园，项
目主要涉及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物
流、商贸、商务服务、科技研发、医药
卫生、高新技术等领域。33 个项目中，
7 个已经完成招拍挂程序，17 个已经签
约，正在办理入园手续。”苏添平说。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15 年来，澳门经济得到了快速发
展，从 1999 年的经济负增长，GDP 约
60亿美元水平，增长至2013年的500多
亿美元，累计增幅达7倍多。与此同时，
澳门特区政府确定了“以旅游博彩业为
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带动其他行业
协调发展”的适度多元经济发展方向。

在保持博彩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同
时，澳门的产业结构正经历着变化。商
贸服务、会展、文创、零售等多个服务
行业和新兴行业呈现快速发展势头，促
进经济的转型。张祖荣介绍说，去年，
澳门的会展项目有 1000 多个，零售业
收入达到 508亿元人民币。

澳门文化局局长吴卫明表示，澳门
文化产业正由初创阶段进入稳定发展阶
段，特区政府于 2012 年设立文化产业
委员会，2013 年设文创产业基金，不
断加大力度扶持、推动文创产业发展。

澳门以中西交融的魅力迎来全世界
的关注，澳门也正在经济多元发展的道
路上走向更加繁荣。

澳门：在多元发展中更繁荣
本报记者 廉 丹

崔世安表示，15 年来，澳门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基本法》，将澳门《基本法》作

为特区发展最大的保障，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既是“一国两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方针的成功落实，也彰显了“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力——

编者按 今年 12 月 20 日，澳门将迎来回归祖国 15 周年。

15 年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成功落实，澳门经济

持续快速增长，各项事业全面进步，与内地互利共赢，合作不断

深化，澳门同胞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不断增强。本报从今

天起推出澳门回归 15 周年系列报道，全面反映今日澳门的经济

繁荣、民生改善、社会进步。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