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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9月11日电 （记者

聂晓阳 陈俊侠）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
协进会主席何超琼11日在日内瓦说，香
港一些暴力示威者无视“坐下来”表达
诉求的自由，以“破坏性”方式，把自身
自由权利凌驾于他人自由权利之上。

在日内瓦联合国记者协会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何超琼在回答新华社记
者有关如何看待激进示威者的权利和
希望享受正常生活的普通香港居民的
权利之间的关系时说，任何人有任何不
满情绪都可以坐下来表达，香港提供了

这种表达的自由，但暴力示威者却无
视它。

何超琼说，因为一些暴力示威者威
胁说要制造更大的破坏，普通香港市民
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连
正常的出门旅行都无法顺利进行。“我

之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现在我们
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我现在连正
常的生活都不能保证”。

这位香港妇女代表认为，所有香港
人都应该反思今年夏天在香港发生的
事情，并对“如何正确理解自由”做出理
性回答。

何超琼11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 42 次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近期发
生在香港的违法暴力行为。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
繁荣富强！”12日，在香港国际金融中
心中庭大厅里，虽然计划时间是13时
开始，但在 12 时 40 分左右已经聚拢
了六七百名香港市民。他们摇动着手
里的五星红旗或香港特别行政区区
旗，情不自禁开始唱起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和《歌唱祖国》。

大厅里人越聚越多，有的三五成
群，撑起了大幅国旗和区旗。二楼三
楼的环形走廊上也逐渐站满了人，有
人把大幅国旗和区旗悬挂在栏杆上，
一片片火红，分外醒目。

13时，快闪正式开始。楼上楼下
1000 多人，摇动红旗，齐声高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歌唱祖国》，强大
的共鸣声震耳欲聋。期间，人们不时
鼓掌并高喊“祖国万岁”“中国加油”

“香港是中国的”“中国香港加油”“支
持香港警察”等口号。

王 小 姐 唱 着 国 歌 ，热 泪 盈 眶 。
“这一阵暴徒太猖狂了！我们太憋
屈了！不能任由暴力再蔓延，继续
破坏香港！”她说，她从深圳到香港
工作已经十年，深深爱上了这座城
市，如今香港遭受了如此长时间的

“劫难”，给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
极大不便。

谭女士则是此次快闪活动组织者
之一。“昨天我们了解到，香港的一位
小学老师，居然因为唱国歌而被暴徒
打得鲜血直流，我们不站出来不行了！”

她说，今天一大早，她们就在群里讨论，
最后号召大家以“快闪”形式，共同声讨
暴行。

全职妈妈郑雪当天早早来到快闪
现场，双手撑举一面五星红旗，绕着中
庭大厅跑了几圈，现场为她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我们是中国
人，我们不怕他们（暴徒），我们也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勇敢站出来，反对暴力！”
郑雪说，上午有人在她所在的“太古妈
咪团”“爱国教育讨论群”中发起快闪，
她毫不犹豫就来了。

带着 9 岁女儿参加活动的孙老

师说，这种活动可以让外界更充分、
更全面地了解香港的民意，团结更
多的人爱国爱港，应该多举行。“带
孩子来，也是想让她从小就树立爱国
的意识。”

文/新华社记者 苏万明

（新华社香港9月12日电） 本报郑州9月12日电 记者郭静原 杨子佩报道：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活动 12日在河南
省郑州市炎黄广场举行，来自全国 56个民族、近万名运动员和
嘉宾齐聚黄河岸边，载歌载舞，携手联欢，共叙情谊，促进团结。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本届运
动会民族大联欢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鲜明主题，见
证全国各民族同胞在中原大地齐舞欢歌、联欢互动的盛况。

本届运动会民族大联欢活动分为迎宾仪式、启动仪式、游园
活动3个部分，通过文艺演出、互动联欢、休闲游艺、传统文化展
示与时尚科技体验等环节，全方位营造联欢氛围，展示中原风
采，呈现出各民族人民团结奋进、幸福和谐的精神风貌。

民族大联欢启动仪式文艺演出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
共筑中国梦”的活动主题，分为“郑州欢舞迎客来”“山海欢歌乐
交融”“家国欢笑共筑梦”3个篇章，展现了各民族同胞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

启动仪式及文艺演出后，运动员及嘉宾开展了游园活动。
游园活动分南、北两条线路：北线通往黄河岸边，沿途可以近距
离体验中原的民俗社火风情、杂技百戏的精彩趣味和国家级、省
级非遗文化；南线沿路上山，到达哺育广场、碑林等文化景点，看
戏听曲、观武林功夫、体验魔术互动。

香港妇女代表谴责香港暴力示威者

“勇敢站出来！反对暴力！”
——香港市民发起“齐唱国歌”快闪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民族大联欢活动在郑州举行

9月10日至11日，第八届世界中
国学论坛在上海黄浦江畔举行。中国
巨变如何写就，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
哪些贡献？在“中国与世界：70 年的
历程”主题下，与会中外学者对中国成
就展开热烈讨论。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本届论坛主
题紧扣中国发展的时代脉搏，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回顾和总结中
国人民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奋斗的
历程和经验；另一方面展现了新中国
成立70年来，在集中力量办好自己事
情的同时，也积极为世界作出贡献。
中国有今天的成就，立足点是中国人
民的砥砺前行、真抓实干，并在这个过
程中给世界各国人民创造了共同的发
展机遇，中国的改革与世界各国利益
紧密相连、互惠互利。

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对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
年的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中国
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中国发展
的速度，让美国亚洲学会名誉会长卜
励德感触颇深。他回忆道，“我第一次
来中国是 1972 年，今天会场所在地
——陆家嘴，在当年只是个不起眼的
农村。而今天，高楼林立、充满朝气活
力的陆家嘴已经是上海乃至中国现代
化建设成就的缩影”。

这些显而易见的奇迹背后，是中
国坚定走自己道路的不断探索。上
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道根说，中国突
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不能
搞市场经济，只能搞纯粹公有制，不
能让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与
实践“禁忌”，“我们走出了符合时代
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发展道路。这不是别人强加于我
们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
人民大胆闯、大胆试干出来的”。

“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当作可
以学习的榜样。”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的专家郝福满还关注到中
国的扶贫工作。他说，“随着改革的持续开展，中国更加完善和
精准的配套扶贫举措也日益增多。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作出重
大贡献，提供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发展模式，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学论坛搭建起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平台，也为世界读懂
中国提供了良好契机。同时，在与世界各地“中国通”的对话中，
中国也可以从中汲取对自身发展有益的部分，让中国道路在兼
容并蓄中更具世界意义。

“一些学者反复强调比较优势，围绕劳动力等建立发展战
略。但如果只有这个要素来支撑，增长不会持续，也解释不了像
中国改革开放 4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
院院长樊纲直言。在樊纲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经济学理论
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支撑。“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证明重要的不
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也就是学习和知识的引进。大规
模、全方位的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世界先进经验，而中国通过高效
学习的努力，将这样的‘后发优势’转化成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樊纲认为，今天的中国仍在继续学习，但同时，中
国道路和中国智慧正在为更多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的未来提
供新的方案和选择。

对于中国的未来，与会学者满怀憧憬。“中国的发展已经改
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2050年是中国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之年，到时候又会给世界带来多大作用？这太值得畅
想了。”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
伟说。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获益者，也是贡献者。”张道
根说，中国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还将
顺应世界大势大局，坚定不移走开放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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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9 月 12 日举
行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省（区、市）系
列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吴英杰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为
经略西藏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
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民
族团结、宗教和睦、边疆巩固、党建加
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正展现
在世人面前。

吴英杰介绍，西藏是特殊的边疆民
族地区，素有“世界屋脊”之称，是重要
的国家安全、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
略资源储备和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
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
世界旅游目的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
要通道。“党中央先后召开 6 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每次会议都出台重大举措，
有力推动了西藏经济发展，促进了西藏
社会稳定。”吴英杰说。

吴英杰表示，今天的西藏，社会大
局持续和谐稳定、边疆巩固边境安全，
各族群众“我要稳定”的愿望越来越强
烈。在经济发展方面，西藏持续推进经

济社会长足发展。“全区生产总值从
1951 年的 1.29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477.6亿元；全区公路总里程达到9.78
万公里，所有县通公路，乡镇和建制村
公 路 通 达 率 分 别 达 到 99.86% 和
99.81%；2018 年全区电力总装机容量
达到 333万千瓦，国家电网开始向偏远
的阿里地区延伸。”吴英杰说。

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在谈到西
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时表示，西藏
的经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交通运输、
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条件和旅游产业都
实现历史性跨越。

“西藏全区生产总值连续 26 年保
持了两位数增长，经济发展速度保持
在全国的前列。和平解放以来，西藏
的产业从无到有，到现在形成了关联
度很强的高原生物产业（以青稞、牦
牛的深度加工为主）、旅游文化产业、
清洁能源产业、高新数字产业等，建
立了以水电为主，油、气和地热、光伏
可 再 生 的 能 源 互 补 体 系 ，建 成 了 建
材、轻工、食品加工、藏医藏药等 20
多 个 门 类 的 现 代 工 业 体 系 。 截 至
2018 年 年 底 ，全 区 的 工 业 增 加 值 达
到 114.5 亿元。”齐扎拉介绍，西藏已
建成以拉萨为中心，遍布城乡的藏西

医结合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成 1548
个医疗机构。“目前西藏基本控制并
清除包虫病、大骨节病等高原性地方
病，在全世界走在前列。西藏的人均
预期寿命从 1959 年的 35.5 岁提高到
现在的 70.6 岁，这样的跨越确实是历
史性的。”齐扎拉说。

此外，西藏粮食产量由 1959 年的
18.29 万吨增加到 2018 年的 104.9 万
吨。以旅游文化为重点的特色产业突
飞猛进，2018 年全区接待游客 3368.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90.14 亿元；今
年1月至8月，接待游客3314.9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505.01 亿元，同比增长
19.6%和25.4%。

在民生方面，西藏着力改善民生、
凝聚人心。据了解，2018 年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3797 元和
11450 元，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超过七成的贫困县摘帽、八成的贫困
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降到 6%以下。
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实行“三包”政策
和 15 年公费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达
到 9.55年。

在生态保护方面，着力建设美丽西
藏。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进各类自然保

护区建设，在有条件的地方全部消除
“无树户”，严格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责
任制。

在扎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方面，
吴英杰表示，西藏全面贯彻党的宗教
工作基本方针，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
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各级党委政
府依法管理与僧尼信众接受管理的意
识明显增强，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
正常的宗教活动依法受到保护。越来
越多的信教群众能够理性对待宗教，
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发展生产、改善生
活上，依靠勤劳双手过上幸福生活。”
吴英杰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
藏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宝贵机遇，站在了
新的历史起点上。吴英杰称，西藏将
实施更加积极的开放政策，广泛开展
对外交流活动，用好全国支援。在新
时代创造发展稳定生态各项事业的新
辉煌，以长足
发 展 和 长 治
久 安 的 优 异
成 绩 向 新 中
国成立 70 周
年献礼。

经济大发展、生态大保护、生活大变样——

雪域高原实现历史性跨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君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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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2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

联欢活动在河南郑州炎黄广场举行。图为民族大联欢活动文艺

演出现场。 丁友明摄（中经视觉）

9月12日，市民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中庭大厅参加快闪。 新华社发

本报福建泉州 9月 12日
电 记者薛志伟报道：品茗茶、
赏南音、体验提线木偶……9
月12日，华侨大学港澳台侨新
生与福建省青联委员中秋联谊
活动在福建泉州举行。

围绕公益事业、非遗文化
等主题，青联委员与港澳台侨
新生进行了交流。全国青联委
员、海西社工事业发展中心创
始人夏晋城，与港澳台侨新生
就公益创业中积极推动“社
工+志愿者”模式的实践探索
进行了互动。

泉州市青联委员、泉州市
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二级
演员吴晓晖为港澳台侨新生介
绍了提线木偶的制作技艺、文
化内涵。

现场的港澳台侨新生纷纷
表示，短短半天时间，他们充分
感受到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并表示未来要以实际行动
更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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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2日，来自香港、澳门和台
湾的 40 余名学生，与全国青联委员
相聚北京，赏月观灯，喜迎佳节，感
受传统文化。

来自北京大学的香港学生李冠
儒告诉记者，近年的中秋节都在学
校与老师同学们一起度过，“我来内
地后参观过许多高新技术企业，感
受到内地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腾
飞，对国家的未来非常有信心”。

随着欢快的旋律响起，来自中
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的 4 名舞
者，用精彩的舞姿惊艳全场。在接
下来以“月亮”和“团圆”为主题的互
动游戏中，同学们踊跃参与歌曲接
龙、你比我猜等活动，在热闹的气氛
中大家相互熟悉起来。

伴随着一曲悠扬的古调《长流
壶韵》，太极茶艺和绿茶茶艺表演呈
现在大家眼前，吸引了学生们的目
光。“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我打
算好好学习体验一下。”来自北京大
学的香港学生张诗琳说。

中秋时节，月饼自然是餐桌上
的主角。学生们不仅品尝了五仁、
莲蓉等月饼，还体验制作了冰皮月
饼，感受饮食文化的魅力。来自清
华大学的澳门学生梁宝莹说：“今年
是我到北京读书的第一年，原来有
点遗憾不能与家人一起过节，但今
天有这么多朋友陪我，还吃到自己
亲手做的月饼，感到非常开心。”

“原来画卷里的祖国山河这么美
丽、雄伟。”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香港

学生曹嘉欣一边为祖国山河画卷上
色，一边开心地对记者说，“到北京上
学后，感到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
古城，故宫、颐和园等经典建筑让我对
祖国的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学生们在祖国壮丽山河画卷前，用笔
墨将彼此的心灵紧紧融合在一起。

全国青联常委廉思说，“港澳台
学生们思路很活跃，今天有幸成为
他们的成长导师，我会尽我所能为
他们提供学习上的帮助，也希望与
大家成为好朋友，共同成长”。

“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
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
人。”活动最后，大家携起手来共唱
一曲《中国人》，为此次活动画下圆
满句号。

共赏一轮月 同唱一首歌
——内地港澳台学生与青联委员共迎中秋佳节

本报记者 吴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