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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迎来 25 岁生日的香港特别
行政区，除了令人流连忘返的风光与
文化，还有不少“独步天下”的优势：世
界最自由经济体、全球最大的离岸人
民币业务中心、处于世界四大湾区中
发展最快的粤港澳大湾区、人均预期
寿命世界第一的“长寿之乡”……

钟爱香港特区的还有嗅觉敏锐的
各大机构：全球百大银行中，超过四分
之三均在香港设行，而全球规模最大
的20家私募基金当中也有15家于香
港设点，其中不少更是地区总部。

一项项“高居榜首”的数据，体现
着“香港特区”四个字的含金量。

这里是世界最自由经济体。自
1997年以来，香港连续25年获评这一
殊荣。在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的《世界
经济自由度2021年度报告》五个评估
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及“监
管”继续位居首位。

这里是亚洲第一金融中心。香港
与纽约和伦敦并称“纽伦港”。在英国
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
究院今年发布的最近一期《全球金融
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的总排名维持
全球第三位。

这里还有亚洲第一的人才竞争
力。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
的《2021 年 IMD 世界人才竞争力报
告》指出，香港在亚洲排第一，比去年
上升三位。

香港名列前茅的领域还有很多。
近两年，多个权威国际机构和刊物给

香港特区的荣誉包括但不限于：全球
金融制度排名第一、首次公开招股集
资及企业并购环境全球第一、全球企
业经营环境连续五年排名第一、基建
安全全球第一。

香港回归以来，虽经历亚洲金融
风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侵
袭、全球金融危机、“修例风波”和新
冠肺炎疫情等种种挑战，但“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
成功。

1997年，香港GDP总值1.37万亿
港元，人均 GDP 为 19.20 万港元，到
2021 年，香港 GDP 总值 2.86 万亿港
元，人均GDP超38万港元；在港交所
上市公司的数量从1997年的619家增
加到现在的2500多家；香港的外汇储
备在 2021 年底接近 5000 亿美元，是
1997年底的5倍多……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保持
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享有独特的
营商优势。香港基本法保障私有财产
和外来投资，订明香港不实行外汇管
制，保持香港自由港地位，保障货物、
财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规定香港为
单独的关税地区。基本法还明文保障
特区的司法独立、普通法继续适用，以
及港人的基本权利。

回归为香港带来新机遇。香港通
过《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系的安排》（CEPA）系列协定和多
层次的区域合作平台，拓展内地市场，
继续吸引国际资本通过香港投资内

地，同时协助内地的产品和服务走向
世界，并充当国家金融开放的试验田，
从中获得更多发展空间。

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合
作领域不断拓展，水平得到提升，利益
汇合点不断扩大：内地是香港最大的
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而香港长期
是内地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和
境外融资平台，同时也已成为内地最
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
务中心。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余额从
2004年5月底的62.98亿元到2022年
4月底的8419亿元，增长了近133倍，
全球逾七成离岸人民币支付款额经香
港处理。

这里还是国家“引进来”“走出去”
的双向服务平台，是中国企业重要的
离岸集资中心。截至2022年4月，在
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达1370家，占港交
所上市公司总数的 53.3%、港股总市
值77.7%。

对香港而言，“一国两制”是最大
的优势，“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
遇。如果说内地的改革开放为香港发
展插上一只翅膀的话，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又为香港插上了另外一只翅膀。

香港、澳门与九个珠三角城市所
组成的大湾区城市群，是全球最具规
模亦最具竞争力的湾区之一。相比旧
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无论
是 GDP 增速、土储面积还是人口规

模，粤港澳大湾区都位居世界四大湾
区之首。

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
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人
们期待香港能发挥独特优势，更好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不断增添“香港特区”品牌含金量。

可以预见的是，香港特区“独步天
下”的优势在未来会有增无减。“十四
五”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提出，将一如既
往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
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
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
风险管理中心，支持香港提升国际航
空枢纽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
科技中心和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以及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

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当选后强调，新一届特区政府要利
用好“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全面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搭上经济发展快车。

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庆祝香
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主题曲《前》所唱
的那样：“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
好地锻炼……寻梦者启程起跑线，在
这狮子山下冲线……”

香港特区这一路走来，以长期的
繁荣稳定在告诉世界：奋进25年，花艳
是紫荆，展望未来景，香港一定赢！

记者 郑 欣
新华社香港电

解码“香港特区”四字的含金量

复杂精巧的传统剪纸、仍在使用
的活字印刷术、古老技法的夹江年
画……近年来，非遗文化结合新时代
元素创新发展，越来越受到百姓的喜
爱，古老非遗文化正渐渐“飞”入寻常
百姓家，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蝶变”。

巧手融入“新生活”
山东省胶州市非遗剪纸艺人杨秀

丽几乎每次去学校讲课都会“拖堂”。
用她自己的话说，“学生们常常意犹
未尽”。

剪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小就喜爱剪纸的杨秀丽几十年来始
终没放下剪刀，30 多次在国家级、省
级、市级剪纸大赛中获奖。多年来，胶
州市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活动，
杨秀丽便成为非遗剪纸文化的“宣传
大使”。

“让学生和社区居民现场体验剪
纸的魅力，从而身体力行去保护和传
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杨秀丽
说，许多居民看到她创作的新技艺彩
色剪纸后很惊叹，“原来剪纸也可以五
彩斑斓”，在她的影响下也纷纷拿起剪
刀尝试剪纸。

在杨秀丽看来，非遗传承人不能

将非遗文化束之高阁，而应让它融入
百姓生活，使百姓受益。同时，还要结
合新时代精神进行创新，创作出让百
姓喜闻乐见的非遗作品，只有这样才
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愈放光彩。

为此，经过反复思考，杨秀丽在剪
纸主题与技艺方面不断创新，创作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崇廉尚法》
等题材讴歌新时代，受到群众好评。

古艺绘出“新风尚”
今年 5 月，浙江省温州瑞安市东

源木活字印刷术传承人王法万，“520”
当天在网店销售出了100多份用木活
字印刷的复古婚书。

东源木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已知唯
一保留下来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
技艺，迄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2010
年，它以“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名义，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木活字制作有20个环节，先用毛
笔在木头上写反字再雕刻，一个一厘
米见方的字要雕刻 10 多分钟。常用
的字盘有 1 万个活字，世代口传相授
一首 160 字的口诀，熟记在心后寻找
活字非常快捷。

“我觉得要把老祖宗的东西传下
去，做文创是个好办法。”王法万说，
2017 年，他成立了个人工作室，2019
年又成立了公司。今年高考前夕，他
制作了几十组“金榜题名”木活字模，
赠送给瑞安中学的应届考生。他还在
全国部分旅游景区开了 22 家木活字
体验馆，让游客体验毕昇发明的木活
字的神奇。

近年来，瑞安市大力实施木活字印
刷活态传承发展工程，各级财政累计投
入资金1600多万元，助力木活字印刷
在新时代“绘”就传统文化新风尚。

文化复兴“新时代”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温沙坪村曾

是落后边远的省级贫困村。2015 年
后，村里将非遗文化融入乡村旅游，开
发出“网红”农产品，成为当地乡村振
兴的亮点。

黄连麻糍是客家独有的传统糕
点，其制作技艺是江西省级非遗项目，
也是温沙坪村的“网红”农产品黄元米
果的前身。

“游客最喜欢看我们制作黄元米
果的过程，有的还亲自上手试试。”村
民龙小伟说。

黄 元 米 果 还 带 动 了 其 他 农 产
品——牛肉、土鸡等销售。据当地村
干部介绍，村里已有 12 家农家乐，20
余家民宿，一天可接待游客300人，年
户均增收3万元。因为乡村旅游搞得
好，村民平时会在直播带货时推介家
乡的好山好水，村庄也因此成为周边
城市居民的“网红打卡点”。

古老非遗文化结合新时代元素，
正不断融入百姓生活，焕发前所未有
的新活力。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夹江年画
传承人张荣强自 2008 年以来十多年
如一日，只为恢复夹江年画失传已久
的传统工艺，并于2010年建立了夹江
年画研究所。

“我曾经钻研了5年，就为了掌握
夹江年画天然颜料的提取和使用技
艺。”张荣强说，他甚至会为了复原一
种颜色，而漫山去寻找能够提取这种
颜色的植物。

在张荣强的努力下，被原汁原味
“复活”的夹江年画走上了电商平台，
虎年春节期间曾一度脱销。古老非遗
文化正悄然绽放着新的生机。

记者 王 凯 冯 源 袁慧晶
新华社北京电

古老非遗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据新华社郑州电 （记者桂娟
袁月明） 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获悉，考古
人员日前在汉魏洛阳故城千秋门区
域，发现了三条魏晋时期的大型水
道。如此规模巨大、加工细致的水
利设施，在汉魏洛阳故城的发掘历
史上尚属首次。

汉魏洛阳故城始建于西周时
期，前后延续1500多年，其中作为都
城的时间长达600年，具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内涵。

此次发现的魏晋时期的三条水
道均为石砌暗渠，呈从西南向东北的
并排走向，“虽然三条水道的底部高

程、规模、砌筑形式略有差别，但显然
是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的。”主持发掘
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洛阳汉魏城队副队长郭晓涛表示。

如此大规模的水利设施是作
何用？

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
《水经注》记载：“渠水又东历故金市
南，直千秋门，古宫门也。又枝流入
石逗伏流，注灵芝九龙池。”考古人
员表示，新发现的魏晋时期水道遗
迹，与这一文献记载相吻合。

“由此可基本确认，这些水道是
从宫城外的阳渠向宫城北部引水的
渠道，或与宫城北部西游园等园林

景观引水有关。”郭晓涛说。
除上述三条魏晋时期引水水道

外，考古人员还发现有魏晋时期从
宫城内向宫城外排水的砖砌拱券式
水道。“这一整套水利设施集中反映
了魏晋时期水利工程的成熟技艺，
以及当时都城对水资源环境的规
划、改造和利用的认知水平。”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
队队长刘涛说。不只魏晋时期水
道，考古人员还在千秋门区域发现
了汉代、北魏时期的水道遗迹，“这
表明千秋门区域是汉魏洛阳故城宫
城中历代延续、不断重建的水利枢
纽。”郭晓涛说。

这是汉魏洛阳故城发现的魏晋时期水道的弧形转角（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我国
南方将再迎强降雨过程，水利部
12日12时针对南方7省区雨情启
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据预报，12日至14日，江南南
部东部、华南大部、西南东南部等
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受其影
响，强降雨范围内的一些主要江河
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
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根据汛情通报，水利部针对

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
州、云南 7 省区启动洪水防御Ⅳ
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省级水利
部门和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珠江水利委员会密切监视雨情和
汛情发展变化，重点做好水库安
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
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

5月下旬，针对南方发生的较
强降雨，水利部曾启动洪水防御Ⅳ
级应急响应，至6月10日终止。

水利部针对南方7省区雨情
再启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在新疆喀什市乃则尔巴格镇尤喀克喀孜热克村，乃则尔巴格派出所
志愿者服务队帮助村民清理麦田。进入6月，新疆喀什地区的小麦陆续
成熟，由南向北开始收割。为确保小麦收割工作顺利进行，喀什市公安局
乃则尔巴格派出所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力量，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帮助缺少
劳动力的家庭进行夏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新华社记者 丁 磊 摄

民警入户帮夏收 确保颗粒归仓

据新华社重庆6月 12日电
（记者周闻韬）重庆市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日前审议通
过《重庆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
定》，建立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制
度，规范相关保护措施，进一步加
强红色资源保护工作。该规定将
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了红色资源保护责
任人的认定、责任与权利。红色资
源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是红色资源
保护责任人。针对不可移动红色
资源，保护责任人应当制定保护管
理规章制度和应急预案，落实保护
措施，开展日常巡查、保养维护、监
测评估和应急演练，发现重大险情
或隐患，立即向管理部门报告并及
时采取相应抢救保护措施；针对可
移动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应当建

立鉴定、编目、档案、保养、修复和
复制等制度。

规定提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
人应当定期向红色资源工作部门
报告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情况，对存
在的问题及时整改。红色资源工
作部门应当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
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定期评估，并
通过警示提醒、约谈、指导等方式
督促相关保护责任人履行职责。
对于欠缺保护能力的红色资源所
有人或使用人，市、区县政府可以
依法通过购买、置换、租赁、补偿或
者接受捐赠等方式，变更红色资源
的所有权或使用权，重新确定保护
责任人，同时鼓励公民、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通过依法签订协议的方
式，在不改变权属的情况下成为红
色资源保护责任人。

重庆立法建立红色资源
保护责任人制度

6月12日，河北省赵县三化梨业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果园采摘袖珍
香梨。近年来，素有“中国雪花梨之乡”美誉的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引导
果农发展袖珍香梨等新品种梨果种植，推行标准化管理。据介绍，目前该
县梨树种植面积25万亩，年产各种梨果60万吨。 新华社发

河北赵县：袖珍香梨香溢四方

据新华社西安电（记者杨一苗
李一博）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
工作又有新进展，出土于秦陵百戏
俑坑的“28 号俑”修复完成，这尊

“仰卧俑”因其姿态奇特引起研究
者关注。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陕西省主会场活动 11 日上午在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举行，当日首
次对外公布刚刚修复完成的出土
于秦陵百戏俑坑的“28号俑”。这
尊陶俑，不同于坑中其他较为常
见的站姿或坐姿的陶俑，而是呈
现出仰卧的姿态，暂被称为“仰
卧俑”。

这尊陶俑出土于 K9901 陪葬
坑，这座陪葬坑于 1999 年试掘，

并于 2011 年至 2013 年进行了整
体重新发掘，共出土彩绘陶俑近
30 件，目前共修复 25 件。由于其
出土的陶俑与兵马俑有着较大的
差别，据专家推测这些陶俑是为
秦代宫廷提供百戏表演的百戏
俑，并将该陪葬坑暂定名为“百戏
俑坑”。

与秦兵马俑坑象征着军阵的
内涵所不同的是，百戏俑坑是象征
着秦代宫廷娱乐杂技的机构。“28
号俑”出土于秦始皇陵K9901百戏
俑陪葬坑中部，发掘时残破非常严
重，由数十块残片组成，其头部及
双手缺失。“28 号俑”的保护修复
共历时9个多月时间，修复完成后
俑身通长154厘米，重101.4公斤。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发现并修复罕见“仰卧俑”

据新华社银川 6 月 12 日电
（记者邹欣媛）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
推进产业振兴的关键一招，为解决农
产品加工业发展层次偏低、增值空间
有限等难题，宁夏在生产销售、科技应
用、金融服务等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提档升级。

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了解
到，从今年7月1日起，宁夏将推进农
产品加工向园区集中，支持新建或改
造提升一批产加销贯通、农工贸一体、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农产品加工
园区、集聚区，吸引更多企业入园集聚
发展，其中经自治区认定的加工园区、
集聚区每年给予以奖代补资金500万
元，连续补助3年。同时，宁夏将推动
销售体系建设，对入驻优质电商平台
且网络销售额突破500万元的农产品
加工企业，对其线上销售产品按每单
0.5元标准给予补助，单个经营主体每
年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

宁夏还将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
提高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
比重，加大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新产品科技攻关，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
创建科技创新平台，首次通过国家
级、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
分别一次性给予以奖代补资金 200
万元、100万元。

另外，宁夏将创新金融服务，支
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挂牌上市、发
行债券等方式在资本市场融资，对在
境内外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自治区政府
分阶段奖励 1000 万元；对成功发行
公司债、企业债、集合债、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等债券的民营农产品
加工企业，按发债额度每年给予 2%
的贴息。

宁夏多项举措
支持农产品加工业
提档升级

汉魏洛阳故城发现魏晋时期大型水利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