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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西部、珠江口东岸，有一片 28.2 平
方公里的热土，它是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
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也是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它被誉为“珠三角的曼哈顿”“特
区中的特区”“深圳未来的希望”，它就是前海。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首
次离京视察的第一站便来到了深圳前海。在这
里，总书记要求前海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
面向世界”，一张白纸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

近年来，前海以“打造最浓缩最精华的核
心引擎”和实现一年一个样为目标，精耕细
作、精雕细琢，改革开放打开了全新局面。

深港合作再上台阶

在高楼林立的前海，有一处每栋只有三层
楼高的建筑群格外引人注目。从空中俯瞰，这
片像一个繁体“梦”字的建筑，便是前海深港
青年梦工场。这是前海管理局与深圳市青年联
合会、香港青年协会三方共同在前海打造的一
个创新创业社区，也是香港创业青年走向内地
的“桥头堡”。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为入驻企业提供场租
减免、创业资讯、税务优惠等服务，已孵化港
澳国际团队 158 家，同时为香港大学生提供
1500 个实习岗位，接待近 2 万名香港学生前来
交流学习。一位香港创业青年说：“以前在香港
没法遇见的创业团队，居然在前海碰见了。”

确实，前海现已成为很多港澳居民的第二
故乡。据统计，自成立以来，前海实际利用港
资年均增长率达到206%，累计面向港企出让土

地 15 宗，面积 34.08 公顷，占比
47.4%，极大地扩大了香港服务
业的物理空间。

为支持港澳居民在前海就
业，前海率先取消港澳居民就业
证制度，允许拥有香港执业资格
的专业人士自由执业，港澳居民
在前海可以缴纳公积金。在两地
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前海在
全国率先推动实现跨境双向股权
投资、跨境资产转让、跨境人民
币贷款、跨境双向发债和跨境双
向资金池等“五个跨境”，实现
了 CEPA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框
架下金融业对港澳地区开放措施
在前海的全面落地，不仅有效降
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更巩固了
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

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前海累计注册港企
8031家，注册资本达8937.26亿元。“事实证明，
前海已经成为内地港资企业最密集、效益最好的
地区。”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说。

今年，深圳还将与香港共同开发落马洲河
套地区，打造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深圳
市改革办副主任黄哲表示：“深港合作是改革开
放背景下深圳发展的独特优势，现在深圳要进
一步借助这一力量，打造‘升级版’的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

“前海红利”不断释放

83%的客群为 34 岁以下，77%为大专及以
下学历，52%来自农村地区，35%来自二三四线
城市，人均贷款6000元左右……这是招联消费
金融公司的用户画像。

“我去招联消费金融公司调研，感觉这样的
新兴金融非常有意义。”前海管理局局长杜鹏告
诉记者，“他们的客户很多是小城市青年，在下
班路上用手机操作借款，3-6 个月就还款，其
中 10%的贷款是用于教育培训。我们常说金融
扶贫，这就是金融扶贫。”

这家刚成立 3 年多的消费金融公司，在每
平方公里 GDP达 100亿元的前海，只是众多新
兴企业中一家。仅这一家，服务了全国30多个
省市的5000多万客户。2017年一年营业收入55
亿元，纳税7.56亿元。

在前海，跨境电商、普惠金融等产品和服
务创新惠及全国的故事不胜枚举，其顶层设计
上的制度创新更是为内地提供了巨大红利。

据统计，前海目前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
358项，全国首创或领先133项，全国复制推广
9项，全省复制推广62项，全市复制推广79项。

深圳前海：改革开放展新姿
本报记者 叶 子 文/图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开展以“诵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
因，凝聚红色力量”为主题的“读红色家书”活动，激励全县人民不忘
初心，继续前行。图为5月22日，上高县实验小学学生正在诵读红色家
书。 陈旗海摄 （人民视觉）

宜春：诵读《红色家书》宜春：诵读《红色家书》

据新华社南宁5月 22日电 （记
者潘强、胡佳丽） 记者 22 日从第 15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会上获
悉，第 15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
今年 9 月 12 日至 15 日在广西南宁市
举办，柬埔寨将第二次出任中国—东
盟博览会主题国，中国和东盟各国领
导人将出席本届博览会。

2018 年是中国与柬埔寨正式建
立外交关系 60 周年，也是中国—东
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中国
—东盟博览会举办 15 周年。多年
来，中柬双方在澜－湄合作、中国－
东 盟 自 贸 区 、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APEC） 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
等区域和多边经济合作领域开展了良
好合作。

据介绍，今年柬埔寨将继续独立
包馆，使用 D10 号馆，约 145 个展位，
重点展示农业、基建、中小企业、教
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磅同省已确定为
本届博览会柬埔寨“魅力之城”。

截至目前，已有8个东盟国家确
定“魅力之城”，包括文莱斯里巴加
湾、柬埔寨磅同省、印尼西苏门答腊
省、老挝万象省等。今年中方“魅力
之城”为广西北海市，将展示向海经
济发展情况和滨海风光。

据新华社昆明5月22日电（记
者杨静） 22日，随着 6 艘执法艇在
中国关累港鸣笛起航，第 70 次中
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
式启动。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本次联合巡逻编队由10艘
执法艇组成，共出动执法队员 160
余名，分别在中国关累、老挝班相

果、孟莫、缅甸万崩出发开展全线
和分段联合巡逻执法。

巡航前，四国执法部门在云
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
召开会议，分析研判近期湄公河
流域安全形势，并就近期行动计
划交换了意见，增强行动的针对
性和精准打击力度，确保此次联
合巡逻执法实现预期目标。

柬 埔 寨 将 出 任 第 15 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

中老缅泰启动第 70 次
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
府在北京签订了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开启了西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这同时也开启了当
代中国藏学发展的新纪元。

日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安七一表
示，“如今，中国已创立了较为完备的藏学研究学科
体系，拥有藏学专业研究人员5000余人，并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中国藏学研究已成为中国综
合性学科研究领域一颗闪耀的‘宝石’。”

已有各类藏学机构100多个

5 月 19 日上午，《西藏通史》 的总主编拉巴平
措同其他 5 位专家一道，获得了第四届中国藏学研
究珠峰奖荣誉奖。

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是中国藏学界的最高奖，
该奖由全国藏学界共同评审，至今已完成四届。于
道泉、东噶·洛桑赤列等藏学家都曾获得珠峰奖荣誉
奖。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藏学研究在我国具有悠久
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
藏学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出版机构、展示机构和各类
文化机构先后成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各类藏学
机构100多个，藏学学术团体数十个。”安七一说。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央民族学院等一些民
族院校陆续开设了藏学专业，招收培养本科生，上
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
生。1998 年，西藏大学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
2013年，西藏大学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从 1987 年至 2017 年，全国培养了一大批藏学
研究人才，形成了老、中、青结合，各民族学者团
结协作的藏学研究队伍的新格局。”安七一说。

《中华大藏经》可在电脑上阅读

5月 20日，《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 电子版
首发式在北京举行，实现了在计算机上对 《中华大
藏经》所收经典的原版阅读。

据介绍，《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 电子版是
根据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纸质版《甘珠尔》《丹珠
尔》 以及 《宁玛密续集》《阿毗达磨发智论》《阿毗
达磨大毗婆沙论》等编辑制作而成的。

“该电子版采用的藏文显示字库字形美观大方，
为目前市面上藏文整体排版效果最优美的藏文字
库。”中国藏学出版社藏编部副主任聪博编审介绍说。

这只是近年来中国藏学研究取得令人瞩目学术
成果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藏学取得
了大批学术成果，用扎实的史料、充分的证据，雄

辩地说明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西
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安七一介绍说，“汉文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出
版，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
案史料汇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 等重要成果约 200 余
种出版，其中不少孤本、珍本或首次刊布。

研究人员超过5000人 一批藏文古籍获出版

中国藏学研究生机勃勃
本报记者 叶晓楠

图为学者们在阅读新出版的藏学文献。
丹增罗布摄

图为前海深港创新中心。

5 月 22 日，中国供热展在北京新国展开幕，本届展会将覆
盖共10个展馆，汇聚全球1300家企业参展，展示规模创历届新
高。部分参展企业将携“煤改清洁能源”创新技术及产品进行
集中展示。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5月22日，广
西宾阳县露圩镇

“蓝衣壮”同胞和
各族村民、游客
一起，唱歌跳舞，
欢庆传统的圩逢
节。“圩逢”节每
年农历四月初八
举 行 ，2014 年 入
选广西壮族自治
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图为演员在
表演歌舞剧《醉
美蓝衣》。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蓝衣壮蓝衣壮””
庆庆““圩逢圩逢””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高敬） 5月22日是第25个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黄润秋表示，要站在参
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高度，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
络，加强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和科学研究，强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监管，加大宣传力度，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他介绍，目前我国各类陆域保护地面积达 170 多万平方公
里，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18%，提前达到 《生物多样性公约》
要求到 2020 年达到 17%的目标。超过 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
类型、89%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都在自然保护区内得到保
护。部分珍稀濒危物种野外种群恢复在逐步进行。

生态环境部：

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保护网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 5月
21日电 （记者倪瑞捷、崔元磊） 当
地时间5月21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王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二十国
集团外长会。

王毅表示，二十国集团的成立和
发展，是多边主义的新体现和全球治
理改革重要进展。在二十国集团峰会
机制启动 10 周年之际，讨论多边主
义和全球治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各方何去何从，
是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历史从

正反两方面证明，坚持多边主义，完
善全球治理，打造利益共同体，符合
时代潮流和各国共同利益。我们要以
合作共赢为目标，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以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依据，平
等协商解决问题；以多边机制为依
托，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改
革为导向，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
全力支持阿方主办一届成功的峰会，
就维护多边主义发出清晰信息，引领
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推动二
十国集团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加强
全球经济治理上取得积极进展。

王毅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王毅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

中国供热展在京开幕中国供热展在京开幕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