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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中日友好交流
大會2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出
席大會並發表講話。此次大會係近年來中日民間交往
的一次盛事，有3,000餘位來自政治、經濟、旅遊、文
藝等各界的日本友好人士出席。習近平在講話中強
調，中日雙方應該本着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
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共促和平發展，共謀世
代友好，共創兩國發展的美好未來，為亞洲和世界和
平作出貢獻。
講話中，習近平首先回顧了中日2,000多年來一衣帶
水、和平友好的主旋律，以及近代以後由於日本走上對
外侵略擴張道路，中日兩國所經歷的慘痛歷史。他指
出，歷史證明，中日友好事業對兩國和兩國人民有利，
對亞洲和世界有利，值得雙方倍加珍惜和精心維護，繼
續付出不懈努力。

「德不孤，必有鄰。」習近平指出，只要中日兩國人
民真誠友好、以德為鄰，就一定能實現世代友好。中國
高度重視發展中日關係。中方願同日方一道，在中日四
個政治文件基礎上，推進兩國睦鄰友好合作。

勉年輕人投身中日友好事業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

周年。習近平強調，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侵略罪
行不容掩蓋，歷史真相不容歪曲。對任何企圖歪曲美化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言行，中國人民和亞洲受害國
人民不答應，相信有正義和良知的日本人民也不會答
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牢記歷史，是為了開創未
來；不忘戰爭，是為了維護和平。日本人民也是那場戰
爭的受害者。中日雙方應該本着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
精神，共促和平發展，共謀世代友好，共創兩國發展的

美好未來，為亞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習近平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間，中日關係前

途掌握在兩國人民手裡。中國政府支持兩國民間交
流，鼓勵兩國各界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踴躍投身中日
友好事業，期待兩國青年堅定友好信念，積極採取行
動，不斷播撒友誼的種子，讓中日友好長成大樹、長
成茂密的森林，讓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世世代代延續下
去。
為進一步加強中日旅遊交流，鞏固兩國人民的友好合

作關係，5月20日至26日，由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二階
俊博率領的日本各界人士3,000人來華開展旅遊交流活
動。大會開始前，習近平同二階俊博等日方代表合影。
大會上，中日各界人士共同發表了呼籲兩國加強民間交
流合作、為中日世代友好攜手努力的《中日友好交流大
會倡議書》。

習近平籲中日共謀世代友好

千年佛「身首合璧」兩岸譜護寶佳話
北齊釋迦牟尼佛身首分離近廿載 星雲大師義捐失竊佛首

同日揭幕的《河北省佛教文物展》，展出了包括這尊
北齊釋迦牟尼佛在內的54件套共77件文物。展覽

結束後這尊北齊釋迦牟尼佛將回到大陸，並將先後在北
京國家博物館和河北博物院舉辦佛首回歸儀式。

明年初回河北博院
河北文物部門表示，整尊佛像預計明年初回到河北博
物院，待完成修復後與大眾見面。中華文物交流協會會
長勵小捷也稱這是兩岸共同見證文物回歸的壯舉，肯定
佛身與佛首重逢，為兩岸攜手維護中華文化遺產，寫下
歷史新頁。他表示，這尊1,600年歷史的釋迦牟尼佛合
璧金身，不再只是供觀賞研究的文物或藝術品，而是代
表可喜可賀的善行，足以「走進兩岸僧俗大眾心間，寫
進兩岸文物交流史冊」。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榮譽總會長吳伯雄推崇星雲運用
佛教大智慧、大慈悲，在兩岸散播人間佛教的種子，功
不可沒。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林中森說，透過金身合
璧善舉，實踐保存文物、重視文明的普世價值，提供最
好的示範。
星雲表示，這件佛陀身首合璧的佳話，感動了很多重
視文化合流的人，他透露，有收藏家主動向他表達，有
意讓文物回歸中國的意願。他表示，購買、轉贈佛首給
佛光山的企業家也在現場，為善不欲人知，是「無相佈
施」最佳典範。

佛首去年現身台灣
1996年2月7日，20多名犯罪分子盜走了河北靈壽縣

幽居寺北齊時期趙郡王高叡造佛陀佛首等一批文物。當

年4月案件被偵破，一些文物被追回，但佛首不知去
向，有跡象表明已流失海外。
2014年，佛首現身台灣。有佛教信徒向高雄佛光山佛

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提出，要把一尊北齊時期的佛陀
佛首捐獻給佛光山。
如常法師和星雲大師查閱相關資料後發現，該佛首很

像幽居寺被盜的文物。星雲大師認為，佛教文物是人類
重要的文化資產，屬於全人類共同所有，應該讓佛首回
歸原處。其後他通過有關方面聯繫上國家文物局，表示

一旦確認佛首確實是河北幽居寺被盜文物，願意將其捐
回河北博物院。
河北文物部門經過多方調查，搜集了早期拍攝的照片

等資料，還專程到台灣對佛首進行鑒定，很快確認該佛
首確實是幽居寺的被盜文物。台灣方面去年決定交還佛
首，同時他們也提出，先期在台灣佛光山舉辦捐贈儀式
和相關展覽。經國台辦批准，並與台方協商，國家文物
局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簽署捐贈協議，將該尊佛首的所
有權移交國家文物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河北報道）分離

了近20年的河北幽居寺北齊釋迦牟尼佛佛首

和佛身，昨日在台灣高雄佛光山寺大雄寶殿終

於「合璧」。「金身合璧 佛光普照」河北幽

居寺佛首捐贈儀式當天在佛光山隆重舉行。數

千名信徒、民眾冒雨在佛光山寺大雄寶殿見證

了這一兩岸文物交流的盛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帆河北報道）
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長韓立森曾任該省文物
研究所所長多年，他對記者表示，這尊北
齊漢白玉釋迦牟尼佛之所以備受關注，是
因為它的造像者不一般。他是北齊神武帝
高歡之弟高琛之子高叡。
據介紹，歷史上北齊諸帝多信奉佛教。

公元556年，時任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
的趙郡王高叡遊歷太行，當他來到靈壽縣
朱山腳下時，馬上被這裡的美景所吸引，
「一見而不歸」、「暫遊而忘返」，下令
擴修此地的幽居寺。高叡是北齊神武帝高
歡之弟高琛的兒子，是北齊皇裔宗親、三
朝元老，36歲時因交惡太后被誅殺。而他
擴建幽居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放置其為
亡伯、兄、父、母、妻及自身功德而虔誠
敬造的釋迦牟尼佛等三尊石佛像，這三尊
石佛當時就被安放在幽居寺塔內，位於塔
內正面（北面）中央的就是此次赴台灣的
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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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90國政商學者聚山東 研教育信息化

電商扶貧
助隴南農民增收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帥誠、鍾俊鋒 廣州報

道）第十七屆中國科協年會23日在廣東省廣州市開
幕。包括兩院院士在內的專家學者、科技工作者，諾貝
爾獎獲得者，以及來自16個國家的專家、學者代表共
2,500餘人出席大會開幕式。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亦出席
開幕式，他表示，中國原有的發展優勢正在逐漸的減
弱，發展動力的轉換要求日益迫切。而新路，就在科技
創新上。

望多產原創科技成果
李源潮表示，在過去30年發展過程中，中國付出了巨
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原有的發展優勢正在逐漸的減
弱，發展動力的轉換要求日益迫切。而新路，就在科技
創新上。他認為，廣東尤其是深圳轉型發展、創新驅動

給人印象深刻。首先希望廣大科技工作者抓住科技創新
的時代機遇，多出世界一流的原創性科技成果。
其次，希望廣大科技工作者積極投身科技創業，為推

動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他表示，改革開放以
來，中國的科技創業潮一波高過一波，有三次是推動整
個社會大發展。最新一次就是新世紀以來的互聯網創業
潮，阿里巴巴、騰訊、京東、小米等一些科技企業迅速
成長起來，馬雲、馬化騰、劉強東、雷軍等都成為當代
中國青年創業的偶像。此外，他還希望廣大科技工作者
樹立科技創業創優的追求。創優是創新、創業的基礎，
科技事業的發展既需要大批從事科技創新創業的領軍人
物和骨幹力量，也需要大批把技術應用、技術革新、技
術推廣、人才培養和科學普及工作做到最優的一線科技
工作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宇軒，實習記者黃飛燕
青島報道）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家教育部合作
舉辦的國際教育信息化大會23日在山東青島開幕。
本次大會共有來自全球90多個國家的約300名國際
組織、教育官員、學者、企業等代表與會，大會以
「信息技術與未來教育變革」為主題，共同研討信
息技術在教育領域更加廣泛的實施應用。國家主席
習近平發來賀信，強調建設學習型社會，培養大批
創新人才，是人類共同面臨的重大課題。
習近平在賀信中還強調，中國願同世界各國一
道，開拓更加廣闊的國際交流合作平台，推動信
息技術與教育融合創新發展。國務院副總理劉延
東在開幕式上宣讀了習近平的賀信並致辭，倡議
要更加重視教育信息化在突破時空限制、促進教
育公平方面的作用和地位。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表
示，習近平所提出的「跨文化對話」與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所秉持的理念是相符的。本次國際教育信息
化大會參會代表覆蓋了全球各個地區，有經濟發達
地區也有ICT（信息通訊技術）欠發達地區，教科
文組織希望在全球ICT的發展道路上，不拋棄任何
國家和地區。她亦表示，現代技術對於發展有質量
的、公平與包容的教育以及全民終身學習，實現新
的世界教育發展目標至關重要。
目前香港在教育信息化領域走在亞洲前列，其中

香港科技大學是亞洲首批將課程在互聯網上發佈至
世界各地的高校。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龐鼎全向記者表示，港科大

通過MOOC平台將高品質的教學內容分享給學習
者，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混合式學習方式來完成學
習。
MOOC平台還可為家庭困難的學生以及成人提

供學習渠道，可以加速優質的學習資源在各高校之
間的流通，值得一些國家和地區借鑒與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國務院扶貧
辦國際合作和社會扶貧司巡視員曲天軍昨日在北京
表示，電商扶貧即是把「互聯網+」納入扶貧工作
體系的一次嘗試，而其作為今年十大精準扶貧工程
之一，將率先在甘肅隴南先行開展試點工作，3年
內將募集1,000萬資金，支持隴南1,000個建檔立卡
的貧困村發展電商產業，並補貼每個貧困村1萬
元，以用於電腦、軟件、網絡等與電商相關事宜。

既克服交通制約又降低交易成本
曲天軍說，電商只是手段，扶貧才是目的，為力
求「精準」，首先要全面「摸底」，其次還要建立
起電商和貧困戶的連接及幫扶機制，或可採取股份
制參與務工的幫扶方式。曲天軍認為，電子商務作
為新型交易方式，既能夠克服交通區位瓶頸制約，
又能將貧困地區綠色天然的特色農產品售至全國；
既能降低交易成本，又可增加貧困群眾收入，可謂
是一舉多得。
隴南具備良好的電商發展基礎，亦是國務院扶貧
辦首選其為試點的原因。據甘肅隴南市委副書記張
旭晨介紹，全市開辦網店數量已從去年的不足300
家發展至6,000餘家，農產品網上銷售超過10億
元，直接帶動貧困群眾人均增收240元，促進就業
1.7萬餘人。

■全國電商扶貧隴南試點發佈會。 記者朱燁攝

陝西吉國加強能源經貿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仕珍西安報道）吉爾吉斯斯坦—中國
（陝西）投資貿易及旅遊推介會昨日在西安舉行。陝西省省長
婁勤儉在會上表示，陝西與吉爾吉斯斯坦的經濟互補性很強，
未來兩地可進一步深化共識，加強在能源開發、經貿文化旅遊
等方面的合作。
陝西已在吉爾吉斯斯坦建立了煉油廠和別的合作方式，已經

有基礎、有經驗，可以推動進一步擴大合作。目前，陝西在吉
爾吉斯斯坦投資額已達到2.98億美元，陝西煤化集團、延長石
油集團等企業都已在吉開展了廣泛的項目合作，雙方交往正在
向更高層次、更寬領域加速邁進。婁勤儉表示，陝西未來發展
的前景極為廣闊，蘊含的商機也越來越多，希望通過此次推介
活動，讓吉爾吉斯斯坦的企業家對陝西有充分的了解。

吉盼與陝企合作開發水電
吉第一副總理薩爾帕舍夫並表示，吉處於絲綢之路經濟帶的

有利位置，未來可以和中國深化合作。吉水電開發潛力巨大，
目前只開發了10%，希望未來和中國包括陝西的企業在水電、
能源、農業、旅遊等方面深化合作。

■習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星雲大師（右）出席「金身合璧佛光普照」佛首捐贈儀式。小圖為佛首被盜前的佛像照片。 新華社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開幕式上講話。 記者古寧攝

■修繕前的河北省靈壽縣幽居寺塔。 本報河北傳真

中科協年會開幕 李源潮倡科技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