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掠圓明園青銅「虎鎣」
流失海外百年終回祖国

張曉明赴河北調研定點扶貧
港澳辦協調港澳 助力贊皇縣脫貧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網站報道，為貫徹落

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策部署和中央單位定

點扶貧工作推進會精神，做好對口幫扶工作，10日，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張曉明赴河北省贊皇縣開展調研檢

查。在贊皇期間，張曉明與贊皇縣委縣政府就做好脫貧考核驗

收、鞏固提升脫貧成效、持續推動贊皇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生活

改善等問題進行座談，檢查了尹家莊蔬菜大棚、縣醫院、許亭小

學和梁家灣村扶貧微工廠等幫扶項目進展情況，並看望慰問了部

分群眾和掛職幹部。河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王東峰在

石家莊會見張曉明一行，並就進一步做好脫貧攻堅工作、推動河

北高質量發展和推進河北與港澳地區交流合作等交換了意見。

張曉明在贊皇座談時表示，黨的十九
大明確把精準脫貧作為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必須打好的三大攻堅戰之一，
做出了新的部署。港澳辦黨組對定點扶
貧工作高度重視，多次召開黨組會和辦
公會，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
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認真貫徹落實習
近平總書記關於脫貧攻堅的重要指示，
切實把定點扶貧作為重大政治責任扛在
肩上，提高政治站位，增加資源投入，
全力抓好落實。去年以來，我們協調安
排幫扶項目11個、幫扶資金6,200餘萬
元（人民幣，下同）。目前大部分項目
已經建成並投入使用，發揮了較好的幫
扶作用，特別是扶貧微工廠和蔬菜大棚
項目，投入少、見效快、輻射面廣，在
精準幫扶貧困群眾方面具有較好的實際
效用，並有一定的示範作用。

協調港企定向收購板栗
張曉明說，今年，我們積極協調聯
繫港澳愛心人士到贊皇考察調研，新
爭取部分幫扶資金，並使用黨費和行

政經費投入幫扶資金45萬元，直接用
於扶貧微工廠建設。在已安排兩名同
志的基礎上，又增派兩名優秀年輕同
志到贊皇掛職鍛煉，參與扶貧工作。
協調香港四洲集團定向到贊皇收購板
栗，優先優價收購建檔立卡貧困戶的
板栗，在產業幫扶方面進行了新的嘗
試。組織全辦幹部職工向贊皇捐款捐
物，並到贊皇開展主題黨日團日活
動。通過多途徑、多方式推進教育、
健康、產業和黨建扶貧，為贊皇脫貧
攻堅工作提供了助力。
張曉明表示，下一階段，將支持贊
皇做好脫貧考核驗收工作，並把重點
幫扶項目建好用好，使其效益發揮最
大化。少量剩餘幫扶資金要抓緊使
用，可以重點投向能夠精準幫扶群眾
的小型產業，搞好優質農產品加工，
提高農產品附加值。

助引諮詢機構研產業優化
張曉明說，「幫扶情緣一線牽」。

自1997年定點幫扶贊皇以來，港澳辦

與贊皇人民始終心連心、心貼心，結
下了深厚的幫扶情緣。贊皇脫貧攻堅
已經進入決勝階段，港澳辦將繼續深
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
作的重要論述，按照「把握精準要
義、找準點位發力」的幫扶思路，結
合贊皇脫貧攻堅實際需要，進一步加
大對贊皇定點幫扶力度，全力以赴幫
助贊皇人民早日脫貧致富步入小康。
一是積極協調幫扶資金，繼續幫助贊
皇加強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基
礎設施建設。二是聯繫引進諮詢顧問

機構，為贊皇特色產業發展、工業轉
型升級和生態經濟建設等提供智力支
持。三是繼續組織港澳工商界人士赴
贊皇考察調研，廣泛參與贊皇旅遊資
源開發、生態療養基地建設和特色產
業發展。四是進一步搭建港澳與贊皇
交流互動平台，加大宣傳推介贊皇力
度，並為贊皇幹部提供更多外出培訓
交流的機會。
國務院港澳辦黨組成員、副主任宋

哲，河北省、石家莊市有關領導一同
參加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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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皇縣隸屬於河北省石家莊市，位於河
北省西南部，太行山中段東麓，全縣總面
積1,210平方公里，轄一個省級經濟開發

區，4鎮7鄉，212個行政村，總人口27.6萬。贊皇縣是國家扶
貧開發重點縣，2018年，貧困村退出52個、剩餘1個，貧困
人口脫貧2,868戶5,513人，貧困人口減少到664戶1,353人，
綜合貧困發生率降至0.56%。目前，贊皇縣已經通過河北省和
石家莊市組織的脫貧攻堅成效考核與貧困縣退出驗收，正在準
備迎接國家抽檢。 ■資料來源：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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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千八百戶脫貧

■■張曉明張曉明（（左二左二））在贊皇縣尹家莊村在贊皇縣尹家莊村
聽取蔬菜大棚情況介紹聽取蔬菜大棚情況介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於今年
4月被英國一拍賣機構拍賣的圓明園文物青銅「虎
鎣」近日重返祖國懷抱。12月11日，這件流失海
外百餘年的文物正式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據介紹，青銅「虎鎣」為西周晚期文物，頂蓋內
鑄有「自作供鎣」銘文，因其精美獨特的造型、罕
見的虎形裝飾而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和文化價
值。相關資料顯示，「虎鎣」原為清宮皇室舊藏，
1860年被英國軍官哈利．埃文斯從圓明園劫掠獲
得，此後一直由其家族收藏。

四月英國拍賣成交
今年3月底，疑似圓明園流失文物青銅「虎鎣」
即將在英國拍賣的消息引發國內外輿論關注。4月
11日，該文物以41萬英鎊價格在英國成交。4月
28日，中國國家文物局收到英國相關拍賣機構負
責人郵件，稱青銅「虎鎣」境外買家希望將文物無
條件捐贈給國家文物局。9月21日，國家文物局代
表團會同中國國家博物館專家組赴英開展青銅「虎
鎣」實物鑒定，包括科技檢測在內的鑒定結果均顯
示：青銅「虎鎣」符合西周晚期青銅器基本特徵。
11月23日，青銅「虎鎣」安全抵達北京。
據國家文物局介紹，關於「虎鎣」這一世稱的由來，

主要依據是流管上的臥虎造型，流乃商周青銅盉（調
酒器）標誌性的關鍵部位，憑此位置上的紋飾對其定

名，依據充分，科學合理。「虎鎣」蓋內鑄銘四字：
「自乍（作）（供）（鎣）。」「乍」字反書。器自
名為「鎣」，是盉的一種別稱。「共」作為器名的修
飾語，尚屬首見。共是供的初文，「供鎣」明確了此
器的用途，即作為祭祀時奉獻使用。通過X射線探傷
分析，「虎鎣」保存完整，未見明顯的後世修復痕跡，
墊片清晰，佈局合理。

四千流失文物回歸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表示，近年來，國家文

物局積極開展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作，成功促成
多批流失文物回歸祖國，青銅「虎鎣」的回歸正
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範例。國家博物館館長王春
法表示，國家博物館將青銅「虎鎣」入藏後，妥
善保管，做好展陳，深入研究，使其發揮更大作
用。
據悉，近年來，國家文物局不斷探索促成流失文

物回歸的多種途徑，逐步建立綜合使用外交斡旋、
協商談判、執法合作、司法訴訟等方式的流失文物
追索返還工作模式，成功促成了30餘批次近4,000
件套流失文物回歸祖國，其中圓明園鼠首兔首、秦
公晉侯青銅器、大堡子山金飾片等重要文物已先後
入藏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等，
為宣傳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原則理念、保護和傳承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進一步發揮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我們一起走
過——改革開放四十年》大型電視紀錄片10日晚播出了
最後兩集，分別是聚焦黨的建設 《萬山磅礡看主峰》，
以及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等講述《幸福是奮鬥出來的》。
第十七集講述了港珠澳大橋黨員團隊攻堅克難的故事。

歷時近九年的港珠澳大橋工程，最大的難關是海底沉管隧
道安裝。當時，E15沉管已經抵達安裝海域，卻突然遭遇
海底泥沙回淤，為了施工質量沉管必須拖回。聽說要返
回，船員們幾近崩潰。面對疲憊又沮喪的團隊，靠什麼統
一意志、凝聚力量？紀錄片說，關鍵時刻，基層黨組織點
燃了大家心裡的信念之火。一場場學習討論，讓每個人都

為能參與國家重大工程而自豪。港珠澳大橋島隧工
程項目黨委副書記林鳴在片中說，最後一次沉管安
裝時，1,000多人沒有走掉一個人，黨員用自己的
行動帶領大家永攀高峰的精神就是大橋精神，也是
時代精神。
第十七集還披露了中國工程院院士林俊德生命最

後一天的畫面。52年堅守羅布泊並45次參與核試
驗的他戴着氧氣面罩堅持工作。在生命最後的72小時
裡，他還整理出大量的絕密資料，召集課題組成員佈置後
續任務。
綽號「鐵鎯頭」的郎平一路從女排姑娘成長為帶領中國
女排國家隊重回世界冠軍領獎台的主教練，她在第十八集
中講述朝着夢想再出發的故事。片中說40年來，女排是
一支拖不垮打不爛的球隊。2018年在亞運會又奪冠之
後，郎平對着鏡頭說，「我是1978年第一次參加亞運
會，時隔四十年，又帶領新的孩子們能夠再拿亞運會冠
軍，她們也很開心。要走向世界，在世界上取得好成績，
必須要在亞洲拿第一，要衝出亞洲。」

第十七第十七、、十八集十八集（（完完））

港珠澳大橋建設者詮釋時代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第五個國
家公祭日前夕，全景式記錄日軍發動「九．一八」事
變及侵華戰爭的《九一八事變機密軍事檔案關東軍卷
一》昨日在遼寧瀋陽舉行新書發佈會。該卷書籍重點
收錄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次日至1935年
12月間，日本關東軍以《滿洲事變情報》集形式送呈
的軍事機密檔案，其中最為珍貴的是1931年9月19
日至1932年12月31日以「情報」名義上呈的檔案，
記錄了「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在東北進行軍事作
戰的軍事詳報和作戰日誌。該書也成為目前國內外關
於關東軍歷史研究史料最完整的出版物。
今年是全民族抗戰爆發81周年，「九．一八」事

變爆發87周年，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聯手
線裝書局聯袂編輯出版了上述書籍。該書主編、「九
．一八」歷史博物館館長范麗紅介紹，近年該館着力
在全球徵集「九．一八」事變相關檔案史料，目前，博物
館與線裝書局已聯合徵集到相關檔案史料一萬餘件、十萬
餘幅，經史學專家甄別分類後聯袂出版《侵華日軍軍事機
密檔案》。本次發佈的圖書即為該套書的第一卷，以原文
檔案資料的高清掃描收錄了關東軍武裝佔領東三省、熱河
省、河北省東北以及關東軍鎮壓義勇軍和東北抗日聯軍的
檔案，共計收錄檔案史料560餘份，近9,000餘頁，按照
時間順序和不同主題內容，共整理編輯為20冊。

情報文件細載關東軍罪行
本次刊行的該卷書籍不僅涵蓋了日本軍方界定的「滿洲事
變」（即1931年9月19日至1935年12月）期間全部《滿洲
事變情報》，還收錄了與此相對應的日本陸軍省、陸軍省參
謀部下發給關東軍的軍事作戰命令、臨時戰時裝備等與「九

．一八」事變相關的軍事作戰命令、指令等。范麗紅認為，
情報事無鉅細地記錄了關東軍軍事作戰計劃、戰鬥報告，以
及敵我死傷報告、東北軍餘部和東北抗日義勇軍動向人數規
模報告等，成書後不僅是日本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期
間的軍史，還是一部關東軍自己書寫的侵華戰爭史。
參與該書甄別校對工作的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王鐵

軍長期從事關東軍史料研究，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問時表示，本書具有完整性、權威性和真實性三大特點，
特別前期進行了大量而繁雜的文獻搜集、整理和甄別工
作，「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根據日軍情報編號挖掘並搜
集整理了分別藏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美國國家檔案館微縮膠卷檔案中心以及國內相關檔案館的
館藏史料等，使本書成為目前全球研究關東軍歷史最為權
威、完整的史料，這也是該書最為珍貴之處。

九一八新書收錄560餘份日軍侵華史料

■書中以日文記載的關東軍情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昨日，中國國家博物館研
究院名譽院長孫機（前）在
現場講解青銅「虎鎣」相關
知識。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