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文化自信自強與中
國式現代化為主題的第三

屆江蘇發展大會系列活動之一 「文化江蘇
建設論壇」 5月20日下午在南京舉行，會上
發布了《江蘇文庫》階段性成果。中共江
蘇省委常委、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張愛軍
表示，江蘇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
一，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
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範是我們堅定文
化自信的底氣所在，唯有不斷激活其生命
力，才能在時代變革中使維繫我們的精神
紐帶更為牢固和持久。

專程參加江蘇發展大會的海內外鄉

賢，江蘇省委、省人大、省政府與省政協
官員，江蘇全省宣傳文化工作代表和高校
師生代表共520餘人參加論壇。6位海內外
學者以 「文化自信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
保障」 、 「中華文明中的江南文脈」 、
「文化賦能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化：兼及
江蘇文脈的貢獻」 、 「江蘇城市文脈與中
國式現代化」 、 「顯隱互鑒：城市活力的
當代營造」 專題演講。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
魂。」 張愛軍說，江蘇自古鍾靈毓秀，人
文薈萃，文脈悠遠。在這裏，吳文化、楚
漢文化、金陵文化、淮揚文化，異彩紛

呈，獨具魅力。江蘇是向世界展示中華文
化的重要窗口，歷史上鑒真6次東渡、鄭和
7下西洋，傳播了中華文明。 「今天提升江
蘇文脈的國際影響力，對於讓世界感知中
國具有重要意義。」 張愛軍強調，我們要
更加有效的推動中華文化江蘇文化走出
去，把中國故事和江蘇故事講得更生動更
精彩，更好的以文載道，以文傳聲，弘揚
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發揮香港優勢講好江蘇故事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華文傳

播對於更好地傳播中國聲音、凝聚華人文
化共同體意識、增進中國和世界的互相了
解，具有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大
公報總編輯于世俊在圍繞 「文化傳承創新
與文化強國先行區建設」 的嘉賓交流中指
出，華文傳播要因應時代的變化，抓牢新
傳播模式下的機遇，因應地域地區特色打
造專業內容，增強文化認同。另外，香港
優勢獨特，致力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這為講好江蘇故事、中國故事提供了
更好的平台。

大公報記者陳旻

「5．20」 因諧音 「我愛你」 ，
成為眾多新人結婚登記的大好日子。今年

5月20日恰逢周六，內地不少婚姻登記機關選
擇 「為愛加班」 。在東莞多個婚姻登記處，現
場專門布置了 「520」 的背景牆，鮮花綠植、紅
色的 「雙喜」 擺件……十分溫馨浪漫。記者從東
莞民政局獲悉，全市共有近900對新人結婚登
記。

當日上午，東莞市婚姻登記管理中心迎來
了眾多新人。很多新人還戴着白色的頭紗前來
登記，讓這個特別的日子充滿儀式感。吳先生和
盧小姐是眾多新人中的一對，從校服到婚紗，戀
愛長跑達8年，終於 「修成正果」 。

廣州、深圳、佛山、惠州等大灣區內地城市
在20日同樣 「不打烊」 。廣州市民政局表示，5月
20日當天，廣州全市婚姻登記機關將全天對外辦
公。同時，廣州市民政局也呼籲廣大新人理性
看待婚姻登記 「好日子」 ，結合自身實際錯
峰預約辦理，避免 「扎堆登記」 。只要相
親相愛，每天都是好日子。

「5．20」 這天鮮花銷售同樣
火熱。 「紅玫瑰是最經典的，送這
個肯定不會出錯！」 在廣州市嶺
南花卉市場一個檔口，老
闆王先生熱情推介。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2023年5月21日 星期日A8 內 地

「世界上最短的路是回家的路，走起來總是那麼愉悅；最熟悉的

聲音是濃濃的鄉音，聽起來總是那麼親切。」5月20日，第三屆江蘇發

展大會在南京舉行，來自全球各地的1300多名江蘇鄉賢匯聚一堂，在

共話鄉情之餘積極反哺家鄉建設。其間一批重大產業項目集中簽約，

總投資超過4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江蘇發展大會 簽約投資4000億
逾千海內外赤子回饋故里 沐鄉情話未來

大公報記者 賀鵬飛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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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冀蘇港優勢互補再創輝煌

傳承悠遠文脈 凝聚文化共同體
▲

文化江蘇建
設論壇，嘉賓
就江蘇文化發
展建設暢所欲
言。
大公報記者

陳旻攝



20日，百對新人、情侶在廣東清遠古龍峽
漂流賽道中同行，體驗 「漂流婚禮」 。婚禮組織
者表示： 「愛情如同漂流，兩個人同坐一條船朝

着同一目標前進。闖過人生的風風雨雨，就會抵達幸
福彼岸。」

在清遠古龍峽現場，被花束和花球環繞的粉紅色
漂流艇，成為了 「婚車」 ，一路急行，歡呼聲與尖叫聲在峽
谷間流轉。清遠市民黃先生攜妻子參加了活動。他說： 「穿
着禮服來漂流，讓人難忘。」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

浪漫一回 爺爺送老伴情侶證

「今年是我們結婚40周年，趕時髦一回，頭一
次領情侶證感覺挺新奇的，帶着老伴來體驗一下。」
在河南鄭州，正值520情人節，70歲的陳爺爺看到某奶
茶門店520送情侶證活動，於是買了兩杯奶茶，領了兩張
情侶證送給老伴，還一起拍照。

談起愛情 「保鮮秘籍」 ，陳爺爺說， 「少年夫妻老
來伴，執手相看兩不厭，雙方要互相體諒互相分擔才能
長久的走下去。」 在陳爺爺看來，婚姻需要儀式感，
「她對你好，你對她好，兩人才會一直好好的。」

大公報記者劉蕊

漂流婚禮 駕粉紅艇衝向幸福

▲5月20日，廣東百對新人情侶體驗 「漂流
婚禮」 。 受訪者供圖▲陳爺爺和老伴在520這天，頭一回趕時

髦，領 「情侶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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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在20日迎來900對新人結婚登記。
受訪者供圖

縱覽中華文明發展史，江蘇有
着重要的地位。江蘇省委書記、省
人大常委會主任信長星致辭指出，
江蘇是一片得天地造化的土地，
「火」 與 「水」 的淬煉成其形，大
自然的饋贈賦予了她溫潤的氣候和
豐饒的物種，經由歷代先民辛勤勞
作，開墾出令人嚮往的 「魚米之
鄉」 。 「南」 與 「北」 的交融成其
氣，吳文化、金陵文化、淮揚文
化、楚漢文化交相輝映、競放異
彩，塑造滋養了她的博雅與厚重，
讓江蘇的富庶與繁華歷經千年而不
衰。 「古」 與 「今」 的熔鑄成其
神，幾千年來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
靈魂深處的大同理想讓我們自強不
息，始於45年前的改革開放讓我們
敢為人先，新時代 「強富美高」 藍
圖引領我們始終走在前列。

四功能區建新時代魚米之鄉
展望未來，信長星按照地理脈

絡介紹了江蘇重點發展的四大功能
區：沿江八市承擔着全省經濟發展
主引擎功能，正在打造世界級揚子
江城市群，形成江蘇發展的 「金色
名片」 。南通、鹽城、連雲港是全
省最大的潛在增長極，正在打造沿
海經濟帶，構築江蘇向海發展的
「藍色板塊」 。淮安、宿遷和里下
河地區承擔着展現全省生態價值、
生態優勢和生態競爭力的功能，正
在打造江淮生態經濟區，構建江蘇
永續發展的 「綠心地帶」 。徐州淮
海經濟區中心城市承擔着拓展全省
發展縱深的功能，正在打造江蘇高
質量發展的強勁支點。

信長星說，江蘇將以習近平總
書記提出的 「四個走在前」 為 「路
線圖」 ，扎扎實實、踏踏實實，把
江蘇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
技創新中心、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
進製造業基地、具有世界聚合力的
雙向開放樞紐，建成農業強、農村

美、農民富的新時代魚米之鄉，在
推進共同富裕中創造高品質生活。

民營經濟是江蘇生力軍
「鄉音難改、鄉土難捨、鄉情

難忘！」 受邀出席大會的香港隆源
企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香
港江蘇社團總會榮譽會長榮智健表
示，江蘇是長三角地區的堅實腹
地，有着良好的發展機遇。他建議
江蘇加大有效基礎設施項目的建
設，打造具有新時代特徵的一流營
商環境。民營經濟是江蘇經濟的生
力軍。當前一些民營企業家體會到
矛盾多、困難大、市場變，實際上
這正是新機遇的到來。江蘇要謀創
新、謀超越，更大力度地支持民營
經濟發展。同時，民營企業家一定
要聽黨話，跟黨走，思國家之所
需，憂國家之所難，拚企業之所
能，創企業之新路。在全球化的新
變局中，找準企業的方向和路徑，
就會迎來一個嶄新變革。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
立群表示，當前，世界正處於大變
革、大轉換、大調整的重要階段，
風險因素顯著增加。探索和推動可
持續發展是國際社會應對世界之
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重要選
擇。江蘇經濟進一步提質升級、實
現可持續發展對於中國乃至全球都
有引領和示範效應。

會上，江蘇省政府與中國機械
工業集團、中國中煤能源集團、中
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分別簽訂戰略
合作框架協議，一批百億級重大產
業項目集中簽約。

新加坡金鷹國際集團主席陳江
和說，近年來，金鷹集團在江蘇不
斷加大投資，先後與南通、常州、
泰州、鹽城等地簽署了項目投資協
議，江蘇已成為金鷹集團在中國重
要的戰略投資基地。未來，集團還
會繼續加大在江蘇的投資力度。

精神紐帶

「蘇港優勢互補，一
定能夠創造新的輝煌。」

在20日下午舉行的三春暉「我蘇」講壇上，
全國政協常委、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
主席、香港江蘇社團總會創會會長唐英年
建言江蘇和香港兩地在高新產業融資和文
化 「走出去」 方面強強聯合，共創雙贏。

作為江蘇發展大會主題活動之一，三
春暉 「我蘇」 講壇由江蘇省委省政府主
辦、江蘇省委統戰部（省僑辦）承辦。講
壇以 「鄉情聚心、合作聚力、人才聚智」

為主題，誠邀海內外 「江蘇人」 ，為江蘇
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為推進中國式現代
化江蘇新實踐匯聚力量。

「嚴家橋的大米還有大閘蟹，再配上
鎮江的香醋，真的非常美味。」 祖籍無錫
嚴家橋古村的唐英年發表主題演講時，深
情回顧了唐氏家族與江蘇的深厚淵源，並
對深化江蘇與香港的合作提出具體建議。
他說，江蘇累計使用外資中的50%來自香
港，建議充分利用香港的金融優勢，加快
江蘇高新產業的融資發展。 「很多境外投

資者都看中中國未來的發展，也想搭乘這
一經濟增長的 『高鐵』 。」 唐英年表示，
如果能進一步放寬境外投資，相信科創企
業將得到更好發展。他建議江蘇透過香港
及其他渠道，讓文化走出去。

江蘇省政協主席張義珍希望海內外江
蘇人秉承情繫桑梓的情懷，在更廣領域、
更高層次上加強合作。堅持開放包容的文
化理念，積極推動文化交流合作，講好新
時代的江蘇故事，共同推動江蘇擁抱世
界，走向未來。 大公報記者賀鵬飛

強強聯合

520民政部門為 加班愛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