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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3 月
7日电（记者吴济海、刘
欢、谢希瑶）“有人说我
是澳门人，有人说我是
香港人，我会说我是大
湾区人。”
　　“让爱国爱澳的观
念在一代又一代澳门青
年心中生根萌芽。”
　　“血浓于水的亲情，
定能跨越浅浅的海峡。”
　　 7 日上午，人民大
会堂，全国政协十四届
一次会议第二场“委员
通道”集体采访。香港特
区全国政协委员何超
琼、澳门特区全国政协
委员马志毅、台籍全国
政协委员江利平三人

“同框”亮相，表达了把
握机遇和共创伟业的
心声。

  何超琼委员：我

是大湾区人

　　“有人说我是澳门
人，有人说我是香港人，
我会说我是大湾区人。”
在澳门出生、到香港发
展多年的全国工商联副
主席、信德集团董事长
何超琼这样自我介绍。
　　何超琼委员高度关
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并
投身其中。“大湾区在
2020 年时的人口已经
超过 8600 万，在 2021 年它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
12.6 万亿元人民币，这些数据代表什么呢？我看
到的是庞大的市场、丰厚的人力资源以及无限的
发展潜力。”她说，大湾区就是香港发展的大舞台。
　　她认为，作为大湾区内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
城市，香港应该担当大湾区“引入来，走出去”的

“超级联系人”，抓紧大湾区发展的机遇，才能把优
势赋能到国家建设当中。
　　何超琼委员回顾了自己二十几年来在珠三角
地区发展与合作的经历。她感慨地说：“大湾区已
经拥有搭建好的全球独有的海陆空接驳的多模式
联合交通平台，我是一个见证者和推动者、参与
者，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她说，香港、澳门与大湾区广东 9 个城市，本
来就是一家人，手足之情时刻在心里。只要目标一
致，同心协力，凝聚共识，用好国家赋予我们各自
的优势，把大湾区做大做强，我相信一定能为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携手共圆中国梦起到非常好的展
示作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正能量。

马志毅委员：助澳门青年把握时代机遇

　　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澳区省政联会长马
志毅委员多年来关注澳门青年发展，组织过多次

“政协委员进校园”活动，邀请委员给学生讲述他
们的奋斗故事，讲述国家的发展与改革成就，增进
澳门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几年来，活动
已经覆盖 30 多所澳门大中院校，参与师生人数
超过 11000 人。
　　有学生告诉他，过去觉得政协非常“神秘”，但
通过参与活动才发现原来政协委员就在身边，各
行各业人士都可以通过奋斗成为政协的一员。“这
也正是我们举办活动的初心，对澳门学生的未来
成长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增进了他们对国家
的认同，让爱国爱澳的观念在一代又一代澳门青
年心中生根萌芽。”马志毅委员欣慰地说。
　　他鼓励澳门青年到内地来，亲身感受、亲眼目
睹国家的发展与变化，2021 年曾组织政协委员
与澳门青年赴贵州省从江县考察交流，那里是澳
门对口帮扶县。“在走访过程中，每位澳门学子都
忍不住为村民生活的巨大改善而感到惊叹和高
兴。”马志毅委员说。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十分关心粤港
澳大湾区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发展。”他
说，自己将继续通过各种方法，为澳门青年解读更
多国家和大湾区的利好政策，让广大澳门青年把
握住时代机遇，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新时代
的祖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江利平委员：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台盟中央副主席江利平委员生长在湖北，祖
辈扎根在台湾。“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回台南祭祖，
那里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让我倍感亲切。”他说，
慎终追远、敦亲睦族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台湾
同胞身上闪耀着光芒。
　　江利平委员介绍说，很多台湾同胞每年农历
四月二十六，会在湖北随州举行的世界华人炎帝
故里寻根节上共敬始祖，恭读颂文。台湾嘉义县中
埔乡顶埔村村民，每年农历三月三、九月九都会来
到湖北武当寻根谒祖。
　　“我们像亲人一样团聚。”他说，“2011 年我
随团去台湾交流，专程前往顶埔村，乡亲们热情相
迎，一见面就拉着我们的手激动地说‘大陆亲人来
了’，这感人的一幕在我脑海里久久回荡。”
　　江利平委员说，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
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我看到祖国大陆始终敞
开胸怀期待游子，秉持尊重、关爱、造福两岸同胞
的理念，推动两岸深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和各领
域融合发展。
　　“相信血浓于水的亲情，定能跨越浅浅的海
峡。”展望未来，江利平委员坚信，“两岸人民定能
更加紧密地手拉手、肩并肩、心连心，共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3月 7日电（记者谢希瑶、魏
玉坤、严赋憬）7 日早晨 8 时许，全国政协十四
届一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开启，8 位全国
政协委员走进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
　　职业教育如何打破人才成长的“天花
板”？民营企业发展前景怎么看？高校毕业生
如何更好就业择业？……委员们回应民生关
切，共话家国情怀。

　　让职教学生“升学有道，就业有门，

创业有方”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
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
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
长苏华委员认为，发展职业教育，就是要让接
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充分实现个人才干增长和
价值提升。职业教育既能“顶天”又能“立地”。
　　在他看来，要完善职教高考，扩大职教本
科规模，打破技能人才成长的“天花板”，让职
教学生“升学有道，就业有门，创业有方”。要
以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办社会需要的企业，做有温度的企业家

　　民营经济已成为保障民生、促进创新、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奇安信集团董事长
齐向东委员感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步履
更加坚实，干事创业劲头越来越足。这股干劲
来自于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的鼓励与支持，
来自于中国经济充满韧性的坚实底盘，来自
于改革开放 40 多年淬炼出的企业家精神。
　　“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上，我们
要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专心致志搞发展，办
社会需要的企业，做有温度的企业家。”他说。

就业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2023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达 1158 万人，同比增加 82 万人。就高校毕
业生就业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委
员认为，一方面，找工作要怀有一颗平实之
心，结合自身情况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另一方
面，从最基本的工作、最基础的环节做起，这
是职业道路的起点，为事业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就业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说，在起
点上兢兢业业干好工作，将收获长期受用的
宝贵财富。

“蓝朋友”值得信赖

　　因为身着深火焰蓝色制服，消防员们
被网友亲切称为“蓝朋友”。“‘蓝朋友’值
得信赖！”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琼色委员介
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承担着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
故的重要职责。基层消防救援队站始终坚
持 2 4 小 时 驻 勤 备 战 、枕 戈 待 旦 、闻 警

即动。
　　他说，“蓝朋友”的主体是年轻人，大多是

“90 后”“00 后”。“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
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也看到了我
们这支队伍的希望和未来。”

  记录新疆美好的一切，一起讲述新

疆的故事

　　新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海
尼扎提·托呼提委员是一名新疆维吾尔族创
业青年，他用短视频记录和传播新疆的故事，
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粉丝。很多粉丝
给他留言，“我要去新疆”“我要去和新疆人交
朋友”……
　　他说，新疆有美丽的风光、独特的文化、
民族的特色，记录生活本身，就是在讲述各民
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新疆故事。“希望有更多年
轻人加入，记录新疆美好的一切，一起讲述中
国新疆的故事。”

我是大湾区人

　　“有人说我是澳门人，有人说我是香港
人，我会说我是大湾区人。”信德集团董事长
何超琼委员这样介绍自己。她表示，《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以来，指引 9 个城
市和 2 个特区融合发展、协同合作，港珠澳大
桥进一步把香港、澳门、珠海连接在一起。“我
们优势互补，‘9+2’早就超过了‘11’。”
　　她认为，香港、澳门与大湾区 9 个城市
本就是一家人，手足之情时刻在心里。只要目
标一致，同心协力、凝聚共识，相信大湾区一
定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携手共圆中国梦
起到示范作用。

　　支持澳门青年到内地亲身感受国家

发展与变化

　　“支持澳门青年到内地亲身感受国家发
展与变化。”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马志毅委
员说，他曾组织澳区政协委员与澳门青年一
起到澳门对口帮扶的贵州省从江县考察交
流，澳门学子都忍不住为村民生活的巨大改
善感到惊叹和高兴。
　　他表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关心粤港
澳大湾区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发
展。将继续向澳门青年解读更多利好政策，帮
助其把握时代机遇，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新时代的祖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相信血浓于水的亲情定能跨越浅浅

的海峡

　　台盟中央副主席江利平委员生长在湖
北，祖辈扎根在台湾，“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融
入他的身与行。他以自身经历诠释着，祖国始
终敞开胸怀、期待游子，秉持着尊重、关爱、造
福两岸同胞的理念，推动两岸深化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和各领域融合发展。
　　“相信血浓于水的亲情定能跨越浅浅的
海峡。”江利平坚信，两岸人民定能更加紧密
地手拉手、肩并肩、心连心，共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心 系 民 生 福 祉  激 扬 家 国 情 怀
———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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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速递

  ▲ 3 月 7 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新闻发布厅举行。                       新华社记者曹灿摄

　　孙大伟委员作大会发言时说，中国同
东盟合作迎来新机遇，前景广阔。人民政
协在服务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
共同体中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应进一步发
挥人民政协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展现政协
所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共识、
汇聚磅礴力量。
　　孙大伟提出三点建议：
　　——— 充分发挥平等协商的民主优势，
广谋良策。围绕更高标准推动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国际贸易互惠互利、国际产能

互补互助、文化交流互鉴互动等议题，积
极协商议政，把意见建议提得更准、更实，
助力科学决策。注重发挥协商式监督特
色优势，围绕已出台的有关互联互通、经
济融合、经贸合作、人文交往等方面的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落地
见效。
　　——— 充分发挥团结联谊的功能优势，
广聚共识。丰富团结联谊载体，广泛联系
东盟各国侨胞，健全完善侨胞代表参加有
关视察考察调研、会议论坛、重要节日和纪
念活动的常态化机制，有效运用制度优势
凝聚开放、交流、合作共识。优化政协对外
交往方式方法，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
国－东盟信息港等平台功能作用，加强同东
盟各国人民、政治组织、媒体智库等友好
往来。
　　——— 充分发挥联系广泛的主体优势，
广集智慧。政协委员要积极牵线搭桥，拓
展渠道、传播文化、广交朋友，汇集各方智
慧，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文化联系
交流。当好宣传员，讲好中国故事、政协故
事，汇聚合作共赢的正能量。

  （上接 10 版）田向利委员作大会发言时
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要进一步用真理力量激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
国特色，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加强大的精
神力量。
　　——— 为往圣继绝学，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永不褪色的核心价值。建议国家开
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摸清文化遗产底数。
加强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和利用，发挥人文化

育功能，讲好文化遗产承载的中国故事。各
级各类学校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作为必修
课，教育引导青少年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核
心价值理念，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底气。
　　——— 为新征程开新局，创新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表达形式。运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
观点方法，结合新的时代和实践要求，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
地融入当下、服务今人、传承后人。着力推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城乡发展保护传承、
融入道德建设一体传承、融入生产生活活态
传承，促进修身立德、躬身实践，增强核心价
值观亲和力凝聚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正
确的价值引领和不竭的精神动力。
　　——— 为世界谋大同，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问
题贡献中国智慧。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
标识和世界价值，赋予其现代含义，注重海外
传播的分众化表达和平民化视角，挖掘孔孟、
李杜、三苏等世界历史文化名人题材，创制更
多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让中国风走
出国际范，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用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服务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田向利委员 孙大伟委员

  高永文委员作大会发言时说，香港和澳
门是国际著名自由贸易港，对中医药文化的
认同感极高，中医药科研强、贸易发达，在国
际市场开拓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港澳可以
发挥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高永文就此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高位推动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探
索“研发在港澳、产业化在内地、市场向海外”
的中医药发展合作创新模式，加速优质中医

药资源在粤港澳大湾区流动，打造具有强大
产业内生动力和市场话语权的世界级中医药
企业。
　　二是推动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
加速中医药医保支付改革，破解中医药全产
业链的终端市场瓶颈；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
心的优势，建立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企业投入
为主体、社会资金广泛参与的投入机制；探索
建立中医药资源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推动中
医药数据、资源共享，为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示范区建设探索新路径。
　　三是强化科技引领，制定中医药国际标
准。积极参与制定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
发挥港澳地区中医药科研实力，推动内地各
省区市与港澳地区建立中医药科研交流与协
作机制。
　　四是打造国际中医药贸易中心，推动中医
药走向世界。积极争取与东盟著名药企和科
研机构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推进国家
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打造中医药文化国
际传播窗口，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

发挥港澳优势　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高永文委员

　　迪丽娜尔·阿布拉委员作大会发言时说，
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让中华文化浸润新疆大地，对于促进新
疆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意义。
　　迪丽娜尔·阿布拉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必须坚持“润”的正确方向。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魂，加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二是积极探索“润”的方法路径。突出中
华文化特征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实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传播；以增进各民族尤
其是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认同为重点，激发全
域文化活力；树立国际视野，举办大型对外文
化交流活动，使新疆成为展示中华文化、弘扬
丝路精神的重要窗口。
　　三是搭建做优“润”的平台载体。加快培
育文化创新创意平台，吸引全国创意人才、机
构进入新疆；强化“文化+”理念，用文化赋能
各行各业；打造新疆文创品牌，追溯新疆各民
族文化诞生、延续和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发展
的悠久历史，让更多承载着中华民族基因和
血脉、分布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的文物和
文化遗产，通过实物实景实事活起来。
　　迪丽娜尔·阿布拉说，要对文化润疆重大
问题进行顶层设计，强化文化润疆智力支持，
成立决策咨询和研究机构，实施人才培养计
划，让中华文化涓涓细流汇聚成河，让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

让 中 华 文 化 浸 润 人 心

迪丽娜尔·阿布拉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