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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阿斯塔纳5月21日电 当地时
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
部长王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发言
时，就台湾问题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王毅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
的核心，“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的最大
破坏性因素。赖清德之流背叛民族和祖先
的丑行令人不齿。但无论他们如何折腾，都

阻挡不了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
回归祖国的怀抱。所有“台独”分裂分子都
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上合组织成员
国从维护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出发，本着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相信大家会继续支持
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争取国家统
一的正义事业。

王毅就台湾问题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坏性因素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5·20”
讲话，多位台湾问题专家连日来受访指出，
赖清德错谬言论贯穿分离主义思维，“台
独”立场更加激进冒险，大肆鼓吹“反中抗
中”，煽动对大陆的敌意与仇视，炮制“民主
台独论”“和平分裂论”等歪理邪说，极力贴
靠、迎合外部势力，继续“倚外谋独”“以武
谋独”，态度很猖狂，性质很恶劣，危险性极
大，危害性极强。

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张文生说，
赖清德“5·20”讲话通篇毫无善意、诚意，
还充斥恶意、敌意。他无视台湾是中国一
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公然宣称“中华民
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猖狂贩卖

“两国论”，“台独”主张更加激进。
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倪永杰认为，赖

清德的讲话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
白”，从头至尾贯穿了其“台独”的理念和立
场。他的两岸政策论述是“两国论”的变
种、“一边一国论”的翻版，编织了一套完整
的“台独”论述，企图改变两岸关系性质。
他在所谓“国家”认同上大做文章，企图强

化“台独”精神动员，开启新的“台独正名”
政治操弄，恶劣程度超越了陈水扁和蔡英
文。

倪永杰指出，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
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
也不容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其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
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赖清德在讲话中
虚构所谓“台湾主权”，鼓吹“中华民国台湾
的未来，由二千三百万人民共同决定”，暴
露了以“台湾住民自决”推动“法理台独”的
图谋和妄想。

“抗中仇中”的嚣张挑衅

倪永杰说，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与
敌意，大肆渲染大陆“威胁”“渗透”“灰色胁
迫”，鼓噪“抗中”、煽动“仇中”，蓄意升高两

岸对立对抗，只会将台湾进一步推向兵凶
战危的险境，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
难。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
指出，赖清德恶意煽风点火、叫嚣对抗，态
度猖狂，立场顽固，性质恶劣，是危险的“台
独”分子。这样一个激进的挑衅者、升级版
的“麻烦制造者”，无疑会给台海及区域和
平稳定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和更高风险。其
讲话中所谓“和平”，根本是掩盖其台海地
区和平稳定破坏者的谎言。

倪永杰表示，赖清德罔顾台湾同胞利
益福祉，违逆岛内主流民意，不走和平发展
的正道，反而走挑衅对抗的邪路。他无视
岛内各界对维护两岸和平的渴望、对恢复
两岸交流的期待，反而让台湾民众陷入更
深的失望、忧虑甚至恐慌。“台独”与台海和
平水火不容，“台独”势力自己一条绝路走

到黑，还要把台湾民众推向灾祸深渊，何其
歹毒。

“倚外谋独”的民族叛逆

朱松岭表示，赖清德编造“民主共同
体”“和平共同体”的妄想，极力贴靠、迎合
美西方反华势力，以出卖台湾同胞利益和
中华民族利益为“投名状”，乞求外国主子
为“台独”撑腰。他甘当外部势力遏制中国
发展的“马前卒”和“棋子”，企图通过所谓

“价值外交”，投靠美西方反华阵营，进一步
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这是不折不扣的

“倚外谋独”。
张文生说，赖清德毫不掩饰其要与外

部势力联手对抗大陆的意图，为谋一己一
党之私，不惜分裂国家，完全丧失了基本的
民族立场，是极不道德的。

倪永杰指出，赖清德叫嚣所谓“价值外
交”，标榜自己“民主战线一员”的角色，企图
欺骗台湾民众、误导国际社会。其所谓的

“民主”同样是一个谎言，包藏的是愚弄台湾
同胞、害台殃民的丑恶心性，其图谋注定失
败，不自量力的悖逆者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危险性极大 危害性极强
——专家剖解赖清德“5·20”讲话

据新华社深圳5月22日电 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3日至27日举行。作为以新质生产
力赋能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关键举措，本届文博会加快转型升
级，积极引进国内外高端文化产业资源，着力提升国际化、市场
化、专业化、数字化水平，力争办出新特色、新亮点、新成效。

本届文博会共设8个展馆，分别是文化产业综合展A馆和
B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展、文旅融合·文化消费展、影
视·出版·版权·游戏电竞展、非遗·老字号·工艺美术展、艺术·设
计·国潮展、国际文化贸易展。线下展览内容将在云上文博会平
台同步展示。

本届文博会将重点聚焦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扩大对外文
化贸易、文化产品与项目交易、优化展会综合服务、实施文化数
字化战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六个方面。

本届文博会设立“文创中国”专题展区，展示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新成果，吸引全国文化企
业30强、大型上市公司等知名文化企业参展；首次设立国际文
化贸易展，邀请西班牙贸易协会、尼泊尔工商联合会等国外贸易
机构参展。

此外，本届文博会还将通过AI、AR等多媒体方式，展示数
字化转型、媒体融合、元宇宙、文化和科技创新等新业态、新应
用、新模式；举办“文博会消费季”、艺术品拍卖等活动；组织各地
高水平文艺院团和表演团队现场演出等。

第二十届文博会共组织6015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
线上线下参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
参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
展；3万余名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会。展会将展出文化产
品超过12万件，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在现场进行展
示与交易。

第二十届文博会今日开幕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据新华社海口5月22日电 生态环
境部部长黄润秋22日表示，我国更新发
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计划（2023—2030年）》，正在编制《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支持国
家战略与行动计划落地落实。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
年主题为“生物多样性 你我共参与”
（“Be Part of the Plan”）。2024年国

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当天在海南
省五指山市举办。

黄润秋介绍，我国不断健全法规制
度体系，大力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
和水平。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形成

“1+4+N”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创
新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有效保护超
过30%的陆域国土面积。推动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

续加强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和评估，组
织开展生态系统资源调查、物种资源调
查和各类资源普查。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实施52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扎实开展国土绿化
行动，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推进典型海洋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数据显示，我国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
护。

此外，我国积极深化国际合作，为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中国力量。我国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COP15）主席国，引领达成历史性
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并联合多个缔约方以及国际组织共
同发起“昆蒙框架”实施倡议。

我国正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

守护人与自然“诗意栖息地”

共建万物和谐美丽家园
——2024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扫描

由光束构成的坡鹿、海南长臂猿形
象，分别从会场大厅两侧墙壁

靠拢，跃向显示屏上的“蓝
色星球”，最后呈现出“生物
多样性 你我共参与”字
样。这是2024年国际生物
多样性日宣传活动一幕。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
多样性日。与会嘉宾齐聚海
南五指山，共谋生物多样性
治理之计，同时呼吁全球携
手共建万物和谐美丽家园。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最早
签署、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
约方之一，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上成果丰硕。

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近年来，我
国创新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有效保
护超过30%的陆域国土面积；实施52个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
程，修复治理面积超过1亿亩；推动建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筹建了大熊猫、
亚洲象、穿山甲、海南长臂猿等濒危物种
保护研究中心，并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
调查、监测和评估。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加强全球治
理。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引领达成“昆明—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联合
多个缔约方以及国际组织共同发起“昆
蒙框架”实施倡议。这一推动构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的积极贡献，得到了全球广
泛认可。

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的未
来，国际社会应协力同行。正如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致
辞中提到，必须携手努力，重视、保护和
恢复生物多样性，并使每一个人都从中
受益。

当天，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携手同
行仪式启动，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倡议发起。“携手合作”，成为中外嘉宾共
话的热点议题。

（据新华社海口5月22日电）

2023年12月2日，一群鹭
鸟在福州长乐闽江河口湿地
停歇觅食。 （新华社发）

5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
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开幕致信。
参加高层对话的中美两国嘉宾和受访
海内外人士表示，致信充分体现了习
近平主席对以旅游合作促进人员往
来、以人文交流赓续中美友谊的高度
重视，为进一步汇聚两国人民力量、推
进中美友好事业注入强劲动力。

习近平主席在致信中指出：“今年
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中美关系的根
基由人民浇筑，中美关系的大门由人
民打开，中美关系的故事由人民书写，
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必将由两国人民共
同创造。”

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的致信，美
国维萨公司亚太区董事长柯如龙表
示，去年11月在旧金山亲耳聆听习近
平主席发表的重要演讲，今天再次感
受到习主席对中美人民友谊的高度重
视，倍感鼓舞。

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主
席亚当·福斯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之一。通过旅游等方式在两国人民之
间搭建起友谊的桥梁，不仅对于中美
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
能助力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又一次来到中国真是太好了！”
“除了家乡，我最爱的就是中国。”“40
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在西安参加
过一个交流项目。特别高兴再次来到
这里！”“当两国人民面对面，就能开始
理解彼此。”……高层对话现场，许多
美国嘉宾由衷表达对中美推进旅游合
作的期待。

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
山会晤中就便利人员往来、促进人文
交流达成重要共识。此次致信中，习
近平主席表示：“旅游是中美两国人民
交往交流、相知相近的重要桥梁。我
们热情欢迎美国游客来华旅行，结识
中国朋友、体验中华文化、游览美丽山
水，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

现场参加活动的江西萍乡市文化
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易勇平
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有加强相互交往、
增进彼此了解的强烈愿望。习近平主
席的致信令旅游从业者感到振奋。

“今年以来，萍乡市已接待入境游客近2万人次，其中美国
游客近百人次。期待以本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为契机，有越来
越多美国游客来华，领略中国大好河山，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易
勇平说。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表示，多年来，习
近平主席同美国各界人士保持着广泛交往。习近平主席热情邀
请美国游客来华，鼓励两国人民加强交往交流，这正是当前两国
所需要的。期待中美双方出台更多便利措施，推动两国人文交
流形成新热潮。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致信，
对中美通过旅游合作促进人民友谊充满信心：“回望过去，正是
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两国开展了高质量的旅游合作和人文交
流。面向未来，按照习近平主席致信指引，两国必将实现旅游服
务品质的稳步提升、游客互访规模的持续增长。”

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克雄说：
“我们将以习近平主席致信精神为指引，落实好国家入境旅游
促进计划，为包括美国游客在内的外国游客打通支付、通关、
预订、通信、语言、网络等入境游堵点，在各国人民之间架起更
多友好桥梁。”

美国A&K国际旅游公司大中华区执行董事韩德才说，中
美旅游高层对话的再次举行是推动“旧金山愿景”转为实景的一
次具体行动。我们期待同中国企业界加强交往互动。

西北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梁学成说，本届中美旅游高层对
话的举办让中美两国人民都看到，“双向奔赴”的旅游大门是敞
开的。这对两国及世界旅游业发展而言都是积极而重要的信
号，对于促进旅游经济复苏和发展、推进中美人文交流、深化人
民相互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旅游集团董事长周冰说，“助力‘旧金山愿景’转为实
景”，对中国旅游企业而言既是机遇更是责任。作为旅游企业，
将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致信精神，以实际行动进一步开拓中美
旅游市场，以更多更好的旅游合作产品促进两国人民交往交流，
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新华社西安5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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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5月22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苏林，祝贺他就任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指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
友好邻邦。去年我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同阮
富仲总书记共同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

越命运共同体，开辟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篇
章。我高兴地看到，两国各部门各地方正在加
紧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我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发展，愿同主席同志一道
努力，保持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
设走深走实，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习近平向越南新任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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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创新实施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有效保护超过

实施52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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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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