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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报道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 月 18 日 14 时 44 分在台湾花莲县（北纬 23.15

度，东经 121.30度）发生 6.9级地震。台湾气象部门证实，本起地震是新的主震。

此次地震全台有感，在台北亦可感受到强烈晃动。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连续两天发生地震，据台湾灾害应变中心 19 日下午最新灾

情统计，共造成 1死、164伤。

台教育部门统计至 19 日下午 1 时止，受灾学校共 355 所学校，初估财损金额约 5500 万余

元新台币。台经济部门表示，受地震影响曾停电计 22024 户，仍有 445 户停电；曾停水则计

4842 户，仍有 1801 户抢修中，都以花莲、台东地区为主。

台湾气象部门的报告表示，余震发生频率有减缓趋势，未来一周不排除仍有 5 级以上余

震发生。

据新华社报道 9 月 17 日夜间以来，台湾台东县、花莲县相继发生 6.5 级、6.9 级地震和

多次余震，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9 月 18 日表示，大陆有关方面对

此高度关切，向遇难人员家属表示哀悼，向受伤人员表达慰问，并希望受灾民众早日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

国台办：

大 陆 有 关 方 面 高 度 关 切 台 湾 台 东 和 花 莲 地 震 灾 情

本报北京讯 9 月 18 日，台盟中央向台湾东部地震中的遇难者表示沉痛哀

悼，向受伤受困人员表达深切慰问。慰问信全文如下：

惊悉 9月 17日台湾台东发生 6.5级地震、18日花莲发生 6.9级地震，并发生

持续余震，全台震感强烈，一些地区出现桥梁损毁、房屋倒塌等灾情，并造成人

员伤亡。作为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乡亲，台盟广大盟员深感不安，无比揪

心，谨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受伤受困人员表达深切慰问。

两岸同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衷心期盼台湾乡亲们平安吉

祥，救灾和伤员救治工作进展顺利，愿受灾同胞早日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

2022 年 9月 18日

本报北京讯 9 月 18 日，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对台湾东部地震造成人员伤

亡及严重损失深感悲痛，并向受灾的台湾同胞致以亲切慰问。慰问信全文如下：

惊闻 2022 年 9 月 17 日台东县发生 6.5 级地震，18 日花莲县发生 6.9 级地震，

台湾多地发生数十起余震，造成人员伤亡及严重损失，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全

体同仁对此深感悲痛！

两岸同胞情同手足、血浓于水、十指连心，面对台湾同胞的地震之灾，我们感

同身受。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向身处灾区和受到震灾影响的台湾同胞表示最

亲切的慰问！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祈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同胞们平安康宁。

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

2022 年 9月 18日

“看到各位的时候，我心头有一股热流

涌上来，为我们是炎黄子孙而骄傲，为我们

民族有这样悠久璀璨的文化而自豪。”9 月

18 日，台盟中央副主席吴国华在台盟中央

举办的“霓裳曳广带”汉服文化体验活动上

说道。此次活动是台盟中央中华传统文化

沉浸式体验系列活动的第三期。

汉服之美，一醉千年。“这件襦裙更适

合你。”“你穿的是明制，造型做出来像是红

楼梦里的人物一样。”…… 18 日中午，颐

和园澄怀阁内，10 余名在京的台湾青年在

妆造师的造型下，摇身一变成为唐代的娇

娘、宋代的佳人和魏晋时期的谦谦公子。

台生曾诗雅选择了一条淡蓝色的襦

裙，搭配精心设计的盘头，造型灵动，大家

连连称赞她仿若玉兔仙子。她告诉记者，

这是她的汉服初体验。“之前就对汉服文化

很感兴趣，但一直没有机会尝试。”曾诗雅

说，近年来汉服热兴起，学校里和经常能看

到同学穿着精美的汉服。

一身青绿色襦裙，神似江南佳人的台

青李思宁是一位汉服爱好者。生活中，她

常和朋友穿着汉服去打卡各处的美景。她

表示，虽然自己买了不少汉服，但对汉服文

化知之甚少，这次活动，深入了解汉服文化

便是她的主要目的。同时，她还希望能够

通过这次活动的平台，结交更多喜爱汉服

的两岸朋友。

天朗云清，秋风送爽。台青们乘坐游

船，在船上开起了汉服文化主题讲座。令

人意外的是，这一次的演讲人，竟然也是一

位台青。原来，在台盟中央筹办活动的过

程中，发现了这位具备专业汉服文化知识，

同时非常想为两岸文化交流贡献力量的台

湾女孩林家萱。此次活动的妆造便是由林

家萱创建的北京古韵华夏工作室负责。据

介绍，年仅 24 岁的林家萱是台胞申设个体

工商户新政策发布后，第一个在北京拿到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台湾青年。讲座

中，林家萱详细讲解了汉服历史、汉服的形制以及传统服饰衣冠的

文化内涵，并手把手地教学不同朝代的行礼礼仪。

“从刚才大家学习礼仪的一招一式中，我感受到了大家对中华

文化的自信。”吴国华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传承和发扬，

举办此系列活动的目的便是让我们更加了解其内涵，台盟中央今

后将创造更多这样的机会，不断促进两岸文化的融合发展。同时，

希望台青可以多为活动的举办提出意见和建议。

活动结束后，台青薛锜表示不仅学习到了各个朝代的汉服形

制，还学习了对应的礼仪，感到受益匪浅。“活动又轻松又有意义。”

来北京创业 7 年的台商曹纹嘉说，这是来北京以来第一次参加这

么有趣的活动，在轻松的环境下沉浸式体验，更让大家想要建立联

系，进行交流。

“回去后我要把学习到的礼仪教给我的家人，推广中华的传统

文化。”台青黄昭颖告诉记者，这次活动，她不仅结识了新朋友，还

对汉服文化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我很期待能够参与更多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的活动。”黄昭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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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报道 第二届苏州大学与台湾

东吴大学文化沙龙 9 月 17 日在“东吴情缘”的

缘起之地江苏苏州举行。来自苏州大学和台

湾东吴大学的师生、校友互通“有吴”，于共同

的文脉之中寻同根、说同源，展望同梦想。

东吴大学于 1900 年在苏州创办，是中国

最早以现代大学学科体系办学的大学。新中

国成立后，东吴大学几经更迭，于 1982 年定

名为“苏州大学”。在台湾，由东吴大学在台

校友筹划的台湾东吴大学于 20 世纪 50 年代

成立，是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2021 年 3 月，

台湾东吴大学大陆地区校友会在苏州挂牌，

重新回到“祖籍地”。

苏州大学校长张晓宏在致辞中说，两岸

的“东吴大学”虽隔海相望却文脉相通。两校

于 1993 年签订了学术交流合作协议，是两岸

最早一批签订合作协议的友好院校，开启了

两岸高等教育交流的先河。近年来，双方全

方位开展合作，高层次交往日益频繁、师生往

来日益密切。

“真诚地希望两岸东吴师生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通过实地探访和面对面的交流重温

东吴精神，共同推动两岸交流，为深化两岸同

胞的文化认同、心灵契合贡献东吴智慧。”张

晓宏期许道。

孕育了东吴大学的苏州如今已是大陆台

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

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截至目前，全市

累 计 批 准 台 资 企 业 12958 家 ，注 册 资 本

883.40 亿 美 元 ，实 际 利 用 台 资 353.67 亿 美

元。超过十万名台胞在苏州安居乐业。

江苏省台办主任练月琴认为，苏州大学

与台湾东吴大学同出一源，“充分展现出两岸

血浓于水的亲情亲缘，开展的全方位、深层次

的交流与合作，是苏台交流合作走深走实的

生动缩影。”

9 月 1 日，《江苏省对台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促进条例》正式开始施行。这是大陆首个

促进对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地方性法规。

练月琴表示，江苏接下来会推进《条例》的贯

彻落实，把台胞在江苏的同等待遇以及各种

惠及台胞举措落到实处。

“我的母校是台湾东吴大学，但是她的根

在大陆、在苏州。”东吴大学大陆地区校友会

会长林元达介绍，台湾东吴大学大陆地区校

友会挂牌后，两校多次合作组织了参访校园、

校友返校日、马拉松等各式活动。校友会也

发动台胞的力量，促成了知名台企与苏州大

学的校企合作。

林元达指出，就像苏州大学与台湾东吴

大学一样，两岸不少大学系出同源。同源高

校在文化上具有天然的亲近感，是两岸同胞

同根同源的文化标识，应发挥同源高校交流

合作的“巧实力”，通过开展“寻根之旅”等活

动让台湾高校的师生接触大陆、认识大陆，强

化两岸的文化认同、感情认同。

台湾东吴大学校长潘维大、台湾中华统

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等通过视频致辞。6 家

校企合作单位在活动中进行了签约。

(钟 升)

据中新网报道 9 月 18 日，2022 年全

国台联第十九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山

西分营走进山西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受疫情影响，营员们与山西大学的学生

展开“云”交流，两岸青年聊学业、谈文

化，用了解消除“误解”。

台湾青年林景茂在交流会上分享自

己的大陆求学记。“台湾的年轻人大都是

通过书本或媒体报道获取大陆信息。”林

景茂说，来大陆求学是了解这里的很好

方式。他也会像学长一样，将大陆的所

见所闻分享给台湾年轻一代，希望他们

来此通过学习、实践等，真正地了解、认

识大陆。

今年刚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台湾

青年杨蕙旬表示，实地走访是消除误解

和偏见的最好方式。对她而言，旅游可

以深入了解一座城市。“世界是一本书，

不旅行的人只能看到其中一页。在大陆

求学 3 年，我去过很多城市，感受到了这

里的发展和进步。”

此外，两岸青年还就汉语言文字学、

中医药文化、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等进行

交流。他们期望两岸青年能够有更多机

会，增强交流，加深了解。 (杨佩佩)

苏 州 大 学 与 台 湾 东 吴 大 学 互 通“ 有 吴 ”
畅谈“同根同源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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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盟 中 央 就 地 震 向 台 湾 同 胞 致 慰 问 信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就地震向台湾同胞致慰问信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荣杰园观光农场创始人宋志平来自台湾新北

市。2000 年，祖籍山东莱阳的他从台湾来到大陆打拼。2013 年，宋志平

了解到厦门正大力扶持农业项目、发展观光休闲农业，于是从房地产行业

跨界办起了观光农场。

“我对农业有情怀，喜欢人家称呼我‘宋园长’。厦门的气候、土质非

常适合种植热带、亚热带水果，厦门实现了我的‘田园梦’，来这里就对

了！”台胞宋志平说。

图为宋志平在查看百香果长势。

魏培全 摄影报道

来这里就对了来这里就对了来这里就对了！！！

台青体验汉服妆造。

（上接第一版）

制定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

施方案》，推动司法改革向着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司

法制度的宏伟目标扎实迈进；防止干预司法“三个

规定”的印发，为领导干部、司法机关内部人员等

干预司法增设“高压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

行使职权制度保障愈加完善；依法治省（市、县）委

员会全面设立，加强各地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统

筹协调……

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不断提升法治促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看，小江豚游过来了。”

一到夏天，在湖北宜昌葛洲坝下游江段，成群

的江豚开始活跃起来，“拖家带口”，逐浪嬉戏。

“微笑精灵”江豚的成群出现得益于长江生态

的持续改善，伴随着长江保护法等一系列保护措

施的严格实施，这一江段的江豚家族连年“添丁”。

制定长江保护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的

重大立法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保立法

加快步伐，实现从量到质的全面提升，为生态环境

治理提供强大助力。

法者，治之端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

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从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设立国家宪法日，到国

歌法、国旗法、国徽法构成落实宪法规定的国家象

征与标志重要制度；从通过新中国历史上首部民

法典，到审议通过监察法、国家安全法、外商投资

法等重要基础性法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 2022 年 9 月，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新制定法律 70 件，修改法律 238 件，通

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99 件，作出法

律解释 9 件。迄今现行有效法律共 293 件，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臻完善。

公平正义，国之基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

须坚持公正司法。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依法公正对待人

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

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

2016 年 12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

庭，历时 21 年的聂树斌案沉冤昭雪。党的十八大

以来，司法机关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聂树斌

案、呼格吉勒图案、张玉环案等刑事冤错案件得到

依法纠正。

问题出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

司法体制改革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

鼻子”，“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体制机

制更加完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建

立健全错案发现、纠正、防范和责任追究机制，司

法机关面貌一新，司法公信力、审判质效显著提升。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实现管辖范围全覆

盖，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全面建

成运行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

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让公众知情权有更多

的实现渠道；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推动

履行“四大检察”职能……

改革举措环环相扣，步伐进一步加大、力度进

一步加强，守护好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

治建设从法律体系向囊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

各环节的法治体系全面提升。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

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

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

一切为了人民，这是法治中国的目标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法治维护人民权益、保

障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全体人民的

法治信仰。

2021 年 10 月的一天，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的

黄慧欣喜万分。在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江苏路派

出所，她为户籍在外地的孩子申领到一张身份证。

上海推出的“跨省通办”项目，为长三角区域

内户籍居民异地工作、学习、生活提供了更加便利

的服务。

法治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推动“中国之治”

迈向更高水平。

全面清理“奇葩证明”为群众减负，严格规范

执法让权力不再“任性”，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加强行政决策执行与评估……法治政府建设换挡

提速，依法行政成为各级政府鲜明印记。

曾经，“门难进”“事难办”，老百姓对司法机关

望而却步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

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

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

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

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项项司法改革

举措直击靶心。

立案登记制改革破解群众“立案难”，截至今

年 6 月，全国法院累计登记立案 13837.17 万件，平

均当场立案率达到95.7%。2017年7月至2022年6月

底，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67万余件。

人民法院宣告“基本解决执行难”，依法保障

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更

好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公安机

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执法公信力迈出

新步伐；健全完善“人人可享”的现代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推进法律服务均等化、多元化、专业化发

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执法机关立行立改，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对法治的信心。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各地方各部门

清理证明事项 2.1 万多项，有效解决了“奇葩证明”

“重复证明”等问题。

全面实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建立

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制定青少年法

治教育大纲，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

“七五”普法顺利完成，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

……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持续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

台湾东部发生 6.9级地震 已有灾情传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