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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峯村政孝：

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期待应对人口老龄化举措

公平公正的环境，是外资安心投资经营的重要前提。我们将
致力于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投资和发展，并逐渐向中国各地扩
展。期待未来为推动中日企业交流互通、发展共赢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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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的改革论

大汉风华征服匈牙利观众，上博协同创新
文化出海让世界看好中国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

“我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政

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

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

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持工

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要把“恒”字镌刻在干事

创业基座上。一旦确定了方

向、认定了目标，就要绵绵用

力，久久为功。开展工作、落

实政策不是“竞速赛”，而是

一场耐力赛、接力跑，只有锲

而不舍、驰而不息，在注重日

常、抓在经常上持续用力，在

反复抓、抓反复上使出“恒”

劲，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事接

着一事办，一锤接着一锤敲，

才能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要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茬接着一茬干的工作思路贯

彻下去。各地发展思路需要

因地制宜，并根据形势变化作

必要调整和完善，但经过科学

论证的发展思路一旦确立，就

应当从总体上保持政策的稳

定性和工作的连续性，挂“图”

作战，不反复、不折腾，以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干出实效，

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将

改革进行到底。

要进一步坚定“功成不

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

想境界。各级领导干部要正

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不贪

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干打基础、利

长远的事，推动改革工作“滚动”向前，创造

经得起人民、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实绩。

新华社记者 潘晔
（新华社北京8月  日电）

“第一次看到金缕玉衣”

在匈牙利当地博物馆的留言簿和社交平

台上，写满了当地观众对一场来自上海展览

的喜爱。观众豪伊杜在展览推文下方留言：

“展览内容质量太高了！”一位观众在留言簿

上画出了惟妙惟肖的中国龙和功夫熊猫，一

并“画”出了中文评价“精彩的”。不少观众都

说：“第一次在匈牙利看到金缕玉衣。”“我爱

中国！”

上海博物馆“百物看中国”全球巡回展推

出一年多以来，接连在匈牙利莫拉 ·弗朗茨博

物馆和圣伊什特万国王博物馆举行了两站，

近6万名观众一睹“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

文物精品展”的精彩，按当地人口估算，平均每

4个人就有1个人看过这场来自中国的大展。

此次展览陈列了汉代的生活用具、礼仪祭

祀、丧葬习俗等主题文物，包括徐州博物馆的

金缕玉衣、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胡人面具、

上海博物馆的龙纹空心砖在内100多件文物

精品，多角度展现汉代历史、文化艺术面貌和

物质文化成就，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不朽传承。

这是上博首次在海外举办汉代主题展，

上海博物馆依据多年举办出境展览经验，牵

头展览的协议书起草、展览方案实施等工作，

并积极寻求第二展地，成功将展览在匈牙利

展出达一年。

如何让更多藏品及其背后蕴含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及故事与观众尤其是海外观众见

面？为了让展览更具地方特色，上博与匈牙

利当地专家合作，因地制宜调整展览内容。

每到一个新的城市，策展团队都会根据当地

观众的反馈和需求，拓展和调整内容，使展览

在不同的地方都能焕发新的活力。

此次“不朽的玉甲”第二站在第一站的基

础上，展览略做调整，上博多件精美的西汉漆器

全新亮相。第二站在馆内特设中国汉朝历史

和汉文化的展示，还有汉字互动式科普长廊。

这个设计通俗易懂，让匈牙利观众能够轻松

获取背景知识，深入了解中国古代艺术与文化。

“百物看中国”系列首展期间，上海博物

馆、徐州博物馆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共派

出3支布撤展团队前往匈牙利。从展柜大小

设计、展柜高度、展厅温湿度条件、灯光调试

等各方面细节入手，在关注展览学术性的同

时，加强展陈的趣味性与互动性，让观众不仅

了解到汉王朝的社会、政治情况，更能与文物

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

另一方面，不同门类的文物一同展出已

是趋势，这就要求博物馆在学术研究上要横

向打通。上博近年来在本馆内外举办了多个

跨门类的展览，如“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

术特展”“中国芳香——中国香文化艺术展”

等，持续培育学术研究力量，积累丰富的文化

主题和跨门类展览的策划和举办经验。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表示，匈牙利是

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又是

“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上博选择本次

展览作为“百物看中国”文物艺术出境大展系

列的首展，希望能够使匈牙利的民众进一步

了解2000年前的中国汉代历史、文化和艺术

风貌，同时开启更多探讨中华文明文脉传承

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对话，更好地促进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之间的文化相通和民心相通，让中国看到

世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

未来，“百物看中国”系列还将与“一带一

路”国家沿线博物馆开启更多合作。

本报记者 赵玥

如今已遍布上海大街小巷的

全家便利店，20余年前进入中国

市场时，背后有一位重要的推动

者——不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日本人峯村政孝。

今年62岁的峯村政孝，职业

生涯中有25年都在中国，其中15

年长期工作、居住在上海。峯村

政孝的家人也与上海有着深厚情

谊。他的儿子就一直在沪学习、

工作、定居，延续着父辈与上海的

缘分。

近40年来，峯村政孝推动和

促成了多家日本知名企业及品牌

“落沪”和发展壮大，除了全家便

利店，还有朝日啤酒、吉野家等。

职业使然，峯村政孝始终关注着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对于未来中国还会有哪些

政策和举措，来完成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目标，我非常感兴趣，

也十分想学习。”中国共产党二十

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峯村政孝第

一时间通读了三中全会公报的内

容。他最关注的改革领域是中国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三中全会对“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

老产业政策机制”作出了系统部

署，专门提到“培育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等做法，这令峯村政孝印象

很深。

“日本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

有各方面的应对经验。今后五

年，中国老龄化的趋势将持续扩

大，这是重要的社会课题。”峯村

政孝很希望在助力中国的养老产

业和老年人健康事业发展中捕捉

商机，作出更多贡献。

回首在中国的这些年，峯村

政孝非常感慨，自己既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中国发展

变化的亲历者。“1986年我刚开始

工作时，就是从事中日间的投资

贸易。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生

活还是比较艰苦的，当时也碰到

过一些不合理、不顺畅的事，如今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峯村政

孝说，上海这座城市，如今已经成

了他的“第二故乡”。“这里有很多

针对外资外企的优惠政策，营商

环境友好，生活也十分方便，治安

和医疗都有保障，外国人来了就

能安居乐业。”最让峯村政孝满意

的，是上海集聚了全国的优秀人

才，外资企业在这里可以轻松招

募到需要的员工。

“公平公正的环境，是外资安

心投资经营的重要前提。我们

将致力于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投

资和发展，并逐渐向中国各地扩

展。”峯村政孝期待，未来继续搭

乘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为推动

中日企业交流互通、发展共赢贡

献力量。

本报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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