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由頁 北京報道）越南去
年6月底通過《越南海洋法》，將西沙群島和南沙
群島納入領土管轄範圍，今年起正式生效。對
此，中國外交部表示，中國大陸對西沙群島和
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
權，越南的任何行
動都是非法、
無效的。

另有報道稱，台灣涉外部門表示，
對越南此違法行為一概不予承認，
並提出嚴正抗議。
據了解，去年6月21日，越南國

會通過《越南海洋法》，擅自將中
國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納入所謂越南「主權」

範圍。這部法律定於2013年1月1日
生效實施。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外交部發言

人華春瑩早在12月31日已就《越南
海洋法》生效實施對外表態。她表
示，「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
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
權。任何國家對上述群島提出的領
土主權要求和採取的任何行動，都
是非法的、無效的。我們對該法生
效後將給南海局勢帶來的負面影響

深表關切，要求越方不要採取任何使問題複雜
化、擴大化的行動。」

台涉外部門嚴正抗議

針對越南海洋法內容，台涉外部門發言人昨日
表示，「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東沙
群島及其周遭水域俱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
水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不容置疑。」「任
何國家無論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張或佔
據，都屬非法，一概不予承認。」他還強調，
「台方希望以對話代替對抗，和平解決南海爭
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 北

京報道) 北京、蘭州兩大軍區人事
迎來新動作。據軍媒披露，北京軍
區近日三位高級將領履新，原內蒙
古軍區司令員劉志剛(見圖)少將任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原濟南軍區副
政委王健中將任北京軍區副政委，
北京軍區副政委程童一中將兼任軍
區政治部主任。而在蘭州軍區，何
清成升任軍區參謀長，躋身副大軍
區級將領之列。
據中國軍媒報道，去年12月28

日，北京軍區召開軍事訓練表彰大
會，司令員張仕波、政委劉福連出
席並講話；副司令員黃漢標、劉志
剛，副政委王健、黃建國，副政委
兼政治部主任程童一等出席會議。

這是中國軍
媒首次報道
三人履新情
況。
新晉副大

軍區級將領
劉志剛今年
57歲，曾任
北京軍區某集團軍參謀長，2010年
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

何清成任蘭州軍區參謀長

另據中國軍網消息，12月29日，
蘭州軍區舉行晉陞二級、一級軍士
長軍銜儀式，蘭州軍區參謀長何清
成出席。這是他首次以新職出席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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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新年期間各地民眾或

放假或出遊，盡情享受假日的

悠閒，但解放軍節日期間卻不

忘戰備，大演練如火如荼。北

起瀋陽軍區、濟南軍區、南京

軍區，南至三沙海域，解放軍

假期期間一系列軍事演練接連

上演，實兵實裝，檢驗部隊快

速反應能力，並保持優良的戰

備狀態。各部創新一體化指

揮，具備同時處理多種突發情

況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綜合報道，韓國首爾高等法
院就涉嫌在日本靖國神社縱火的中國人劉強引
渡案昨日判決，不將劉強引渡至日本。劉強將
立刻獲得釋放，並主動出境前往中國。而中方
就裁決結果表示歡迎。
法院稱，劉強罪行的對象是靖國神社，其在

法律上雖是宗教團體的財產，但其也是祭祀主
導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戰犯們的象徵性場所。
「劉強為了政治上的大義，犯下了罪行，兩者具
有有機關聯性。」此外，劉強並未造成人員傷
亡，造成的財產損失也不重大，考慮到這些情
況，不能斷定劉強犯下了嚴重、殘忍的反人倫
罪行。法院根據「韓日罪犯引渡條約」第3條規
定，被請求國判斷要求引渡的罪犯犯下政治性
犯罪時，不允許對罪犯進行引渡。
來自廣州的劉強去年1月向位於首爾的駐韓日

本大使館投擲了火焰瓶，遭韓國法院判囚10個
月。在調查過程中，劉強承認曾於2011年12月在
日本靖國神社投擲過火焰瓶。但強調是為了慰安

婦們和中韓國民的尊嚴，犯下了罪行。日本當局
去年5月通過外交渠道要求引渡劉強至日本。

近日將回國 中方表歡迎

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就劉強案的
裁決回應說，首爾高等法院裁決拒絕將劉強引
渡日本，中方對此表示歡迎。劉強已得到妥善
安置並將於近日回
國。她指出，中國政
府高度重視維護海外

中國公民的安全與合法權益，中國駐韓國使館
多次派員前往探視，並在職責範圍內向劉強提
供了必要協助。

越南擅納華領土 中方斥非法無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新聞網消
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見圖)

近日在接受日本媒體的採訪時，專
門談到日中關係問題。他認為，面
對中國的崛起，日本需要從深處賦
予包容力。
中曾根表示，昭和時代日本發動

了戰爭，結果遭受了失敗。體驗過
這一屈辱的事態，我們可以發現，
明治以來，日本無法脫離與中國的
關係。
中曾根表示：「中國外交現在表

現出一種強勢，當然我們沒有必要
與中國進行對抗，對抗也沒有什麼
意義。重要的是要確立兩國的和平

友好關係，
相互照顧雙
方的利益。」
中曾根還

指出，對中
外交在堅持
和平友好的
同時，相互
維護各自的名譽是十分重要的，面
對中國的崛起，我覺得需要從深處
賦予包容力。
今年94歲的中曾根康弘，於1982

年至1987年擔任日本首相，被認為
是繼田中角榮之後，日本最受尊敬
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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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期間，解放軍並未刀槍入庫、

馬放南山，而是緊繃備戰弦，真刀實槍地

演習訓練，不僅顯示了中國軍隊居安思

危、枕戈待旦的憂患意識，更是踐行習近

平掛帥的新一屆中央軍委「強軍思想」的

最新體現。

軍人的字典裡沒有節日，更沒有和平二

字，唯如此才不會發生戰爭，才會贏得和

平。儘管當前中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戰略

機遇期，但中國周邊不安定因素和潛在威

脅仍有不斷上升趨勢。在東南沿海方向，

菲律賓、越南蠶食侵佔我島礁的形勢十分

嚴峻；在東海方向，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

悍然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甚至借《日美安

保條約》威脅動武；兩岸和平統一尚為未

定之天，「台獨」勢力仍有可能在台灣

2016大選中捲土重來；「疆獨」、「藏獨」

等都在對中國主權、領土完整形成嚴重現

實威脅。因此，戰爭可能千日不打，但戰

備不可一日不為。

對此，中央軍委一直保持㠥清醒認識。

去年12月，新任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履職後赴一線部隊

實地視察，首站便選擇負責扼守中國南大門的廣州戰

區。他親自登戰艦、上戰車、用望遠鏡觀摩實兵實彈演

練，強調能打仗、打勝仗是強軍之要，要求軍隊必須按

照打仗的標準搞建設抓準備，確保解放軍始終能夠招之

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凸顯了新一屆中央軍委果

敢、堅決、硬朗的治軍風格和「強軍思想」。

天下太平，忘戰必危。元旦期間，中國軍隊各軍區和

軍兵種密集舉行的軍事演習訓練體現出新一屆軍委對和

平時期軍隊戰備訓練的新思路和新做法，昭示㠥中國軍

隊軍事戰略思維正朝更積

極、更進取方向轉變。

怒燒靖國神社 粵漢韓國獲釋

劉志剛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

中曾根：中日友好需包容力

■2日，南京軍區某陸航團與步兵一起展開夜間機降訓練。該團從實戰出

發，組織部隊在夜間進行實兵、實裝、實降演練，檢驗部隊快速反應能力。

■解放軍節日期間不忘戰備，多

軍區大演練如火如荼。 資料圖片

■涉嫌在日本靖國神社縱火的中

國人劉強。 資料圖片

據《解放軍報》報道，1日清晨，隨㠥一陣
急促的號音，南京軍區「硬骨頭六連」

所在團官兵身披戰鬥裝具，手持各類武器，從
營房中奔湧而出，不到10分鐘就在指定區域集
結完畢。該團參謀長表示，節前團裡修訂完善
了多種應急處突預案，並採取雙人值班制度，
確保一聲令下就能快速拉動。

一體化指揮 檢驗快速機動力

據悉，節日期間，該團組織官兵文
化活動的同時，合理安排人員擔負戰
備值班任務，值班首長不定時對各
營、武器倉庫和值班分隊人員在位情
況進行抽查，並按照應急處突預案組
織進行防火疏散、反恐處突等課目演
練，保證部隊時刻處於戰備狀態。
而在瀋陽軍區、濟南軍區，節假日

期間不忘繃緊戰備弦。解放軍報稱，
2日上午，瀋陽軍區某旅營區「城市
反恐」演練上演。在毫無徵兆的情況
下，一陣戰備演練警報聲響起，官兵
們迅速集合。

擔任旅戰備值班的一營接到命令後，不到20
分鐘即整裝出發，前往某地域「營救人質」。一
體化指揮平台及時下達指令，一營長沉㠥應
對，果斷下令實施突擊，恐怖分子或被擊斃或
被制服，人質成功獲救。
濟南軍區某部元旦當天組織官兵進行緊急機

動、反空襲、隱蔽疏散等演練。2日又重點檢驗
了應急分隊的快速機動保障能力，一天之內連續
兩次臨時設置情況。據介紹，該部應急分隊目前
已具備同時處置5個不同地域突發情況的能力。

三沙無小事 琛航島演練防空

據解放軍報消息，2日三沙市琛航島展開防空
演練。凌晨4時30分，尖厲的警報聲在琛航島上
空響起。正在熟睡的官兵迅速㠥裝、集合，進
入各自戰位，在港值班艦艇迅即拔錨起航。
屬於永樂環礁中最大的琛航島地處南海要

衝，是三沙海域的戰略要點之一。新年假期來
臨之前，該部官兵繃緊「三沙無小事」這根
弦，嚴格落實戰備值班值勤制度，強化信號、
雷達、武器操作和應急戰備訓練，錘煉處置突
發事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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