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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樹成社長並香港文匯報：

欣逢貴報創刊六十五周年，我代表海南省

委、省政府向您及貴報的全體同仁致以熱烈的

祝賀、親切的問候和誠摯的感謝！

六十五年來，貴報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

向世界，始終以愛國愛港為宗旨，秉承「文以

載道、匯則興邦」的理念，堅持包容、合作、

創新、拓展的準則，成為了海外華文媒體的一

面旗幟，深為廣大讀者信任和喜愛。

多年來，貴報情繫海南，以客觀公正的報道

和高效優質的工作，積極服務瓊港交流合作，

大力支持海南經濟社會發展。風雨同行中，貴

報見證了海南的成長與發展，

更為海南的發展、開放注入了

特別有力量的正能量。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海南

正以高度的特區自覺，努力

譜寫美麗中國的海南篇章。

希望貴報繼續關注和關心海南發展，為海南的

科學發展、綠色崛起鼓與呼。

祝願貴報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中共海南省委書記

海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2013年8月30日

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賀信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內地媒體報道：承擔

中國探月工程第二步「落月」任務的嫦娥

三號探測器各部件，昨日（11日）從中國

空間技術研究院轉場，由車隊運載至首都

機場，再以飛機運往西昌，預料今天（12

日）上午10時左右抵達西昌衛星發射中

心。

據了解，搭載嫦娥三號的飛機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型的專用貨機之一，貨機機長將

近70米，高超過20米，翼展超過70米。和

裝載嫦娥一號、二號以及神舟系列飛船不

同，嫦娥三號只能坐飛機去西昌衛星發射

中心，因為嫦娥三號太大了，比如㠥陸器

的體形寬有4米、高有4.2米，而火車承載要

求的最大直徑是3.35米，因此只能坐飛機。

現在的嫦娥三號的運載火箭依然可以坐火

車，但到嫦娥五號、六號時，因為在海南

的新發射場，所以也必須坐飛機了。

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早前已宣佈，嫦娥

三號會在今年年底，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選擇適當時機發射，預計11月下旬。嫦娥

三號會進行推進劑加注及進行聯合檢查。

嫦娥三號將實現中國探月工程計劃中，首

次在月球表面軟㠥陸。

嫦娥三號今運抵西昌

中吉提升戰略夥伴關係
兩國元首會談 同意共同打擊「三股勢力」

中亞究竟魅力何在？是雪山？是草

場？是大漠？依筆者看來，它磁石般的

魅力在於數目繁多、關係複雜的民族關

係。

著名西域史大家王治來曾這樣形容：

觀察中亞民族，就像站在曼哈頓摩天大

樓的頂端朝下看，不知人們從哪裡來，

向哪裡去。唯如此，才有無數冒險家前

仆後繼去中亞探險，對絲綢古道的燦爛

歷史如癡如醉。

我們現在仍是中亞民族關係嬗變的見

證者。1995年春，一位生活在土庫曼斯

坦的猶太族工程師夫婦正打包準備移居

以色列，見我喜歡俄國文學，便送我一

套俄文版《托爾斯泰全集》。

二十二年前，蘇聯解體，近千萬人的

人口大遷徙如沖破閘門的洪流，勢不可

擋。在塔什干火車站，一位俄羅斯老太

太拎㠥一個手提箱，準備投靠莫斯科的

女兒，「我一輩子住在塔什干，國家沒

有了，真不知道今後怎麼辦。」她那充

滿哀愁和無助的眼神，令我至今難忘。

自古至今，中華民族與中亞民族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幾乎涵蓋了中國的歷

朝歷代，中亞的哈薩克、烏茲別克、吉

爾吉斯（與中國的克爾柯孜族同宗同

源）、塔吉克、維吾爾、東干（我國回

族）、俄羅斯等民族在新疆都可以找

到。

二千多年前，漢時的匈奴人、唐時的

突厥人、元時的蒙古人等北方游牧民

族，就有從東向西流動的規律。譬如十

二世紀的北宋時期，遼國為金人所滅，

西遷至今天的哈吉一帶，建立強盛一時的西遼政權，又

存在了百餘年。

再比如，中亞最大的國家哈薩克斯坦，全國面積272萬

平方公里，人口1,600多萬，但民族竟有156個。伴隨㠥

18世紀初沙俄對中亞的殖民化進程，俄羅斯、烏克蘭、

白俄羅斯等斯拉夫民族大規模移民至此。15世紀，德意

志人開始移民俄國，18世紀大量移居伏爾加河流域，二

戰爆發後，他們作為「德國特務」被斯大林遣送至哈薩

克草原。

無獨有偶，二戰爆發後，斯大林出於戰爭考慮，將克

里米亞半島的韃靼人（蒙古人後裔）遣送到中亞，車

臣、印古什、巴爾卡爾、卡爾梅克、卡拉恰耶夫等五個

高加索民族的命運也是這樣。東北亞的朝鮮人原本生活

在遠東地區，1937年斯大林以懷疑「同日本侵略者合作」

為名，用火車將十萬朝鮮人一夜間押解到中亞。在人類

歷史上，像這樣的人為的大規模人口遷徙並不罕見。

其實，中亞的民族大遷徙一刻也未停息過。千百年

來，來自東西南北不同方向、不同宗教、不同種族的人

們，像潮水一樣湧向中亞大地，將它變成「民族攪拌

機」，在戰爭與和平之間輪

迴。今天，這種攪拌機還在

這裡繼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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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日若駐員釣島 華必強烈反制

中方促菲
勿再挑新事端

社科院：中亞安全臨六大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11日
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對黃岩島的情況最清楚，
並敦促菲方不要再挑起任何新的事端。
有記者問，據報道，菲律賓海軍總司令阿拉諾10日稱，菲

方正討論如何應對中國在黃岩島鋪設混凝土塊問題，是否拆
除混凝土塊的最終決定將由菲律賓政府而非軍方作出。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
洪磊說，中國對黃岩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

權，黃岩島的情況我們最清楚，菲方所稱情況完全是捏造事
實。需要強調的是，中方在黃岩島及其附近海域的活動均屬
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情。中方敦促菲方不要再挑起任何新的
事端，並與中方相向而行，為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和恢復中菲
關係作出應有的努力。

日學者著書稱：
釣島非日「固有領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名譽教授

村田忠禧今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日中領土問題的起源——政
府檔案道出的對日本不利的真相》一書，即根據日方公佈的
公開資料，通過詳實的史料分析，否定了日本政府關於釣魚
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的說法。
村田在書中論述指出，日方稱沖繩縣「尖閣諸島」(即中國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日本固有領土」，但沖繩本來就不是
日本固有領土，以前屬琉球國，後來才併入日本。而有關琉
球的歷史記載中根本不存在日本政府所說的「尖閣諸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道：日前，日本政
府表示擬派駐人員至釣魚島，以維護「主權完
整」。解放軍海軍裝備論證研究中心綜合論證研
究所高級研究員尹卓少將在接受央視《環球視
線》採訪時表示，若日本政府確實向釣魚島派
駐公務人員，借此有意挑釁，將導致釣魚島爭
端大幅度升級，必將遭到中國的強烈回應。
在日本「購島」一周年前夕的記者會上，日

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被問及會否為加強對釣
魚島的「控制」而派公務員常駐，他回應稱：
「這是選項之一」。

尹卓表示，日本政府內部存在激化釣魚島爭

端的動力，公務人員登島必將使釣魚島局勢有
大幅度的升級。尹卓指出，若日本向島上派駐
公務人員，則屬於日本政府的有意挑釁，是嚴
重的升級行動，將把釣魚島爭端向激化方向推
動，一定會遭到中國的強烈回應。
尹卓表示，我方曾多次向國際社會表明釣魚

島是中國固有領土，同時也確定了領海基點、
基線，維護釣魚島主權完全在合法範圍內，針
對他國登島當然可以採取法制措施，甚至在必
要情況下採取強制性措施。「你的公務員登
島，我們的也登島，而且我方執法人員可以對
日方人員逮捕、審判。」

昨日，習近平與阿坦巴耶夫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
比什凱克舉行會談。習近平指出，中吉唇齒相

依、休戚與共。中方對兩國關係的最大心願就是希
望長期睦鄰友好。這也是兩國人民共同願望。兩國
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是中吉關係新的里程碑，具有重
大深遠意義。雙方要政治上相互支持，安全上密切
配合，經濟上互利合作，將中吉關係建設成平等、
信任、合作、共贏的鄰國關係典範。

吉方支持絲路經濟帶倡議
習近平強調，中吉雙方要保持密切溝通，打擊包

括「東突」在內的「三股勢力」，維護共同安全和穩
定。雙方要抓緊推進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Ｄ線等
大項目，擴大雙邊貿易規模，加強電力、能源、交
通、農業、毗鄰地區合作，支持教育、學術、文藝
交流，提升人文合作水平。
阿坦巴耶夫表示，中國是吉爾吉斯斯坦偉大鄰邦和

可靠夥伴。吉方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重視加強同中

國睦鄰友好合作。習主席的訪問必將有力提升兩國合
作水平，推動吉中關係長期穩定發展。吉方支持習近
平主席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願同中方擴
大經貿、能源、互聯互通、人文等領域合作，加強安
全執法和防務協作，共同打擊「三股勢力」。

兩國元首簽署聯合宣言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簽署了《中吉關於建立戰

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並見證了經貿、能源、投
融資、中醫藥等領域多項合作文件簽署。兩國元首
還共同會見了記者。習近平表示，相信在中國和中
亞國家共同努力下，「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定會在
不遠的將來收穫豐碩成果。
吉爾吉斯斯坦是習近平中亞之行最後一站。13

日，習近平將首次出席在比什凱克舉行的上合組織
峰會。峰會期間，習近平將與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
共同舉行小範圍會談，與成員國、觀察員國領導人
和主席國客人共同出席大範圍會談。

習近平將同其他成員國元首簽署並發表《比什凱克
宣言》，以通過決議方式批准《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
約實施綱要》等文件，發表會議《新聞公報》，見證
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國家主

席習近平11

日在比什凱

克同吉爾吉

斯斯坦總統阿坦巴耶夫舉行會談，兩國元首

宣佈將中吉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並就

習近平提出的「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倡

議，以及擴大經貿、能源、互聯互通、人文

等領域合作，共同打擊「三股勢力」等達成

共識。會談後，雙方見證了經貿、能源、投

融資、中醫藥等領域多項合作文件簽署。13

日，習近平將首次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比什凱

克峰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
院昨天發佈的《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指，2012
年中亞安全形勢出現新變化，面臨六大威脅。除傳
統的毒品走私、水資源爭端、邊境地區民族衝突等
問題外，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裝活動猖獗、哈薩克
斯坦國內恐怖主義和極端宗教案件明顯增加、美俄
之間圍繞軍事基地的爭奪加劇等新情況，令中亞軍
事安全形勢更趨複雜。

宗教極端主義案件頻發
報告稱，首先，2012年中亞地區安全形勢中最嚴

重的事件之一，是爆發於去年7月的塔吉克斯坦國內
的武裝衝突。目前武裝衝突雖告結束，但反政府武

裝團伙依舊存在，塔國內安全威脅並未消除。
其二，哈薩克斯坦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案件

頻發，據不完全統計，去年哈薩克斯坦護法機構共
偵破112起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犯罪案件，制止了24
起恐怖犯罪活動。
第三，烏吉和烏塔之間民族衝突和邊境形勢嚴

峻，極端宗教組織的瓦哈比分子通過宣傳、資助等
手段，煽動居民對政府不滿，挑撥吉族和烏族之間
的矛盾。

軍事安全形勢更趨複雜
第四，圍繞水資源的爭鬥再度升級，2012年9月20

日普京總統訪問比什凱克時，簽署了俄羅斯提供貸

款建設坎帕拉金1號水電站和納倫河上游梯級水電站
的協議。由於遭到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反
對，俄方一直沒有實施這個項目，目前三方仍僵持
不下。
第五，毒品走私並未減少，毒販們將大量毒品通

過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
坦邊界運進中亞，再從中亞輸往俄羅斯、歐洲或東
亞毒品消費市場。中亞「北線」已成為重要的國際
販毒通道。
第六，美俄等國圍繞軍事基地的爭鬥加劇。北約

軍隊即將從阿富汗大批撤離，烏茲別克斯坦和美國
的合作再次升溫，並再度停止在獨聯體集安組織活
動。這使中亞軍事安全形勢更趨複雜。

■嫦娥三號將攜帶月球車登陸月球。圖為

月球車模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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