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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媒：書寫中伊關係全面長期穩定發展新篇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伊朗是習近平主席

2016中東之行的最後一站，也是中國國家主席時隔
14年再次訪伊，對中伊關係發展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稱，只要中伊不斷
提高雙邊關係和務實合作水平，就一定能書寫中伊關
係全面、長期、穩定發展新篇章。
文章說，當前，中伊關係面臨新的發展契機，中伊

互利合作大有可為。伊朗能源、礦藏資源豐富，工業
門類齊全，亟須將發展潛力轉化為財富與生產力。中
國持續推進工業化與城鎮化，正處於經濟結構調整與
產業轉型期。特別是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構
想後，伊朗反響積極，對參與共建「一帶一路」表現
出極大的熱忱。「一帶一路」建設既為中國經濟提供
了良好機遇，也為許多國家提供了與中國攜手推動經

濟發展的重要機會。伊朗經濟面臨進入快速發展軌道
的機遇，需要大量外來投資、技術支持和建設項目。
這為中伊兩國深化務實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可以預
見，在「一帶一路」建設推動下，兩國進出口貿易、
互聯互通、產能合作、產業園區建設將迅速發展，將
為兩國及兩國人民帶來巨大福祉。
文章說，此次訪問則為中伊友好注入了新動力，將

推動兩國政治、經貿、能源、基礎設施、安全、人文
等領域互利合作邁上新台階。未來，雙方加強「一帶
一路」框架內各領域務實合作，要把能源合作作為
「壓艙石」，在能源領域建立長期穩定合作關係；把
互聯互通合作作為「着力點」，開展鐵路、公路、港
口、礦產、通信、工程機械等領域合作，落實好有關
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把產能合作作為「指南針」，加

強經濟產業政策溝通和對接，引導兩國優勢互補企業
加強合作，構建全方位、寬領域、多元化的產能合作
格局；把金融合作作為「助推器」，積極探討研究新
的金融合作模式，加強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框架
內合作。
文章最後指出，中國和伊朗都是文明古國，兩國在

歷史上沒有戰爭糾葛，只有悠久綿長的友好交往和精
誠合作；在現實中沒有根本矛盾，只有始終如一的相
互支持和互利雙贏。深化中伊友好合作關係不僅符合
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地區的和平、
穩定和繁榮。只要雙方能乘勢而上，以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為引領，不斷提高雙邊關係和務實合作水平，就
一定能書寫中伊關係全面、長期、穩定發展新篇章，
為古韻悠長的絲路旋律譜寫新時代的華美樂章。

習近平：中伊是「一帶一路」天然夥伴
晤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倡對接發展規劃

習近平指出，中伊友好情誼既源於中伊兩大民族友
好交往的悠久歷史，源於兩國人民困難時刻的相

互扶持，也源於兩國互利雙贏的務實合作，彌足珍貴。
當前，中伊關係發展面臨新的契機。中方始終是伊朗可
以信賴的合作夥伴，願同伊方深化各領域合作。

共同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
習近平指出，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經歷深刻複雜變
化。中國和伊朗都是發展中國家，兩國人民經過長期
探索和實踐，選擇了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
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中方願同伊方在國際地區事務中相互支持，共
同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發展。
哈梅內伊表示，伊朗高度讚賞中國取得的發展成
就，感謝中方長期以來給予的支持，願同中方將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落到實處，推動兩國務實合作邁上新台
階。中方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恰逢其時。伊朗是
「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願在共建「一帶一路」

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中國是具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
國家，伊方願同中方加強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地區安
全、和平、穩定。
另據中通社報道，習近平23日在德黑蘭會見伊朗伊

斯蘭議會議長拉里賈尼。習近平指出，伊朗核問題得
到妥善解決，有利於促進中東和平穩定，符合地區國
家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伊朗在地區事務
中發揮建設性作用，願同伊方就地區問題保持密切溝
通協調，實現地區長治久安。
拉里賈尼表示，習近平主席這次對伊朗的歷史性訪

問十分重要。感謝中方為促成政治解決伊朗核問題作
出的重要貢獻，感謝中方給予的寶貴支持。新形勢
下，伊朗願全方位加強同中國關係，擴大伊中經貿、
投資、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視中國為優先合
作夥伴。伊方高度評價「一帶一路」倡議，願積極參
與相關合作。
中新社報道說，寧夏大學中國阿拉伯研究院院長李

紹先認為，從經濟領域看，伊朗是「一帶一路」在中

東地區落實最具現實可行性的國家，「伊朗處在真正
樞紐的地理位置，多年來國內穩定，與中國產能對
接、能源對接的現實性非常強。」
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語學院院長程彤稱，伊核問題

得以階段性解決，作為伊核問題六國之一的中國起到
積極的促進作用。習近平此次出訪再次充分體現了中
國大國外交的姿態。

兩國合作「旗艦店」級對接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認為，

「習主席出訪的這一系列成果顯示，伊朗正在呈現與中
國『一帶一路』旗艦店級的對接成效，出現了政策、貿
易、資金、基建和民心『五通並進』的盛況。」對於中
伊關係迎來的這一新階段的「里程碑」，王文認為，
「伊朗亟待全面發展，而與中國的合作將推動這種發
展。舉例說，中國地鐵承建能力、技術與服務是全球性
價比最高的，而未來伊朗有10多個城市都要建地鐵。類
似的合作未來將在各個層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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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23日在
伊朗首都德黑

蘭會見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習近平指出，
中伊是共建「一帶一路」的天然夥伴。中方願
同伊方對接發展規劃，在「一帶一路」框架內
不斷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能、能源等
領域合作，讓中伊合作惠及兩國人民，中伊友
好更加深入人心。目前習近平已結束對中東三
國的訪問返回北京。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日前對沙特、埃及、伊朗進行國事
訪問，並訪問阿盟總部。行程結束之際，中
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指出，此訪推動共建「一
帶一路」，拓寬合作通道。
「習近平主席此訪一個『重頭戲』，便是
與地區領導人共話『一帶一路』大業，升級
中國與地區國家務實合作。」王毅說。
三國在此訪期間分別同中方簽署了關於共建

「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中沙還簽署了加
強「網上絲綢之路」建設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中沙共簽署14項合作文件，中埃共簽署21項
合作文件，中伊共簽署17項合作文件。

真正的互利共贏
「這些合作文件涵蓋經貿、能源、金融、

通信、航空航天、氣候變化等諸多領域，上
天入海，連東接西，大大拓展了務實合作的
廣度和深度。」王毅說。
「中國本着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
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務實推進『一帶
一路』建設合作，為沿線國家和地區人民帶
來普遍利好和積極預期。」王毅說。
分析人士認為，和平合作的絲路精神與伊

斯蘭的價值取向多有契合，中國在本地區的
作為並非僅僅着眼於資源，而是真正幫助地
區國家增強自主發展能力，中國與中東各國
的合作是真正的互利共贏。
王毅表示，習近平宣佈實施的中阿「百千

萬」人文交流工程，必將讓人才和思想在
「一帶一路」上流動起來，使中阿友好的大
樹枝繁葉茂、四季常青。
王毅最後說，習近平此訪為中國與三國雙邊關
係發展注入新動力，為中東和平穩定發展帶來正
能量，拉開了2016年中國外交的精彩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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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2
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深入推進以人為核
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大釋放內需潛力。

加快城鎮棚戶區和危舊房改造
會議指出，城鎮化是中國發展最大的潛力所在。按

照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要求，抓住農民工融入城鎮這
一關鍵，通過深化改革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既是重
大民生工程，也有利於擴大有效投資和消費，促進城
鄉、區域協調發展。
會議確定，一是放寬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條件，探索

進城落戶農民對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
益分配權的依法自願有償退出機制。除極少數超大城
市外，全面放開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留學歸國人
員等落戶限制。國務院已頒佈居住證暫行條例，各地
要結合本地實際，抓緊制定細則，使有別於以往各類
暫住證、含金量更高的居住證制度覆蓋全部未落戶的
城鎮常住人口，讓他們盡早在居住地享有義務教育、
就業、醫療、法律援助等多項基本公共服務。
二是加快城鎮棚戶區和危舊房改造，提高棚改貨幣

化安置比例。將棚改政策支持範圍擴大到全國重點
鎮。降低准入門檻，吸引社會資本參與交通、地下管

網等建設。運用「網際網路＋」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提高公共服務和公共安全保障水平。
三是擴大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範圍，積極發展中小

城市，開展賦予鎮區人口10萬以上的特大鎮部分縣級
管理許可權試點，以特色城鎮發展帶動脫貧攻堅和新
農村建設。
四是完善土地、城鎮住房等制度，鼓勵地方利用財

政資金和社會資本設立城鎮化發展基金。財政轉移支
付、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
鈎，中央預算內相關投資向轉移人口落戶較多的城鎮
傾斜。為「新市民」更好融入「新城鎮」創造條件。

國務院放寬農業轉移人口落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解放軍戰略
支援部隊日前正式掛牌，成為中國軍隊「大家庭」中
的一支新型力量。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昨日揭秘了
這一新兵種，稱其將撐起全軍體系的「信息傘」，是
戰爭制勝的關鍵力量。其中，戰略支援部隊某部堅持
在前瞻性、先導性、探索性、顛覆性技術手段上求突
破，研發的某新型作戰裝備已通過初步評估，毀傷效
能達到國際同類裝備先進水平。

或包括衛星管理等力量
《人民日報》報道說，戰略支援部隊組建之初，就

緊緊盯住制約解放軍聯合作戰的瓶頸，以組織開展軍
事工作籌劃研究起步，圍繞如何理解任務、如何建設
發展、如何在更高起點上開好局，組織不同類別部
隊、軍地相關領域的領導和專家，廣泛開展調查研究
和座談交流，對部隊職能定位、編成結構、領導指揮

體制等重大問題進行持續研究論證。近日，部隊主要
領導還分赴軍地相關單位，圍繞新質戰鬥力生成開展
專題調研。
報道透露，某部組織的研討會上，大數據、雲計算、
3D打印、納米技術等新名詞不時在討論中脫口而出。
有內地媒體此前根據曝光的戰略支援部隊徽章和胸

牌分析稱，三角箭頭、衛星或電子雲軌道等新圖形的
出現，預示該部隊可能包括電子對抗、網絡攻防、衛
星管理等方面力量。還有內地媒體分析認為，戰略支
援部隊可能包括情報、技術偵察、特種作戰、電子對
抗、網絡攻防、心理戰、後勤保障、裝備保障等新型
作戰力量、新質作戰能力，以及基礎性保障力量。
知名軍事專家徐光裕向媒體表示，解放軍現有軍種都包

含不了的一種職能，比如像衛星定位、空間的偵察等等。
他說，隨着信息技術高速發展，信息化戰爭首要掌握制電
磁權。

戰略支援部隊將撐起作戰「信息傘」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緬國際鐵路大理至
瑞麗段的控制性工程——怒江特大橋24日全面開工，
它也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鋼桁樑鐵路拱橋。
位於雲南省施甸縣與龍陵縣交界處的怒江特大橋全

長1,024.2米，江面到橋面的高度為211米，大橋主跨
採用跨度達490米的鋼桁拱樑，一跨飛越怒江天塹，
是目前世界上同類型鐵路橋樑的最大跨度。
施工方中鐵十八局集團大瑞鐵路指揮長閻樹新表

示，由於受高黎貢山和怒江特殊地形的限制，怒江車
站就設在橋面上，四線橋面的寬度達24.9米，屬中國
同類型鐵路橋樑之最。同時，怒江特大橋的用鋼量達
4.6萬餘噸，在中國同類橋樑中是少有的，鋼桁樑的製
造加工精度、高空拼裝的難度和風險也是罕見的。
「這座大橋是中國鐵路橋樑建設的標誌性工程之

一，我們與設計、科研和監理單位聯合開展科技攻
關，在國內鐵路建設中首次採用BIM技術，通過工程
三維動畫超前模擬各工序施工流程，用數據信息化監
控指導施工作業。」中鐵十八局二公司怒江特大橋項
目經理于長彬說。
雲南昆明至緬甸仰光的中緬國際鐵路全長1,920公

里，中國境內路段長690公里，昆明至大理的350公里
路段已經建成，隨着怒江特大橋的全面開工，大理至
瑞麗的340公里路段施工進入攻堅階段。全線建成通
車後，大理到瑞麗的行車時間將由現在的7個小時縮
短到兩個多小時，昆明到瑞麗只需要6個半小時。

中緬鐵路怒江特大橋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據北京市公安
局消防局官方微博消息，24日凌晨3時24分，朝陽消
防支隊接報，北京市朝陽區前葦溝村一平房民宅失
火，消防、公安等相關部門全力開展救助工作。火災
造成8人死亡，5人受傷。
另新華網報道，公安部消防局官方微博消息指，失

火民房係前葦溝村542號平房，過火面積約150平方
米。據初步了解，起火建築為磚混結構平房，係當地
村民自建的出租房屋，建築面積約225平方米。目
前，傷亡人員身份和火災原因正在調查核實中。

北京民房火災致8死5傷

■昆明至緬甸仰光的中緬國際鐵路全長1,920公里。
圖為已建成的從昆明出發的中越國際鐵路。 資料圖片

■戰略支援部隊將撐起全軍體系的「信息傘」。圖為解
放軍早前的對抗演習。 資料圖片

■■王毅指出王毅指出，，習近習近
平此訪推動共建平此訪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拓拓
寬合作通道寬合作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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