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利配合其他軍兵種奪島作戰 針對「台獨」與外力挑釁

香港文匯報訊 9月17日，美「巴里」號導彈驅逐艦過
航台灣海峽並公開炒作。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除了全
程跟監警戒外，還出動包括作戰艦艇、預警機、轟炸機等
在內的海空兵力，在台灣島西南海空域實施聯合警巡和實
戰化演練。解放軍的迅速反應，發出了明確信號：對於外
部勢力任何時候的任何挑釁行為，解放軍都能第一時間採
取反制行動，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任
何膽敢在台海挑釁者，解放軍都將予以痛擊！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海峽時評」欄目分析指出，美國軍艦

今年已經9次打着所謂「航行自由」的旗號過航台海。國際
社會都知道，美軍頻頻實施的挑釁行徑是在向島內「台獨」
勢力發出錯誤信號，是在對台海地區和平穩定蓄意干擾破
壞，根本不是其所謂的「伸張正義」「維護自由」。近期，
美國之所以加快了打「台灣牌」的步伐，是想盡快找回在阿
富汗丟掉的面子。從阿富汗倉促撤軍以來，美國不僅再次鼓
噪邀請台灣參加環太平洋軍事演習，還拉攏英澳兩國成立新
的軍事同盟並發表涉台消極內容，無非是想通過這一系列動
作挽救美國已破產的信譽，在亞太地區重塑美國威權。但台
灣海峽不是美國表演「履行承諾」的秀場，在觸碰台灣問題

這個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紅線之前，美國應該掂量掂量，自
己是否有足夠的意志和能力承擔台海發生重大軍事衝突的後
果。
文章指出，解放軍軍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東部戰區新聞

發言人施毅陸軍大校強調，將根據台海局勢和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的需要常態組織有關行動。有專家指出，常態化一方面
是解放軍軍機在台島常態巡航，另一方面是在台海周邊各種
體系化演練常態化。不管是誰，只要敢來台海挑釁滋事，必
將遭到解放軍的迅猛反擊。
文章進一步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

陸是台海局勢的主導者，解放軍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捍
衛者。我們奉勸美方趁早收手，不要插手台灣問題，不要禍
亂台灣海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靶場硝煙起，海

空練兵急。中國東部戰區微博視頻號19日發布視頻指，

近日，海軍航空兵某旅組織複雜氣象條件下的實彈射擊訓

練，砥礪部隊全時待戰、隨時能戰本領。央廣軍事報道

指，有關訓練錘煉飛行員快速搜索、快速攻擊、快速脫離

的戰鬥技能，提升部隊海上全天候作戰能力和實際武器使

用能力。專家認為，演練顯示海軍航空兵亦能在奪島作戰中配合其他軍兵種，而

解放軍近期的頻密演練，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意味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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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東部戰區微博視頻號和央廣軍事分別發布消息，報道了9月上旬海軍航空兵某旅組
織在複雜氣象條件下進行實彈地靶射擊訓練的震撼畫
面。
據相關視頻和畫面顯示，海軍航空兵駕駛戰機，穿

越重重雲霧飛抵某海島上空，並向海島上的地靶目標
接連發射火箭彈進行精準打擊，火箭彈彈彈命中靶
心，場面相當震撼。

考核操控戰機及武器使用能力
知名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向香港文匯報

分析訓練畫面指出，參加演練的戰機估計是殲-10
和殲-16，訓練中，這兩種類型的戰機應該是分別
使用了無制導的火箭彈來實彈打擊地靶，這種訓練
實際上考核的是飛行員操控戰機和武器實際使用能
力，最直接檢驗就是用無制導武器來瞄準地靶進行
實彈打擊的能力。

央廣軍事報道指，海軍航空兵某旅組織複雜氣象條
件下的實彈射擊訓練，錘煉飛行員快速搜索、快速攻
擊、快速脫離的戰鬥技能，提升部隊海上全天候作戰
能力和實際武器使用能力。東部戰區微博指，利劍出
鞘！時刻準備戰鬥！相關消息指，訓練砥礪部隊全時
待戰、隨時能戰本領。
宋忠平認為，相關訓練較大提升部隊的戰機操控和

武器實際使用能力，而打地靶其實則表明海軍航空兵
未來亦能在包括奪島在內的各種演練中配合其他軍兵
種作戰。這位專家認為，解放軍近期頻密的演練，對
台軍事鬥爭準備的針對性較強。

將根據台海局勢常態組織演練
一段時間以來，美頻頻在台海實施挑釁行徑，並明

裏暗裏企圖與島內「台獨」勢力各種勾連。9月17
日，美「巴里」號導彈驅逐艦過航台灣海峽並公開炒
作。解放軍東部戰區除了全程跟監警戒外，還出動包
括作戰艦艇、預警機、轟炸機等在內的海空兵力，在
台灣島西南海空域實施聯合警巡和實戰化演練。
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陸軍大校表示，將根據台

海局勢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需要常態組織有關行
動。
有專家表示，常態化一方面是解放軍軍機在台島常

態巡航，另一方面是在台海周邊各種體系化演練常態
化。軍事專家杜文龍亦在內地媒體指出，解放軍有關
演習針對的主要目標是「台獨」勢力，包括「台獨」
與美國勢力的勾連。

膽敢在台海挑釁者 解放軍將予以痛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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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海軍航空兵某旅組織複雜氣象條件下海軍航空兵某旅組織複雜氣象條件下
的實彈射擊訓練的實彈射擊訓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陸暫停台番鬼荔枝蓮霧輸入
多次檢出蟲害 台媒：含鳳梨台每年將損失40億新台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海關總署18日發布通知，因檢出

檢疫性有害生物，於20日起暫停台灣地區的釋迦（或稱番鬼荔枝）和蓮霧輸

入大陸。消息傳出後，親綠媒體「三立新聞」迅速炒作，在報道中使用「鳳

梨翻版又來了」的聳動字眼。另有台灣媒體報道稱，加上今年3月大陸暫停

進口的台灣菠蘿（鳳梨），若之後大陸不再進口這三項水果，台灣每年將損

失近40億元（新台幣，下同）。

海關總署通知指出，今年以來，大陸海關多
次從台灣地區輸大陸番鬼荔枝和蓮霧中檢

出檢疫性有害生物——大洋臀紋粉蚧（Plano-
coccus minor）。為防範植物疫情風險，依據大
陸有關法律法規和標準，茲決定自2021年9月
20日起暫停台灣地區番鬼荔枝和蓮霧輸入大
陸。通知要求各海關自2021年9月20日起暫停
受理台灣地區番鬼荔枝和蓮霧報關，並及時將
上述情況通知轄區內相關企業。

去年出口大陸佔比97%和95%
這已不是台灣水果首次因植物疫情被暫停輸入

大陸。今年2月26日，海關總署網站發布通知，
決定自2021年3月1日起暫停進口台灣菠蘿。當
時，海關總署的通知在島內引發激烈反應，民進
黨當局迅速將事情「政治化操作」，宣稱這是大
陸「隨便找理由打壓台灣鳳梨」。國台辦發言人
馬曉光當時表示，此舉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範舉
措，科學合理，符合大陸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
是次海關總署通知發布後，台灣島內親綠媒

體再度迅速炒作，「三立新聞」在標題中更使
用「鳳梨翻版又來了」聳動字眼。報道還提
到，據「農委會」統計，蓮霧、番鬼荔枝去年
輸入大陸佔比分別高達97%、95%，若禁止銷

往大陸恐引發不小影響。
有台灣媒體根據台灣「農委會」公開資訊表

示，以2019年為例，番鬼荔枝、蓮霧和鳳梨出
口到大陸總金額將近40億元，若大陸確定之後
都不再進口這些水果，意味着台灣每年會損失
超過近40億元產值。有台東農民對台灣媒體表
示，如果番鬼荔枝不能出口，就得喝西北風
了。有果農表示，雖然縣政府及「農會」將番
鬼荔枝積極拓展行銷其他國家和地區，但畢竟
還是有限，目前大陸市場仍為最大宗。
海關總署消息引發台灣島內網友關注，有臉書

網友留言諷刺稱，「台防務部門有新的水果吃
了」；「台防務部門（副食品供應站）準備好
了。」有網友表示，「台灣不能沒有大陸，還整
天黑人家，哈哈，有骨氣都不要賺啊！」；「蔡
英文上台6年，號稱新南向擺脫對中國大陸依
賴，然而數據說明蔡英文在說謊。」；「原來過
去一直幫台灣農民的是大陸哦。」還有網友調
侃，「今年蓮霧不知道要沾醬油還是沾芥末，還
是當局收一收，每人發一箱？」
大洋臀紋粉蚧是一種具有嚴重危害的有害生

物，屬雜食性動物，寄主達250多種，除危害熱
帶和溫帶水果，也可侵害大豆、玉米、馬鈴
薯、觀賞花卉等重要經濟作物。大洋臀紋粉蚧

還可吸引螞蟻等昆蟲共同取食共生，生長鏈難
以控制，極易擴散，有「水果殺手」之稱。一
旦傳入並定殖，將對果業造成巨大影響，導致
嚴重損失。2007年，大洋臀紋粉蚧被中國大陸
列為進境植物檢疫性有害生物。

學者：沒有政治上的含義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研究所所長朱

松嶺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海關總
署暫停台灣地區番鬼荔枝和蓮霧輸入，包括上
次的台灣鳳梨，關鍵都是因為台灣水果出現病

蟲害，這些影響到大陸民眾的民生，「大陸越
來越重視農業生態和食品安全，暫停水果輸入
是為了確保民生的依法行為，沒有政治上的含
義。」
朱松嶺表示，反而是台灣民進黨當局一再炒

作大陸暫停進口台灣水果是政治原因，惡意炒
作和解讀，抹黑大陸的做法只會進一步損害台
灣民眾利益，尤其是台灣農民的利益。「台灣
當局應該端正態度，嚴格按照大陸海關法規，
調整自己農產品的質量和管理，這些才更重
要。」

台銷陸六種水果主要數據
第一名：檳榔
●外銷幾乎100%銷大陸，近3年銷313
公噸，產值46.3萬美元。

第二名：蓮霧
●外銷98.1%銷大陸，近3年銷12,536
公噸，產值4,825.7萬美元。

第三名：釋迦（或稱番鬼荔枝）
●外銷96.9%到大陸，近3年銷39,171
公噸，產值1.1322億美元。

第四名：鳳梨
●外銷95.2%到大陸，3年銷122,876
公噸，產值1.55232億美元。

第五名：葡萄柚
●外銷94.7%往大陸，3年銷3,004公
噸，產值393.3萬美元。

第六名：柳橙
●外銷92.5%銷大陸，近3年銷3,576
公噸、產值255.1萬美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海關總署發布通知，因檢出檢疫性有害生物，於9月20日起暫停台灣地區的釋迦（或稱番鬼荔
枝）和蓮霧輸入大陸。圖為民眾在坊間水果行選購釋迦。 網上圖片

●●水果市場上出售的釋迦和蓮霧水果市場上出售的釋迦和蓮霧（（右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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