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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有利暢通國際產業鏈
李克強出席第25次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1月 12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向「雜交水稻援外與世
界糧食安全」國際論壇發表書面致辭。
習近平指出，糧食安全是事關人類生存的

根本性問題。
半個世紀前，雜交水稻在中國率先成功研

發並大面積推廣，助力中國用不足全球9%的
耕地，解決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吃飯問題，
成為世界第一大糧食生產國和第三大糧食出
口國。
自1979年起，雜交水稻遠播五大洲近70

國，為各國糧食增產和農業發展作出突出貢

獻，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糧食短缺問題提供了
中國方案。
習近平強調，當前，全球糧食安全形勢嚴

峻複雜，中方願繼續同世界各國一道，堅持
命運與共、和衷共濟，推進全球發展倡議，
加強糧食安全和減貧領域合作，為加快落實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建設沒有飢
餓貧困的世界作出更大貢獻。
「雜交水稻援外與世界糧食安全」國際論

壇當日在北京舉行，由國家國際發展合作
署、農業農村部、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共
同主辦。

向「雜交水稻援外與世界糧食安全」國際論壇發表書面致辭
習近平：全球糧食安全形勢嚴峻 中方堅持和衷共濟

李克強提出五點建議：一是保持區域經濟一體
化進程。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全面生效和實施，更大程度釋放
協定紅利。中方支持盡早成立RCEP秘書機構。
二是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堅持開放融通發
展，推動區域產業鏈供應鏈在穩定暢通中優化升
級。依託「10+3」中小企業服務聯盟，幫助地區
企業加強科技創新、數字轉型能力，創造更多就
業機會。三是提升危機應對能力。
中方支持「10+3」應急醫療物資儲備中心、

「10+3」大米緊急儲備機制建設，支持提升清邁
倡議多邊化的有效性，不斷完善區域金融安全
網。四是深化人文交流。中方願以啟動「10+3」
移民和領事負責人磋商機制為契機，為便利人員
往來提供更多政策支持。根據疫情形勢變化優化
防控措施，逐步增加國際航班，為東盟和日韓留
學生返華復學積極提供便利。五是助力可持續發
展。中方願同各方就全球發展倡議開展合作，牽
頭開展「10+3」轉型金融研究、舉辦「10+3」清
潔能源圓桌對話，不斷深化低碳合作夥伴關係。
持續推進東亞減貧合作倡議二期項目，助力地區
減貧發展。

中國開放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李克強表示，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我

們將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開放的大門只會
越開越大。中國願以自身發展為世界各國帶來新
的機遇，也為深化「10+3」合作提供新的動能。
李克強指出，過去十年來，中方在「10+3」合

作框架下共提出了130餘項合作倡議或項目，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基本都得以落實。「10+3」合作
歷經風雨，合作成果得來不易，值得倍加珍惜。

中方願同「10+3」各方一道，不斷凝聚共識，深
化務實合作，為東亞合作的美好未來不懈努力。

「10+3」朝東亞共同體邁進
與會領導人表示，中日韓是東盟國家的主要合

作夥伴。「10+3」是地區合作的壓艙石，在推動
地區經濟發展、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合作抗擊疫
情等方面取得重要合作成果。各方應緊密團結、
深化合作，加強農業、互聯互通、數字經濟、金
融安全、公共衞生、生態環境、人文交流、可持
續發展等領域合作，共同實施好RCEP，維護產
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應
對全球性挑戰，推動「10+3」合作取得更大成
果，朝着東亞共同體的長遠目標邁進。
會議發布了《「10+3」合作25周年文件集》。
肖捷出席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柬埔寨金邊
時間11月12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柬
埔寨金邊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期
間，應約分別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韓國總
統尹錫悅、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會面交談。
對岸田文雄，李克強表示，中日是搬不走

的鄰居，雙方都致力於加強兩國政治、經
貿、人文等領域合作，應當共同推動兩國關
係穩定健康發展。

岸田文雄表示，日中是鄰國，雙方各領域
合作取得長足發展。日方贊同日中應友好相
處，將同中方一道，推動兩國關係不斷向前
發展。
對尹錫悅，李克強表示，希望中韓雙方繼

續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的精神，推動兩
國各領域合作持續健康發展。
尹錫悅表示，希與中方一道，推動韓中關

係在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基礎上不斷取得更

大發展。
對馬科斯，李克強說，中菲傳統友誼深

厚，兩國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各領域合作
發展良好。中方願同菲方加強高層交往，同
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盟國家一道，在相互尊
重基礎上，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
馬科斯表示，菲方願同中方加強高層交

往，本着夥伴關係精神，共同努力推動兩國
關係和各領域合作取得新進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東盟
語言服務協同創新中心12日在廣西南寧成
立，該中心將面向東盟，培養跨學科複合型
翻譯及大數據應用人才，為中國—東盟經貿
合作提供服務支撐。廣西民族大學黨委副書
記陳應鑫當天在揭牌儀式上表示，隨着全球
化、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語言服務
已成為現代化進程中重要的生產性實踐活
動，在推動經濟建設、文化交流等方面發揮
着重要作用。

陳應鑫表示，中國—東盟語言服務協同創
新中心成立後，將發揮優勢，促進「政、
產、學、研、用」深度融合，通過校企合作
等方式，打造連接中國—東盟的協同創新平
台。「我們還將把越南語、泰語、緬甸語、
老撾語、柬埔寨語、馬來語等東盟非通用語
種與現代計算機翻譯技術結合起來，在多語
種大數據方面與各類機構加強協作，以語言
創新服務，在多領域形成開放合作成果。」
陳應鑫說。

當天，廣西科學院、廣西社會科學院、廣
西大學、廣西人才學會、中國—東盟經貿中
心等多家單位，與中國—東盟語言服務協同
創新中心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將梯次培養精
通國際化語言的技能型、管理型人才，共同
建設中國—東盟語言翻譯中心，着重在經貿
合作、項目引進、市場拓展、跨國技術轉移
交易等方面，為中國和東盟企業提供服務，
構建互利共贏的跨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
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11月12日上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柬埔寨金邊出席第25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東盟國家領導人以

及韓國總統尹錫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柬埔寨首相洪森主持會議。李克強

表示，東亞地區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10+3」是東亞合作的主渠道。啟動

25年來，得益於本地區的總體和平與穩定，「10+3」合作快速發展、持續前進，

不僅提振了各自國家發展，也維護了地區金融、糧食安全，有利於保障國際產業鏈

供應鏈穩定暢通。當前國際地區形勢複雜多變，「10+3」國家應繼續致力於維護地

區以及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增進人民福祉。

中國—東盟語言服務協同創新中心廣西揭牌

李克強分別同日韓菲領導人交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美籍華裔水文
科學家陳霞芬在多年前受到美國政府不公正
調查，並在毫無根據下被起訴間諜罪，2019
年她對美國政府提出民事訴訟。10日她與美
國政府就其被錯誤起訴和被解僱的兩宗訴訟
達成和解協議，合共獲賠償180萬美元。
陳霞芬在一封公開信中表示，美國商務部

將賠償她55萬美元，她並且將在10年時間
裏，從美國政府獲得總計125萬美元的年
金。此外，美國商務部正安排她與一名高級
官員私下會晤，該部門還會發出一封表彰
信，承認她在擔任美國政府水文專家期間所
取得的成就。
無辜被指控間諜罪，令陳霞芬近10年來的

生活被弄得天翻地覆，經過多年努力後，她
認為這項和解協議，對她而言是一次重大勝
利。她強調：「當然，再多的錢也無法完全
彌補我所經歷的不公正，但是今天的和解，
是為我和眾多遭受美國政府不公正調查的美
籍華人，在伸張正義方面所邁出的至關重要
一步。今天的和解清楚地表明，針對特定族
裔的歧視是不可接受的，美國政府不能逃脫
這些錯誤行為所導致的後果。」
陳霞芬原任職於美國國家氣象局，在2012

年，美國商務部轄下的調查與威脅管理局
（ITMS）開始對陳霞芬進行非法調查，她
於2014年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和司法
部以涉嫌「間諜罪」為名逮捕和起訴，FBI
指控她非法登入一個政府數據庫，將有關美
國水壩的敏感信息分享給中國科學家。
由於證據不足，司法部在提出起訴5個月

後撤控，但被國家氣象局解僱的陳霞芬卻

一直未能復職。2019年，陳霞芬對美國政
府提出民事訴訟，指控其惡意起訴和非法
逮捕，其律師團隊要求賠償500萬美元。

歧視性調查華裔僱員組織解散
據媒體報道，當局的錯誤信息來自商務

部的 ITMS。參議院去年 7月一項調查發
現，該機構對華裔和其他僱員進行廣泛且
毫無根據的歧視性調查，調查報告發布後
不久，ITMS便被解散。
陳霞芬的遭遇在美國國內引發巨大爭議，

被廣泛認為是歧視華人的一個典型例證。輿
論認為，在中美競爭日益激烈之際，美國政
府對華人和華裔科學家的懷疑也日益加深。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律師戈斯基表示，陳霞
芬的和解協議具象徵意義，尤其是在「中國
行動計劃」失敗之後，「這對陳霞芬來說是
一個巨大的勝利，對華裔社區來說也是如
此。這一協議表明，當政府存在歧視行為
時，也會被追究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有效
打擊網絡騙案等科技罪案成為各地執
法機構的新挑戰。為促進電子數據取
證專業人才培養和技術發展，提高電
子數據取證能力和水平，由中國刑事
警察學院主辦的「美亞盃」第八屆中
國電子數據取證大賽12日舉行。大賽
首次在香港及澳門特區舉辦分場，讓
兩地選手參與全國電子數據取證精英
的最高級別賽事。香港警務處表示，
比賽在香港設置分場，有助推動本港
數碼法理鑑證業界在專業技術的交流
和聯繫，比賽過後網罪科人員與本地
參賽者進行技術交流及分享工作心
得，將積極推動本港數碼法理鑑證業
界在專業技術的交流和聯繫。
今年，共1,085支隊伍參與，總人數

接近3,000人。來自全國取證行業、學
界及執法機構等。香港警務處網絡安
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與香港大學計算
機科學系合作設計題目及擔任評委，
設計模擬的真實案例進行電子數據調
查取證，提高執法技術將網絡罪犯繩
之以法。
網罪科數碼法理鑑證人員處理的案

件和檢驗的數碼裝置十分廣泛，故可
以不同案例去設計故事情節，以貼近
現實情境，令參賽者更有代入感。今
屆比賽的模擬故事以不同的犯罪情節
串連而成，包括模擬有騙徒設置虛假
網站騙取市民資料，還有不法分子透
過網上學習編寫程式對他人進行網絡
攻擊。參賽者除了要對電子數據作出
深入分析外，還需具備刑事調查觸覺
及技巧，從而找出數碼證據重組犯罪
過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醫院管理局主
席范鴻齡12日發表網誌表示，就早前公布的「大
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醫管局正與內地相關
部委進行交流人員選拔工作，首批12名交流醫生
已獲廣東省方面提名。該批醫生均為省內三甲醫
院的資深醫生，待審批通過可立即到港「捲起衣
袖，落實交流」。至於護士及放射技師的交流計
劃，有望年底前啟動。
至於護士及放射技師的交流計劃，亦正磋商細

節，進度良好，有望於年底啟動交流，而資深中
醫專家到港交流將有助培訓本地中醫師，期望將
中西醫協作計劃擴展至更多病人服務，令更多病
人受惠。
他希望隨着大灣區內各城市的頻繁合作，可紓

緩本港醫護人手緊絀問題，為香港市民提供更適
切治療，又相信交流計劃能將兩地醫護人員合作
成效發揮到極致，達至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推動RCEP全面生效和實施，更大程度釋放協
定紅利。圖為山東自貿區青島片區的青島港全自
動化碼頭。 資料圖片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111月月1212日上午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柬埔寨金邊出席第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柬埔寨金邊出席第2525次東盟與中日韓次東盟與中日韓
（（1010++33））領導人會議領導人會議。。這是與會領導人集體合影這是與會領導人集體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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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科學家涉諜昭雪 獲賠逾180萬美元

灣區醫療人才交流
首批12醫生獲粵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面對被誣陷
間諜罪，66歲的陳霞芬展開漫長的抗
爭，她形容自己簡直就是經歷了一場噩
夢，離開自己在美國國家氣象局的工作
崗位，使她萬分痛苦，直言其畢生的傑
出科研工作都被毀掉。
陳霞芬於北京出生，從小熱愛工程

學，198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其後赴美
留學，畢業後歸化為美國公民。她在訪
問中表示，曾認為自己是一名「沒有穿
着軍服的士兵」，利用其在水文學上的
專業知識，令美國各城市變得更安全。
然而遭美國司法部在毫無證據下起訴，
並且被迫離開工作崗位，使她感覺自己
的犧牲並無價值，「我在此事上遭受的
創傷，令我難以入眠 ，我數十年來對美
國的服務和貢獻徹底被忽視。」

◆◆北美華人組織數年前為陳霞芬舉行聲援北美華人組織數年前為陳霞芬舉行聲援
活動活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醫管局大樓展示俗稱「大白」的內地防
疫人員保護衣，上面有多名內地援港醫療隊成
員的簽名。

陳霞芬：畢生科研心血貢獻美國被忽視

◆◆

陳霞芬的漫長陳霞芬的漫長
抗爭最終獲勝抗爭最終獲勝。。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