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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後勤保障基地項目
在珠海南屏鎮奠基動工。記者23日從投資
建設方珠海公交集團獲悉，該基地是港珠
澳大橋穿梭巴士配套服務項目，計劃總投
資2.4億元人民幣，預計2024年建成投用，
屆時粵港澳三地大橋道路運輸車輛更加多
元化，推動提升港珠澳大橋交通運輸保障
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11月23日，在渤海首個千億方大氣田渤

中19-6凝析氣田Ⅰ期開發項目海上施工現
場，隨着8英寸海底管線終止封頭入海，由
中國自主設計安裝的最高壓力海底管線鋪
設完成，標誌着中國海上高壓氣田開發工
程能力獲得重要突破，對於保障國家能源
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中新社
記者21日從青海省衞生健康委員會獲

悉，2023年，青海省農牧區訂單定向免費
培養鄉村醫生人數為400名，含藏醫醫學專
業(大專)、中醫醫學專業(中專)等，學制均為
全日制脫產三年。據了解，上述鄉村醫生
招生報名條件包括現已在本省村醫崗位需
接受醫療衞生學歷教育的村醫，應、往屆
初中、高中畢業生(含中職)，持有畢業證
書，年齡原則在40歲以下，農村牧區戶口
等。 ◆中新網

負責中老鐵路老撾段運營的老中鐵路有
限公司自22日起舉辦為期3天的員工技能
大賽，221名老方員工和152名中方員工同
場競技。本次比賽共有行車、客運、貨
運、機務、車輛5個專業17個工種的比賽
項目，分設萬象站、萬象南站、萬榮站、
瑯勃拉邦站、磨丁站5個比賽點。據悉，這
是中老鐵路老撾段第一次舉辦員工技能比
賽。 ◆新華社

新聞 速遞

兆瓦 全球最大風電機組福建下線16
葉輪掃風面積達7個足球場 年發電量可供3.6萬戶家庭一年用電

中美防長會談 雙方同意加強危機管控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11月22日，正

在柬埔寨出席第9屆東盟防長擴大會議的國務委
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應約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
汀舉行會談。這是中美元首巴厘島會晤後，兩
國防長的首次面對面交流。

兩軍應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
魏鳳和首先介紹了中共二十大有關情況。他

說，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
第十七次峰會上舉行會談，達成一系列重要共
識，為中美關係發展指明了方向。當前中美關係
面臨的局面，責任在美方不在中方。中方重視發
展兩國兩軍關係，但美方必須尊重中方的核心利
益。希望美方說到做到、信守承諾，把兩國元首
共識真正落到實處，採取理智務實對華政策，推
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
魏鳳和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

核心，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台
灣是中國的台灣，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
的事，任何外部勢力都無權插手干涉。中國軍

隊有骨氣、有底氣，有信心、有能力堅決維護
祖國統一。
會談中雙方認為，兩軍應認真落實兩國元首

達成的重要共識，保持溝通接觸，加強危機管
控，努力維護地區的安全穩定。

中美經貿等領域對話很快重啟

雙方還就國際和地區形勢、烏克蘭危機、南
海和朝鮮半島問題等交換意見。

中美關係目前面臨的一大問題便是很多領域
的溝通渠道基本處於停滯或中斷狀態。外界注
意到，在兩國元首這次「深入坦誠和建設性
的」會晤後，中美雙方在經貿等領域的對話很
快重啟。
例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16日會見美國

財長耶倫，就相關經濟金融問題進行了廣泛、
建設性的交流；同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副主任連維良會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

長艾倫及其率領的美企業代表團；中國商務部
部長王文濤18日在泰國曼谷APEC領導人非正
式會議期間應約會見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專家：此次防長對話內容更務實
此次兩國防長對面而談，是中美雙方在防務

安全領域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的一次戰略溝
通。
在今年6月的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魏鳳和與

奧斯汀曾有一次會談。一位長期研究中美兩國兩
軍關係的專家對記者表示，與那次「香會」上的
交流相比，此次兩國防長的對話內容更加務實。
一個重要體現便是雙方都認為，兩軍應加強危機
管控，努力維護地區的安全穩定。
「雙方都不願意看到中美走向衝突對抗，尤

其是軍事上這種劍拔弩張越來越明顯。」這位
專家表示，在達成防止衝突對抗的共識後，中
美兩軍或將在工作層面進一步開展溝通交流，
前提是「如果這個趨勢中間沒有再出現任何曲
折反覆的話」。

中日舉行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 達6項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

邊界與海洋事務司司長洪亮和日本外務省亞
洲大洋洲局局長船越健裕以視頻方式共同主
持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機制第十四輪磋
商。雙方舉行了全體會議和海上防務、海上
執法與安全、海洋經濟三個工作組會議，就
涉海問題及海洋領域交流合作廣泛深入交換
意見，並達成6項共識。

促日停止一切侵犯中方主權行徑
雙方一致同意，認真落實兩國領導人曼谷

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以構建契合新時代要
求的穩定和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為指引，就涉
海問題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矛盾分歧，
持續推進涉海務實合作和人員交流，為把東
海建設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作出積極
努力。
中方重申了在東海、釣魚島及南海問題上

的立場，敦促日方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和安全
關切，停止一切侵犯中方主權的行徑，停止
採取導致局勢複雜化的行動，避免影響海上
局勢穩定。中方對近期日方在台海問題上的
消極言論和錯誤做法表達強烈不滿，強調台
灣問題涉及中日關係政治基礎和基本信義，
要求日方務必重信守諾，妥善處之。中方再
次對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計劃表達關
切，敦促日方審慎處理福島核污染水問題。
雙方就具體合作達成以下共識：
一、雙方積極評價中日防務部門海空聯絡

機制運行情況，及開通直通電話事宜取得的
重要進展，確認加快後續工作，盡早建成並
啟用電話。雙方同意繼續開展防務領域交
流。
二、中國海警局與日本海上保安廳願進一

步合作打擊海上跨境犯罪，繼續推進海上執
法人員、海警院校學員交流，加強在多邊海

上執法合作機制下的合作。
三、中國海上搜救中心與日本海上保安廳

將繼續在《中日海上搜救協定》框架下，深
化海上搜救領域務實合作。
四、雙方同意積極開展應對海洋塑料垃圾

的雙多邊合作，辦好2023年中日海洋垃圾合
作專家對話平台第四次會議和第四屆中日海
洋垃圾研討會。
五、雙方同意繼續共同打擊非法捕魚，開

展北太平洋漁業資源養護、鰻魚資源保護等
方面合作。同意通過談判磋商解決漁業領域
存在的問題，爭取盡快重啟中日漁委會，全
面落實《中日漁業協定》。
六、雙方就開展海洋科研、發展藍色經濟

創新技術等領域合作交換了意見。同意繼續
加強對口部門交流對接，增進了解和互信。
雙方原則同意，明年適當時候舉行中日海

洋事務高級別磋商機制第十五輪磋商。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首次中國－
部分南太島國執法能力與警務合作部級對話22
日以視頻形式舉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公
安部部長王小洪和所羅門群島警察、國家安全
與懲戒部部長維科共同主持並作主旨發言。
王小洪首先對所羅門群島突發地震災害致

以慰問。他介紹了中共二十大的重要成果和
意義，表示習近平主席2018年同建交太平洋
島國領導人集體會晤，開啟了中國同太平洋
島國關係新篇章。希望通過中國－部分南太
島國執法能力與警務合作部級對話，建立更
友好的合作關係、形成更高效的合作方式、
提升更專業的執法能力，共同為本地區經濟
社會發展保駕護航。中方願同各方一道，共
同培育好這一部級對話機制，為各國繁榮穩
定發展創造良好的安全環境，為深化中國和
太平洋島國關係貢獻更大力量。
對話主題是「讓合作更專業、更高效、更

友好，讓島國更安全」。斐濟、瓦努阿圖、
基里巴斯、湯加、巴布亞新幾內亞警察部門
負責人出席並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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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介紹，此次下線的單機容量16兆瓦海上風
電機組，葉輪直徑252米，葉輪掃風面積約

5萬平方米，相當於7個標準足球場大；輪轂高
度達146米，約相當於一座50層大樓的高度。在
額定工況下，單台機組每轉動一圈可發電34.2千
瓦時。

一年節約標煤約2.2萬噸
根據多年平均發電量設計值，單台機組每年可

輸出超過6,600萬千瓦時的清潔電能，能夠滿足
3.6萬戶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用電，可節約標煤
約2.2萬噸，減排二氧化碳約5.4萬噸，為助力中
國實現「雙碳」目標、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
色轉型貢獻力量。
「16兆瓦機組的成功下線，標誌着我國風電

裝備產業實現了從『跟跑』到『並跑』再到
『領跑』的歷史性跨越，創造了全球海上風電
裝備發展的最新標杆。下一步，將加大力度推
廣使用我國自主研發、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
『大國重器』，以實際行動支持先進裝備製造
業和實體經濟的發展，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
供更多綠色電能。」三峽集團董事長、黨組書
記雷鳴山表示。

可應對颱風等惡劣天氣
金風科技有限公司總工程師翟恩地介紹，16兆

瓦機組在大型主軸軸承、超長輕量化葉片等關鍵
核心部件的研發製造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技術突
破。機組運行狀態監測的數字化水平高，能夠針
對颱風等惡劣天氣智能調整運行模式，確保風機
安全和高效發電。
一個多月前，在福建三峽海上風電國際產業園

下線的13.6兆瓦海上風電機組曾是全球範圍內葉
輪直徑最大、亞太地區單機容量最大的風電機
組。「本次下線的16兆瓦海上風電機組再度刷新
紀錄，是我國海上風電發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同時也是福建三峽海上風電國際產業園助力產業
鏈協同發展，促進上下游企業共同進步的又一生
動實踐。」三峽集團福建能投公司執行董事、黨

委書記雷增卷說。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秦

海岩表示，16兆瓦風機作為目前世界上單機容量
最大的機組，其成功研製不僅體現在單機發電量
的提升，還可以有效促進海上風電施工效率提升
與用電成本降低，將對相關技術產業的升級進步
產生極大推動作用，全方位提升海上風電經濟
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記者從三峽集團

福建公司獲悉，由三峽集團與金風科技聯合研製的16兆瓦

海上風電機組23日在福建三峽海上風電國際產業園下線。

該機組是目前全球範圍內單機容量最大、葉輪直徑最大、

單位兆瓦重量最輕的風電機組。單台機組每轉動一圈可發

電34.2千瓦時，每年發電量能夠滿足3.6萬戶三口之家一

年的生活用電。這標誌着中國海上風電大容量機組在高端

裝備製造能力上實現重要突破，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全球最大「人造太
陽」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的核心部
件——被喻為ITER「防火牆」的增強熱負荷
第一壁22日完成首件製造，其核心指標優於設
計要求，具備了批量製造條件。這標誌着中國
全面突破「ITER增強熱負荷第一壁」關鍵技
術，實現該項核心科技持續領跑。

已具備批量製造條件
核聚變可以產生巨大的能量，被認為是人

類的終極能源。探索開發聚變能源的國際熱
核聚變實驗堆（ITER），由中國、歐盟、印
度、日本、韓國、俄羅斯、美國七方共同參
與建造，被譽為全世界最大的「人造太
陽」，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
國際科研合作項目之一。據介紹，作為國際
科研合作項目，ITER旨在模擬太陽發光發
熱的核聚變過程，探索核聚變技術商業化的
可行性，中國承擔了其中約9%的任務。
在中國國際核聚變能源計劃執行中心指導

下，中核集團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院承接
ITER增強熱負荷第一壁全尺寸原型件研製，
在成功批量製備增強熱負荷手指部件後，解決
了一系列技術難題，完成部件的焊接裝配。中
國團隊領先國際完成首件製造，再次為ITER
關鍵部件的研發取得實質性工程突破。
科技部中國國際核聚變能源計劃執行中心主

任羅德隆表示，多年來，中國第一壁團隊做了
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發工作，為ITER計劃提
供了重要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人造太陽」ITER核心部件 中國完成首件製造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央廣網及科技日報報道，11月
21日，「夸父一號」衛星載荷「硬X射線成像儀」
（HXI）首圖發布會在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舉
行。此次發布的HXI首圖是對2022年11月11日01
時（世界時）爆發的一個M級太陽耀斑的成像，當
時HXI開機僅20天。
「夸父一號」衛星工程首席科學家甘為群介紹，經

過多方比對並經後續觀測反覆確認，這是中國首次獲
得太陽硬X射線圖像，也是當下國際上地球視角唯一
的太陽硬X射線圖像，圖像質量達到了國際先進水

平。硬X射線成像原理與普通光學成像不同，除了精密
的光學系統，還需要後端的成像算法等一系列處理。
据悉，「夸父一號」衛星全稱為「先進天基太陽

天文台」，是中國首顆綜合性太陽探測衛星 。其科
學目標瞄準「一磁兩暴」，即同時觀測太陽磁場及
太陽上兩類最劇烈的爆發現象——耀斑和日冕物質
拋射，同時為空間天氣預報提供支持。而「硬X射
線成像儀」 是「夸父一號」衛星三大載荷之一，由
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牽頭負責研製， 承擔着
「一磁兩暴」中觀測太陽耀斑非熱輻射的任務。

「夸父一號」載荷「硬X射線成像儀」首圖發布

◆◆1111月月2323日日，，由三峽集團與金風科技聯合研製的由三峽集團與金風科技聯合研製的1616兆瓦海上風電機組在福建三峽海上風電兆瓦海上風電機組在福建三峽海上風電
國際產業園下線國際產業園下線。。 三峽集團福建公司供圖三峽集團福建公司供圖

◆◆圖為福建三峽海上風電國際產業圖為福建三峽海上風電國際產業
園園。。 三峽集團福建公司供圖三峽集團福建公司供圖

◆◆左圖展示的是左圖展示的是20222022年年1111月月1111日日0101時發生的一個耀斑圖像時發生的一個耀斑圖像，，右圖顯示該右圖顯示該
耀斑在全日面圖像上的位置耀斑在全日面圖像上的位置。。 央廣網央廣網

◆◆1111月月2222日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前排右二前排右二））應約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應約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前前
排左二排左二））舉行會談舉行會談。。 新華社新華社

◆◆老撾員工老撾員工2222日在老撾萬象火車站參加日在老撾萬象火車站參加
鐵路員工技能大賽鐵路員工技能大賽。。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