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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多型戰機開啟夜訓

中菲關係將迎新「黃金時代」
馬科斯開年訪華創三個「第一」專家：四大看點備受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奉調回國的中國駐美大使秦
剛2日向全美僑胞致信告別。秦
剛在信中表示，在美工作的18
個月、500多天時間裏，無論在
首都華盛頓，還是訪問全美各地
期間，他都把與僑界接觸互動作
為工作重點，為僑胞們辦實事、
解難事、做好事，維護華僑華人
合法權益和公平待遇。
秦剛表示，在美華僑華人數

量已達500多萬，成為美國多元
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多傑
出代表躋身為美國政界、商
界、教育界、科技界、學術
界、文化界的佼佼者。在美僑
胞始終不渝地傳承、弘揚中華
優秀文化，促交流，展風範，
彰顯中國人崇尚和平、堅毅勤
奮、克己奉公等傳統美德。

冀推動兩國民心愈近
秦剛表示，在中美關係陷入

低谷的當下，儘管面臨前所未
有的阻力，全美僑界初心不
改，矢志不渝，想方設法促進
中美民間友好，助力兩國加強
了解、增進互信、發展合作。
秦剛強調，建交40多年來，

中美關係已經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不
應該是你輸我贏、你興我衰的
零和博弈，兩國完全應該相互
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旅美僑胞是中美之間的重要
橋樑和紐帶。臨別之際，衷心
希望你們繼續不懈努力，推動
兩國民心愈近，友誼愈深，為
中美關係重回正軌凝聚正能
量，作出新貢獻。」
秦剛還在另一封告別信中寄

語在美中國留學生。他「希望
同學們始終心懷祖國，努力學
習，掌握本領，賡續留學報國
光榮傳統，為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貢獻自己的學識才華。希望
同學們廣交朋友，增進交流，
擔當中美友好的民間使者，講
好中國故事，促進兩國人民的
相識相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觀察者網、環球網及央視網
消息，中央電視台國防軍事頻道官方微博2日播出
解放軍空軍殲-20、殲-16等多型戰機半夜進行超視
距空戰訓練的視頻畫面。
央視國防軍事頻道官方微博2日發文稱，「凌晨2

點，空軍某試訓基地展開下半夜和拂曉飛行訓練。
進入戰鬥空域，多型戰機超視距空戰拉開戰幕。」

訓練加深飛行員戰場默契
央視軍事同時配發視頻說，夜間飛行容易造成空

間定向障礙，飛行員需高度集中注意力，隨時掌握
飛機動態。報道引述解放軍空軍某基地某部飛行大
隊長侯傑說，「晚上飛行員看不到整個飛機的輪
廓，只能靠飛機外部燈光的顯示，去判斷是距離近
了還是距離遠了。有什麼告警，從哪個方向來的告
警」。
視頻解說並指出，夜間飛行員注意力分配要特別

快，從訓練中不斷加深飛行員之間的戰場默契。解
放軍飛行員洪顧嘉說，「相對於單機作戰而言，雙
機的協同作戰更為重要，從最開始在訓練中需要長
僚機之間你一句我一句的『一問一答』式，到最後

只需要友機之間一句話，甚至一個字，我就能明白
他的意圖。從而做到1+1大於2的效果」。

「熱保障」提高戰機出動效率
報道還稱，「空中激戰正酣，地面機務兵、場站

保障力量也與時間賽跑」，在不停車、不斷電的情
況下完成戰機「熱保障」。視頻顯示，一架殲-16
戰機剛剛返航，機務兵要在發動機不停車的情況下
對飛機進行全面檢查以及熱加油和熱掛彈。
報道引述解放軍空軍某基地機務二中隊副中隊長

張偉說，「熱保障」的推進和實施可以提高戰機的
出動效率，在飛機發動機不停車的情況下進行再次
出動準備。
根據此前軍方的公開報道，2022年以來，解放
軍進行了多次夜戰訓練。例如2022年1月，東部戰
區海軍航空兵某旅一場大強度、高難度的夜間空戰
對抗演練隨即展開。多架戰機接續升空，迅速撲向
某目標海域上空。「險難中練兵，夜空下礪刃，把
飛行員鍛造成『夜老虎』，是奪取『制夜權』的關
鍵一步。」該旅領導這樣說。

漳州推進中菲「兩國雙園」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福建省漳

州市政協主席吳文團2日表示，要積極探索優
化疫情防控下拓展對外交往的方式，加強與港
澳委員、僑親僑胞、海外青年的聯絡聯誼，築
牢友好根基，挖掘合作潛力，為建設中菲「兩
國雙園」、融入「一帶一路」賦能蓄勢、拓展
空間。
當天上午，漳州市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開

幕，吳文團代表十四屆漳州市政協常委會向大
會作工作報告。他指出，過去一年，漳州市政
協增進同海外漳籍華僑華人交流交往，及時傳
遞鄉音鄉訊和關愛關懷；協助組織菲律賓等
11個國家、28位閩籍海外僑領考察漳州，助

推中菲「兩國雙園」建設，提高對外開放水
平。
2021年，漳州市提出建設中國（福建．漳

州）——菲律賓「兩國雙園」（簡稱中菲
「兩國雙園」）項目，並於2022年 8月啟
動。根據自身功能定位和區位條件，漳州市規
劃在泛東山灣、廈門灣南岸建設東山水果、水
產、肉類加工產業園區，詔安進口活牛深加工
產業園區，常山中菲產業深度對接園區等五個
中方園區。

用好RCEP規則 提升市場潛力
漳州市政協港澳地區特邀委員、香港漳州

同鄉總會副會長鄭旭光表示，應發揮海外華僑
華人優勢和紐帶作用，助力中菲「兩國雙園」
建設穩步推進。「用好RCEP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 規則，系統研究菲律賓投
資政策。」鄭旭光認為，RCEP中的相關條
款，如貿易便利化條款，將極大提高通關和物
流效率，提升區域消費市場潛力，推動供應鏈
與資源優化。鄭旭光建言，充分吸取中
國——馬來西亞「兩國雙園」、中國——新
加坡蘇州工業園、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
區等園區的發展經驗，少走彎路，穩步推進；
「同時充分挖掘鄉情鄉誼資源，打親情牌，兼
顧商業利益，實現互利共贏。」

▲2022年4月6日，在剛落成的
中國援菲馬尼拉B-I大橋邊，中
菲合作成果圖片展開展。據展覽
介紹，六年來在中菲兩國元首的
戰略引領下，兩國政府間合作項
目已經完成了16個。 資料圖片

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的專家表示，此次開年來
訪有四大看點，將推動中菲構建好鄰居、好

親戚、好夥伴的「三好關係」，開創中菲關係新的
「黃金時代」。

料延續前政府「對華友好」政策
看點一：中菲關係如何提檔加速?
作為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中菲關係走向受到外
界高度關注。此前，由於阿基諾三世政府在對華交
往上採取對抗做法，使中菲關係跌入谷底。2016年
杜特爾特執政後主動調整外交政策，中菲關係歷經
轉圜、鞏固、提升三個階段，關係重返健康發展軌
道，雙方確立全面戰略合作關係新定位。
此背景下，新上任的馬科斯對華關係上的取向備受
關注。此番，馬科斯訪華，被外界視為將釋放「對華
友好」的信號。在競選期間，馬科斯曾多次就菲中關
係積極表態。馬科斯就任以來，中菲兩國元首通過互
致賀電、通話、派特使方式奏響了元首外交「三部
曲」，為新時期中菲關係發展領航定向。
在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許利
平看來，馬科斯政府大概率會延續杜特爾特「對華
友好」政策。將中國作為新年首訪目的地，足見其
對中菲關係的重視，此訪有望開創中菲友好新的
「黃金時代」。

「四輪驅動」更多民生項目
看點二：兩國務實合作怎樣結出「新碩果」?
近年來，中菲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兩國合作再
拾強勁發展勢頭。目前，中國已是菲律賓最大貿易
夥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和第二大出口市場。杜特
爾特執政六年中，中方「一帶一路」倡議與菲方
「大建特建」計劃深入對接，比農多—王城跨河公
路橋等中菲合作項目的相繼落地，也促進了兩國人
民「心心相通」。

對於此訪，中方亦期待同菲方一道，以此為契
機，持續推進農業、基建、能源和人文四大重點領域
合作。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代帆認為，未
來中菲合作有望以農業、基建、能源和人文為「四輪
驅動」，中國在基建領域有着獨特優勢，雙方應進一
步加強戰略對接，推動更多民生項目落地。
看點三：人文交流如何助力中菲友好 ?
中菲是隔海相望的近鄰，兩國睦鄰友好源遠流
長。近年來，中菲在旅遊、留學等領域交往密切，
兩國結有34對友好省市。人文交流是連接中菲兩
國關係的重要紐帶，而馬科斯也親身參與、見證了
中菲關係發展歷程。1974年，17歲的馬科斯跟隨
時任菲律賓第一夫人的母親伊梅爾達訪問中國，留
下兩國交往的佳話，開啟了現代中菲關係的「破冰
之旅」。
許利平表示，中菲兩國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
相通，千百年來早已凝結成無法割捨的人文紐帶。馬
科斯作為中菲關係的見證者、推動者，將從歷史中借
鑒更多有益經驗，把中菲關係推向更高水平。
看點四：雙方如何妥處海上問題、做大海上合作

蛋糕 ?
海上問題是中菲關係的焦點話題。杜特爾特執政
期間，中菲建立了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妥善處
理海上分歧，推動在海上搜救、油氣開發、海洋漁
業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馬科斯上任後主張不能讓海上問題定義整個菲中
關係，雙方可就此進一步加強溝通。代帆認為，在
處理地緣政治問題上，馬科斯表明了務實、謹慎的
態度。海上問題並非中菲關係的全部，中菲應擱置
爭議，管控好分歧，持續推進共同開發，不斷拓展
互利共贏。許利平指出，對於海上問題分歧，只要
中菲雙方堅持既有共識，做大合作蛋糕，兩國友好
合作的大船就不會改變航向，前行之路只會越走越
寬、行穩致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新年

伊始，中國外交迎來一位重要客人。應

中方邀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3日起對

中國進行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他此訪

創下三個「第一」：馬科斯總統是2023

年中方接待的首位外國元首，此次訪問

是他任內首次訪華，也是首次正式訪問

東盟以外國家，充分體現了中菲兩國對

雙方關係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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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參考消
息轉載台灣聯合新聞網報
道，根據台當局防務部門
公布的信息，2022年12月
3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
「跨年」期間，台防務部
門「偵獲」解放軍軍機24
架次、軍艦4艘次，持續在
台海周邊活動，有15架次
解放軍軍機穿越所謂「海
峽中線」及其延伸線進入
台所謂「西南空域」。其
中各有一批解放軍殲-10、
殲-16戰機穿越所謂「海峽
中線」北側，並疑似「史
無前例」迫近桃竹外海24
海里所謂「鄰接區」空域，
台島北部臨海三芝「天弓」
導彈、「愛國者」導彈基地
1月1日「紅點」目標警訊
大響，各自實施戰備，台防
務部門緊急調用在空戰機
實施「攔截」。

◆◆凌晨凌晨22點點，，空軍某試訓基地展開下半空軍某試訓基地展開下半
夜和拂曉飛行訓練夜和拂曉飛行訓練。。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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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總統馬科斯3日在馬尼拉機場啟程對中國
進行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 美聯社

內地元旦假期逾五千萬人出遊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經中國文化和旅

遊部數據中心測算，2023年元旦節假期，內
地國內旅遊出遊5,271.34萬人次，同比增長
0.44%，按可比口徑恢復至2019年元旦節假日
同期的42.8%；實現國內旅遊收入265.17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4.0%，恢復至
2019年元旦節假日同期的35.1%。

90後 00後成主力
根據文旅部通報，都市休閒、周邊遊仍佔

主流，中遠程旅遊穩步復甦。元旦期間，城
市周邊遊、近程遊、休閒遊仍是主流，冰
雪、溫泉、逛樂園、遊湖、露營、圍爐煮
茶、酒店劇本殺、街區休閒、古鎮漫遊、看
煙花、登山等高品質玩樂體驗受到年輕人青
睞。北京圓明園、頤和園、紫竹院、什剎海
等同步啟動假期冰場或雪場活動，吸引不少
親子家庭前往體驗。中遠程旅遊穩步復甦，
長三角、珠三角成為西南、西北、中部地區
旅遊目的地的主要客源地，三亞、西雙版

納、昆明、廈門等地成為北京和東北三省遊
客「避寒跨年」主要旅遊目的地。
旅遊平台「飛豬」數據顯示，元旦的跨省

遊和跨市遊訂單佔比近八成，達到近一年峰
值。90後和00後年輕用戶佔比超七成，成為
元旦跨省遊、跨市遊主力軍。包含「滑雪」
「冰雪」等關鍵詞的熱門冰雪旅遊商品增長超
三成，其中吉林長白山、黑龍江亞布力、河北
崇禮成為熱門冰雪旅遊目的地前三。

「陽康」療癒遊火了
元旦前夕，部分城市疫情已過感染高峰。

這些城市「陽康」們也陸續以旅行犒勞自
己，旅遊消費勢頭增強。攜程平台數據顯
示，北京、上海、成都、廣州、深圳、杭
州、重慶、南京、西安、武漢是元旦出遊熱
度最高城市TOP 10。而「療癒遊」成為「陽
康」們的最愛。體現在目的地上，氣候溫
潤、陽光充足的南方和海島城市較往年熱度
更勝一籌。

文博會閉幕 超200萬人次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十八屆中國

（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2日落下帷幕。
本屆文博會共展出文化產品超過10萬件，4,000多
個文化產業投融資項目在現場進行展示與交易，
主會場、分會場、各相關活動點總參與人次超過
200萬。
本屆文博會採取線下為主、線上同步的辦展方

式，主會場設在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共6個展館12
萬平方米，共有2,532家政府組團、文化機構和企
業線下參展，另有870家機構和企業線上參展。
本屆文博會通過優化組展內容、搭建設計、展

品布局，打造「中國文化精品走廊」，設立「文
化中國」專題展；文博會實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
帶動戰略，彰顯了全國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熱
點、趨勢與信心。
在雲上文博會平台拓展設立的國際館，線上展

示國際文化產品及文化產業項目，展現中國文化
「走出去」「引進來」以及中外文化共融互通、
創新發展的成果，重點突出中國與「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文化貿易。

◆1月1日晚，遊客在上海欣賞黃浦江兩岸夜景。
中新社

◆1月1日，在重慶市南川區金佛山景區滑雪
場，遊客在體驗雪上運動。 新華社

◀人們在帕西河畔的中菲友誼
園，與連接中國城和王城旅遊區
的B-I大橋合影。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