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军数：蔡英文就职7周年当天
11架次大陆军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

【环球网综合报道】台湾
“中央社”消息称，5月20日台
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就职满7
周年，台防务部门21日发布
消息，声称20日上午6时起至
21上午6时有11架次解放军
军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

报道称，根据台防务部门
21日上午公布的“解放军台海
周边海、空域动态”，20日上午
6时起至21上午6时，解放军
24架次军机（其中进入台西南
及东南空域12架次）、5艘次
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根据台空军公布的“解放军进
入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
图”，其中有11架次解放军军

机越过“海峡中线”的北、中、
南端，包括 1 架次歼轰-7 战
机、2架次苏-30战机、1架次
TB-001无人机、4架次歼-11
战机、2架次歼-10战机，以及
1 架次 BZK-005 无人机穿越
南端“中线”后，绕飞整个台湾
南端进入台东南空域。此外，
有1架次直-9反潜直升机进
入台东南空域。

对于解放军军机在台海
周边的行动，大陆此前多次作
出回应。

对于蔡英文日前称大陆
通过军演刻意升高对台“威
胁”，影响“印太区域”稳定与
和平，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5
月 17日对此表示，这完全是
颠倒黑白、倒果为因。正是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
分裂立场，持续勾连外部势
力进行谋“独”挑衅，不断升
高台海紧张局势，他们才是
台海和平与稳定真正的“威
胁”。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
实施的军事演训行动，是应

对挑衅，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正
当、正义之举。

对于台防务部门声称的
“海峡中线”，此前，国台办发
言人朱凤莲曾表示，大陆和台
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
在所谓的“海峡中线”。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也曾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哪来的
什么“海峡中线”？

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首颗科学卫星
“澳门科学一号”成功发射

中新网北京 5月 21 日
电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
5月21日16

时，中国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采用长征二号丙运载
火箭，成功发射首颗内地与
澳门合作研制的空间科学卫
星“澳门科学一号”。该卫星
作为国际首颗低纬度地磁场
与空间环境的科学探测卫
星、国内地球磁场探测精度
最高的卫星，将显著提高我
国空间磁测技术水平。

该项目由国家航天局与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开
展，探测数据由双方共享，开
辟了内地同澳门在航天等创
新科技领域开展合作的新路
径，拓展了以内地为基础、澳
门为窗口开展空间科学、空
间技术、空间应用广泛合作
交流的新空间，为粤港澳大
湾区区域发展和航天高质量
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澳门科学一号”卫星采
用“A 星+B 星”联合观测模
式，A星搭载高精度矢量磁
强计、标量磁强计等载荷，主
要用于地球磁场探测；B星搭
载高能粒子探测计、太阳X
射线仪等载荷，主要用于获
取太阳辐射、高能粒子等服
务于地磁探测的空间环境数
据。

卫星发射入轨后，可与
欧洲 Swarm 卫星、“张衡一
号”卫星形成良好的互补观
测，实现测量与研究地球低
纬度的磁场与空间环境变
化，监测南大西洋地磁异常
区磁场时空变化等一系列重

要科学目标，为人类长期研
究地磁场的演变提供宝贵的
观测数据，进一步推进中国
在岩石圈磁场、地磁场起源、
空间天气预报、地磁导航、航
天器空间运行安全等领域的
研究进程，实现中国在卫星
高精度测场探测与多参量联
合观测技术领域的跨越式发
展。

“澳门科学一号”卫星项
目鼓励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
和应用，将通过相关数据政
策，促进与国内外科研机构
开展广泛合作，产出更多科
学研究成果，加强人才联合
培养和交流；未来还会持续
推动航天科学研究与澳门青
少年航天科普知识教育工
作。

国家航天局负责卫星工
程组织管理，国家航天局对
地观测与数据中心负责工程
大总体工作，卫星系统由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
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和西北工业大学抓总研制，
科学载荷由澳门科技大学负
责提供，运载火箭系统由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
院抓总研制，地面接收站和
科学数据应用中心由西北工
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分别
负责，西北工业大学为地面
系统总体单位，科学应用系
统由澳门科技大学、内地有
关单位共同开展。本次发射
还搭载了武汉大学珞珈二号
01卫星。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第474次发射。

汪江波 摄

民进党执政七年未解发展困境
台湾舆论指民众期待落空

中新社台北电 民进党当
局领导人蔡英文 20 日召开

“执政七周年”记者会，宣扬政
治、经济、民生乃至于两岸关
系方面绩效。不过，岛内不少
舆论指，台湾未能变好，民众
对改革的期待落空。

《中国时报》当日发表社
论指出，民进党当局执政七年
几乎一事无成，所承诺的美好
政见都落空，所作所为不仅铸
成多方面缺憾，更造成诸多新
病症与后遗症。

文章称，七年来，民进党
基于“台独”理念，否认“九二
共识”，两岸官方交流的政治
基础不复存在，原有的和谐关
系与互信基础全然消失。不
仅如此，为配合美国“以台制
华”战略，民进党当局完全置
台湾民众生命安全于不顾，不

惜编列特别预算，举债向美购
买武器，不断把台湾推向兵凶
战危的边缘。

《联合报》社论也指出，七
年前，民进党重新执政，承担
着民众莫大的改革期待。然
而，如今台湾非但没能变好，
反却面临更多问题：经济发展
前景堪忧，高房价、高物价等
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更在行
政机关大量安插绿营人马，雇
佣水军，钳制舆论，用偏狭价
值撕裂社会。种种劣迹之下，
民进党当局为谋私利而罔顾
民众诉求，党内亦无人进言。
其中最大症结，就是执政理想
丧失。

台湾《经济日报》当日社
论则以《房价居高不下 住宅
政策失灵》为题，批评民进党
当局执政七年来的住宅政策。

文章指出，检视民进党当
局施政成果，在各项未达标政
见中，以房价居高不下致年轻
人不婚不育最受批评。尤其
执政之初提出的所谓“房市三
箭”，被青年团体批为“射垮青
年”，所谓居住正义实在乏善
可陈。文章建议民进党当局
痛切检讨政策盲点，对青年群
体作出起码的交代。

针对执政团队当日自诩
“懂得反省”，台湾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质疑，比反省更重要的

是改进，只有反省而不去改变
是没用的，“对外科医师来讲，
内容比口号重要。”

世新大学兼任副教授桂
宏诚当日在中时新闻网发文
表示，近年来，台湾农产品输
出大陆逐渐受阻，越来越少大
陆学生赴台使原已生源不足
的私立大学更早面临退场危
机，大陆游客大幅减少也导致
观光产业不复繁荣……这些
固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但民
进党当局“以疫谋独”，更企图
由此转移民众关注，使得台湾
民生困境雪上加霜，成为民进
党当局执政七年的最真实写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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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习近平主席中国—中亚峰会
5月 19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陕西省西

安市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峰会上，习
近平主席发表主旨讲话，围绕世界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中亚提出“四点主张”，就建设中国
—中亚命运共同体提出“四个坚持”，着眼中
国同中亚国家合作提出“八点建议”。

这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
完整、集中、系统向国际社会阐述对中亚外交
政策，其中既有世界观，又有方法论，更有一
系列重大务实举措。让我们深入领会习近平
主席主旨讲话的深意。

（一）
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处在联通东西、

贯穿南北的十字路口。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赋予这一地区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百年变局中，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
亚？

“稳定”“繁荣”“和谐”“联通”，习近平主
席就中亚应有的状态提出“四点主张”。

这样的“中亚观”基于对时代发展的深刻
洞察，道出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也折射
出中国同中亚五国携手同行的现实逻辑。

周边是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
中国真诚希望中亚地区能够实现繁荣发展和
长治久安。

故而在个别西方大国将中亚视为地缘政
治博弈“角斗场”，动辄策动“颜色革命”，煽动
民族冲突、宗教纷争时，中国始终做中亚国家
值得信任和倚重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好兄弟，同中亚国家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
舟共济、互利共赢，始终掌握着同中亚五国合
作的成功密码。

而在中亚五国看来，中国已经成为保障
全球安全稳定和促进科技经济发展的关键力
量，同中国合作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
或缺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深化同中国的关系
符合中亚各国人民共同愿望，符合各国根本
和长远利益。

通过元首外交的引领擘画，推动中国同
中亚五国合作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和
中亚国家共同的选择。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深化中国—中亚
合作，是我们这代领导人着眼未来作出的战
略抉择，顺应世界大势，符合人民期盼。”

（二）
去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同中亚五

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上，提出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西安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围绕建设中国
—中亚命运共同体提出“四个坚持”——“坚
持守望相助”“坚持共同发展”“坚持普遍安
全”“坚持世代友好”，倡导携手建设一个守望
相助、团结互信，合作共赢、相互成就，远离冲
突、永沐和平，相知相亲、同心同德的共同体。

中国同中亚五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
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人民互通有无、互

学互鉴，创造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书写了人
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华章。

30多年前，中国率先同中亚国家建交，开
启了双方交往和合作的大门。30多年来，双
方顺应潮流、讲信修睦，在互谅互让基础上彻
底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走出了一条睦
邻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路，成为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的典范。
如今，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中国

同中亚走在国际社会的第一方阵。中国已同
中亚五国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和双
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

在中国—中亚峰会上，六国元首全面回
顾中国同中亚五国友好交往历史，总结各领
域合作经验，展望未来合作方向，其中最重要
的政治成果，就是各方一致同意着眼未来，携
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中亚五国元首同
意，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这
对于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深化中国同
中亚国家全方位务实合作，无疑具有重要意
义。

（三）
中亚是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的首

倡之地。
“将双方关系带入一个崭新时代”，习近

平主席这样评价10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携
手推动丝绸之路全面复兴，倾力打造面向未
来的深度合作所取得的成果。

是双方关系的跨越，更是百姓获得感的
提升——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与中哈
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建成，打开了中亚国家
通向太平洋的大门；“安格连－帕普”铁路隧
道顺利贯通，结束了当地民众出行需要翻山
越岭或绕行他国的历史；中吉乌公路正式通
车，成为跨越高山、畅通无阻的国际运输大动
脉；途经中亚的中欧班列，成为驰骋欧亚大陆
的“钢铁驼队”；中亚朋友深感，“我们紧靠中
国，中国的超级大市场就是我们的大海”……

一项项实打实、沉甸甸的合作成果，契合
“一带一路”建设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目
标，也彰显中国—中亚合作务实高效的特点。

在总结成功经验基础上，习近平主席在
主旨讲话中就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提出“八
点建议”：加强机制建设、拓展经贸关系、深化
互联互通、扩大能源合作、推进绿色创新、提
升发展能力、加强文明对话、维护地区和平。

这些建议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涵盖
了中国—中亚合作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中方
同各方密切配合，将中国—中亚合作规划好、
建设好、发展好的真诚意愿，得到了五国元首
的赞赏和积极回应。

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了包括
《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中国—中亚峰
会成果清单》等在内的7份双多边文件，签署
了100余份各领域合作协议。

推进“鲁班工坊”职业教育发展；逐步有
序增开民用客运、货运航班；推进中国—中亚
铁路运输；增加中国进口中亚农产品种类
……一项项举措落实落细，为的就是让发展
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各国百姓。

当前，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亚五国而言，这将
是各国携手走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的历史
机遇。

“我们愿同中亚国家加强现代化理念和
实践交流，推进发展战略对接，为合作创造更
多机遇，协力推动六国现代化进程。”习近平
主席的话语坚定有力。

5月1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西安市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并发表题为
《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土库曼斯坦
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出席。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主旨讲话的深意

全球自然指数最新榜单发布 中国跃居第一
央视网消息：反映全球高

质量科研产出及合作情况的自
然指数最新一期年度榜单日前
发布。在国家和地区榜单中，
中国在2022年的自然指数贡
献份额首次排名全球第一。

最新榜单显示，2022年全
年，中国自然指数贡献份额以
19373.35位居全球第一，美国
为 17610.47，之后是德国、英
国、日本、法国等。自然指数
由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构“施
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下属

机构编制并定期发布，于2014
年11月首次发布。

它追踪发表在《自然》《科
学》《细胞》等全球82本高质
量自然科学期刊上的科研论
文，根据有关机构、国家或地
区论文的数量和比例等，反映
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及合作
情况。

一国或地区的份额考虑
的是在82本期刊上发表的每
篇论文中来自该国或该地区
作者的百分比，例如一篇完全

由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
会为中国带来1的份额。

近年来，中国的科研产出
大量增加，自然指数贡献份额
激增。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
科学学院教授孙瀚君：自然指
数主要是反映我国在基础研究
领域的水平，最新榜单反映出
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稳步提
升，尤其是在体量方面。大体
量的良好基础有利于高精尖原
始创新成果的孵育，近年来我

国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越来越
多，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就是
一个非常好的证明。

与此同时，也有专家表
示，要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
情、有利于科技发展的长效评
价机制。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
院副院长 王志恒：要探索创
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科技评价
体制，让能为国家解决关键问
题、为社会产生重大效益、为
人民谋福祉的成果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