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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痛击缅北“诈骗集团”家族

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再出发

■ 徐皇冠 韩禹 文龙杰

汉服美汉服美
■苏飞云

■廖省：林越

近 两 年 来 ，不 少 两 岸 三
地的华人及东南亚各国的年
轻人，被高薪所诱到柬泰边
界、缅北地区工作，深陷“黄
赌毒”及电信诈骗的陷阱，被
毒打勒索、剥削转卖甚至摘
除器官、毁尸灭迹。还记得
那些缅北受害人的描绘：“我
们吃狗剩下来的食物。”“用
螺丝拧进我的脑袋里。”“那
边就是地狱。”无数年轻的冤
魂，牵动了广大亚洲国家人
民的心弦。

其 实 早 在 2019 年 ，中 国
河南警方就已关注赵某的诈
骗集团，由于案犯在境外，没
留下有效证据，警方无法贸
然行动。暗中调查一年后，
警方才掌握赵某诈骗集团及
其核心成员的不少信息。绰
号“缅北之王”的赵某，在缅
北建立庞大的诈骗体系，无
数家庭被诈骗而支离破碎。
掌握证据后，中国警方联系
了缅甸政府，双方决定进行
抓捕。在锁定赵某诈骗集团
所 在 位 置 后 ，双 方 在 今 年 3
月份成功将赵某以及诈骗集
团的核心成员一网打尽。

今年 10 月初，中国云南
公安局与缅甸执法部门开展
边境执法合作，抓获 2349 名
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并移交
中方。截至 16 日，在云南公
安不懈努力下，有 4666 名缅
北诈骗嫌犯移交中方，包括
网 上 在 逃 人 员 205 名 。 自 8
月以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已明显下降。

香港《南华早报》11 月 12
日报道，中国浙江温州市公
安机关对缅北果敢自治区政
治人物明学昌及其 3 名成年
子女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
发出逮捕令。该犯罪集团长
期开设诈骗窝点，实施针对
中国公民的电信网络诈骗，
数额巨大，在公安高压严惩
下仍不收敛，继续大肆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涉嫌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
种冷酷暴力犯罪。

公安机关敦促四人主动
投 案 自 首 ，争 取 宽 大 处 理 。

希望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积
极举报，协助抓捕犯罪嫌疑
人；对提供有效线索和协助
抓捕的人员，将给予 10 万至
50 万元奖励。

回 顾 2009 年 ，多 年 来 亲
中的“果敢王”彭家声因缅甸
军政府策反其手下叛变而被
推翻，颠沛流离。果敢地区
被叛将白、魏、刘所控制，号
称四大家族，“黄赌毒骗”无
恶不作。最近，彭家声之子
彭德仁率领多年卧薪尝胆的
果敢同盟军出山，清剿“四大
家族”的诈骗据点，并与诈骗
集 团 幕 后 保 护 伞 的 缅 军 激
战，解救了数以千计被绑架、
挟持的人质。

11 月 18 日，果敢同盟军
向在老街的所有外籍人员发
布最后通牒，要求务必尽快
回 国 ，以 免 造 成 不 必 要 伤
亡。目前老街外围已被同盟
军包围，同盟军前锋距离城
区仅十分钟车程。同盟军重
兵合围，总攻在即，而白所成
政权仍在负隅顽抗，但收效
甚微。21 日，同盟军与缅政
府军在果敢中部、北部继续
激战，同盟军已攻克敏昂莱
政权 160 多个据点。

《亚洲周刊》登载宋天啟
《三万电诈嫌犯交中国 明
学昌自杀白所成被围》评论：

“在中国政府对果敢明学昌
家族进行通缉后不久，明学
昌暴毙，而其二子明国平、女
儿明菊兰、孙女明珍珍均被
移交至中方。明学昌死亡的
照片与视频在网络上传播，
其面部无伤，疑似后脑勺有
枪眼，但是目前无法确认其
死亡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吞枪
自尽还是被人打死。”

缅甸军政府发言人佐敏
吞称，果敢自治区警方于 11
月 16 日在老街市逮捕四名明
家成员，69 岁的“网络诈骗团
伙策划者”明学昌被捕时开
枪自杀，其尸体与其他家庭
成 员 于 17 日 移 交 给 中 国 警
方。截至 11 月 21 日，缅甸政
府已向中国移交了 3 万名以
上的嫌犯。

同盟军发布通告后，與
明学昌家族合作的福建人傅

文斌已被中方控制。福建省
龙岩市政府和公安局于 18 日
联合发出紧急通告，请有滞
留在缅北地区人员的家属和
关 系 人 立 即 向 所 在 社 区 报
备；同时设法和滞留境外的
家人取得联系，敦促立即回
国以保生命安全。

泰国外交部宣称，有 266
名泰国人、部分菲律宾人和
新 加 坡 人 将 被 允 许 进 入 中
国，然后从中国昆明市乘坐
两架包机飞往曼谷。

中国外交部表示，近期有
部分国家向中方请求协助，从
人道主义出发，中方让其在缅
北的公民取道中国撤离缅甸
避战。获得国际的称道。

同盟军的主力从南向北
推进，对老街的缅政府军据
点 步 步 进 逼 ，形 成 军 事 压
力。而缅甸全境几乎全部燃
起了战火。第 17 届东盟防长
会议及第十届东盟加八防长
会议后发布《雅加达联合宣
言》。在缅甸代表缺席的背
景下，关注自 2021 年 2 月军
人夺权后陷入混乱的缅甸局
势。呼吁落实缅甸与东盟的

“五点共识”，敦促各方停止
暴力，避免局势恶化。

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
下 ，缅 甸 政 府 里 的 个 别“ 军
头”不得不拆除了对缅北“四
大家族”及诈骗集团的保护
伞 。 而 果 敢 同 盟 军 以 剿 灭

“四大家族”及诈骗集团而打
出了声势，戳穿了缅甸军政
府“自私自大”的软肋，得到
了缅北民众的拥护及不少国
际社会的支持。

从亚洲各国及地区的新
闻报道可以看到，那些一生
储蓄被诈骗的退休老人，那
些 学 费 及 资 金 被 套 的 年 轻
人，那些经不起折磨而诱骗
家人亲友的被绑人质，那些
尸沉大海、埋骨荒野的无数
冤魂……中国警方对诈骗集
团的“痛击”，于情于理都得
到国际社会的赞许！

把舵中美关系大方向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新华社记者许苏培
飞 越 太 平 洋 ，赴 约 旧 金

山，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与美
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百年
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上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何去何从，牵动全
球目光。此次具有战略意义
和深远影响的访问，为中美关
系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拓展
合作，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
确定性、提升稳定性，彰显了
大国领袖在重大历史关头为
人类和平发展尽责担当的气
魄与胸怀。

此次历史关头的重大访
问，是习近平主席时隔 6 年再
次访美，也是两国元首自去年
11 月巴厘岛会晤以来再次面
对面会晤。在坦诚和相互尊
重的气氛里，两国元首就事关
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
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
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
入地交换了意见，为实现中美
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
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
此次访问为中美关系这艘巨
轮从旧金山再出发指明方向、
规划航线、开辟愿景、增添动
力。

此次历史关头的重大访
问，为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指明
方向，也再次证明合作是中美
唯一正确的选择。习近平主
席深刻指出，中美两个大国不
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
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
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中美
是选择加强团结合作，还是挑
动阵营对抗，将决定人类前途
和地球未来。过去一年来，中
美关系跌宕起伏，从巴厘岛抵
达旧金山，殊为不易。如何从
旧金山再出发？习近平主席
讲得透彻：“首先要回答的是，

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
这是一个根本的、也是管总的
问题。”如果把对方视为最主
要竞争对手、最重大地缘政治
挑战和步步紧逼的威胁，必然
导致错误的政策、采取错误的
行动、产生错误的结果。美国
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
斯·库恩指出，美中双边关系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有赖于稳
定、强大、具有前瞻性、互利共
赢的美中关系”。

此次历史关头的重大访
问，为中美关系再出发规划航
线，为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注入新动力。历史文化、社会
制度、发展道路不同的两个大
国相处，需要基于大的原则性
共识。有了原则，才有方向；
有了方向，才能妥处分歧、拓
展合作。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中方提出双方应该坚持相互
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共
同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
向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
能相撞。中美元首会晤期间，
习近平主席指出，只要双方坚
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
共赢，完全可以超越分歧，找
到 两 个 大 国 正 确 相 处 之 道 。
这三项原则既是从半个世纪
来中美关系提炼的重要经验，
也是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带
来的深刻启示，应该成为中美
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两国
的差异过去有，现在有，今后
还会有，但这不能妨碍中美求
同 存 异 、开 展 合 作 。 合 则 两
利，斗则俱伤，这是中美打交
道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此次历史关头的重大访
问，确立了“五个共同”的努力
方向，为中美关系破浪前行开
辟了新愿景。习近平主席指
出，这次旧金山会晤，双方应
设立新的愿景：一是共同树立

正确认知；二是共同有效管控
分 歧 ；三 是 共 同 推 进 互 利 合
作；四是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五是共同促进人文交流。这

“五个共同”为中美关系浇筑
了五根支柱，开辟了面向未来
的“旧金山愿景”。美国密歇
根中国创新中心前顾问汤姆·
沃特金斯高度认同习近平主
席的重要论述，认为“‘五个共
同’构成支撑美中关系的坚实
基础，将推动两国加强合作，
为两国人民和全人类共创美
好未来”。

此次历史关头的重大访
问，推动中美在多个领域拓展
合作取得新成果，为两国关系
重返正轨积蓄了新动能。经
过双方共同努力，此次会晤在
政治外交、人文交流、全球治
理、军事安全等领域达成 20 多
项重要共识。两国元首同意，
双方团队继续保持高层互动
和互访，跟进落实旧金山会晤
后续。这些重要共识和成果
进一步说明，中美之间有着广
泛共同利益，也进一步印证了
互利共赢是中美关系的本质
特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具
有高度互补性，在经贸、能源、
科技、教育、人文等诸多领域，
都存在广泛合作空间，在恢复
经济、应对气变、解决地区热
点等全球性议题上承担着重
大责任。过去，中美曾携手打
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
阻击埃博拉病毒、引领达成气
候变化《巴黎协定》，合作办成
了一件件造福世界的大事好
事。未来，中美互利合作的动
力依然强劲，基础依然深厚，
空间依然广阔。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
美更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展现
大国格局、拿出大国担当、发
挥大国作用。巴厘岛会晤时，

习近平主席就强调应从把握
世界大势的高度看待和处理
中美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
晤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导航定
向，形成了面向未来的“旧金
山愿景”。中美应以旧金山为
新起点，本着对历史、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推动两国
关系持续改善发展，为全球和
平与发展作出贡献，这符合两
国人民利益愿望，也符合世界
期待。

汇聚中美人民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新华社记者郑汉根
“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

民浇筑的”“中美关系的大门
是由人民打开的”“中美关系
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中
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
的”。在美国旧金山之行中，
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美国友
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
并发表重要演讲，60 多次提到

“人民”这个词，深刻阐述中美
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对中美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意
义，深情期盼不断汇聚中美两
国人民力量，持续推进中美友
好事业。

回望历史，中美两国人民
的 交 往 源 远 流 长 。 200 多 年
前，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跨
洋 过 海 首 航 中 国 。 150 多 年
前，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同美
国人民一起，铺设了横贯东西
的美国太平洋铁路。二战期
间中美两国人民用血与火锻
造了“飞虎队情谊”；50 多年
前，中美运动员用“乒乓外交”
拉开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
历史序幕；“鼓岭之友”延续了
百年友谊佳话；费城交响乐团
续写了跨越 50 年的音乐新篇
……长期以来，中美人民之间
的友好往来为促进中美关系
发挥着独特的积极作用，成为

中美关系发展的“粘合剂”。
过去 50 年，中美关系发展虽历
经风雨，但中美民间的友好交
往从未中断。正是中美人民
的双向奔赴，让中美关系一次
次从低谷重回正道。

“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
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
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来
共同完成。中美友好就是这
样一项伟大事业。”长期以来，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并积极
推动中美民间交往。他深刻
指出，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
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活
力在地方。在京会见美国各
界人士，向“鼓岭缘”中美民间
友好论坛等活动致贺信，复信
美国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
生交流协会”，在旧金山同他
首次访美时的老房东、延续了
40 年友谊的艾奥瓦州友人等
友好人士代表亲切会面、共忆
往事……习近平主席以真诚
与真情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
好往来，赢得两国各界友好人
士的深切认同。美国飞虎队
家族后人、鼓岭历史文化研究
者穆言灵感慨地说：“习主席
与 我 们 都 是 民 间 友 谊 的 积
极 推 动 者 ，特 别 感 谢 习 主 席
提 升 了 中 美 两 国 人 民 之 间
友 谊 的 重 要 性 ，这 份 友 谊 关
乎未来。”

在中方积极推动和双方
共同努力下，进一步畅通和持
续推进中美人文交流成为中
美元首会晤的重要主题。

去年 11 月举行的巴厘岛
会晤中，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
识，“同意中美人文交流十分
重要，鼓励扩大两国各领域人
员交往”。在刚刚结束的旧金
山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中
美要共同促进人文交流，鼓励
和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沟
通，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夯实

基础。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
识 ，将 推 出 更 多 便 利 人 员 往
来、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包
括增加中美客运直航航班，举
办中美旅游高层对话，优化签
证申请流程等。为扩大中美
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
交流，中方表示未来 5 年愿邀
请 5 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
学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美大部主任沈昕表示，将从
民间、地方、青年等不同层面
积极规划下一阶段工作，为中
美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和暖意。

事实表明，中美关系发展
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两国
虽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
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都善
良 友 好 、勤 劳 务 实 。 自 古 以
来，中国人民珍视友情，重视
交友之道，崇尚朋友之间“以
诚相待”“以心相交”，主张与
人交往“久而敬之”。中方高
度重视并一贯支持鼓励中美
民间交往，中美人民之间的友
谊也必然随着岁月积淀更加
深入人心。
飞虎队老兵梅尔文·麦克马伦
说：“在战争年代我们并肩作
战，在和平年代，我们也要做
永远的伙伴。”“美中青少年学
生交流协会”创会会长庄汉杰
表示，两国人民珍视彼此的友
谊，心灵互通可以跨越任何障
碍，美中民间友好“如参天大
树，不惧风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
美关系的大门一旦打开，就不
会再被关上。不论形势如何
变化，中美人民交流合作的根
本愿望不会变，中美关系走向
光 明 的 未 来 也 必 然 依 靠 人
民。由衷期待两国人民多走
动、多来往、多交流，不断续写
新时代两国人民更多更美好
的友谊新篇。

中 新 社 上 海 11 月 24 日
电 11 月 24 日 ，世 界 中 国
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中国上
海开幕，400 余位来自全球
的专家学者齐聚黄浦江滨，
共 话 全 球 视 野 下 的 中 华 文
明 与 中 国 道 路 。 中 国 国 家
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希望各
国 专 家 学 者 当 融 通 中 外 文
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
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
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
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分析人士指出，百年变
局下，标举世界中国学这一
范式意义深远。

作 为 一 门 以 中 国 为 研
究对象的学问，世界中国学
渊 源 有 自 。 13 世 纪 ，意 大
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踏上发
现东方之旅，其游记成西方
研 究 中 国 的 重 要 源 头 ；嗣
后 ，从 利 玛 窦 访 问 中 国 到
1814 年 法 兰 西 学 院 设 置 汉
学教席，数百年间，世界对
中国研究热度不减，形成了
主 要 研 究 传 统 中 国 古 典 文
化 的 欧 陆 汉 学 范 式 ；20 世
纪中叶，美国学者开始引入
社 会 科 学 方 法 分 析 现 当 代
中国，此种实用取向的中国
学范式也一度成为主流。

从学术史来看，中国学
研究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
国家，从法国、德国、英国、
荷兰到后起的美国，几乎是
18 世纪以来世界强国的罗
列，其强势学术话语往往形
成裹挟甚至碾压之势；东南
亚、南亚、拉美、东欧、非洲
等 地 的 独 特 研 究 视 角 和 丰

富学术矿藏，成为被忽视的
“非主流”；而作为中国学研
究的核心，中国则成为被客
体 化 的 主 体 而 长 久 缺 场 。

“各说各话”与“单向灌输”，
催生着迷思与歧见，也迟滞
了中国学发展脚步。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
马 斯·库 恩 提 出 ，“ 科 学 革
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
是“范式转换”。王国维在
其《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提
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 骚 、汉 赋 、六 代 骈 语 、唐
诗、宋词、元曲之迭代，就可
被视为范式的转换。

范 式 转 换 源 于 历 史 条
件 与 客 观 条 件 的 转 换 。 正
如马克思强调的那样，“人
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
是 他 们 并 不 是 随 心 所 欲 地
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
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
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今天，世界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民正走
在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征
程 上 。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亚
洲 研 究 院 卓 越 院 士 马 凯 硕
指出，当今全球最重要的任
务 之 一 是 促 进 对 中 国 的 更
深入了解；哥廷根大学东方
文 学 与 文 化 荣 休 教 授 施 寒
微说，欧洲人今天应当向中
国学习，就像中国向欧洲学
习一样；埃塞俄比亚前总理
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指
出，非洲的中国研究正在发
展壮大；韩国延世大学荣誉
教授白永瑞认为，包括中国
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中国学，
在 今 天 需 要 更 多 相 互 借 鉴
与参照。

中 国 在 变 ，世 界 在 变 ，
中 国 学 的 范 式 自 然 而 然 也
在变。2004 年，世界中国学
在 首 届 世 界 中 国 学 论 坛 上
被提出，它倡导在掌握世界
范 围 内 中 国 研 究 动 态 并 对
其进行再研究的基础上，推
动 世 界 范 围 内 的 中 国 研 究
的交流对话，成为中国研究
的一种新范式。

中 国 学 是 历 史 中 国 之
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世
界中国学从历史中走来，萃
取传统中国研究的精髓，广
泛 吸 收 世 界 各 地 的 优 秀 成
果，重申中国的主体位置，
呼唤文明交流互鉴，让中国
学研究成为你中有我、我中
有 你 的 学 术 交 流 、文 明 互
鉴、文化融合的平台。

世 界 中 国 学 注 重 历 史
与当下的会通，由当代中国
溯至历史中国，再从历史源
头 和 文 化 根 基 理 解 和 辨 识
当代中国；注重以中国研究
为纽带，促进来自中国、欧
美 、亚 洲 、非 洲 、拉 美 等 不
同 地 域 的 研 究 主 体 进 行 对
话与交流；更注重中国研究
的世界意义，推动文明交流
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
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从 马 可·波 罗 的 游 记 、
欧陆汉学、美式中国学再到
今天的世界中国学，从“独
白”“对讲”迈向“共话”，在
世界文明交流史的视域下，
提 振 和 标 举 世 界 中 国 学 这
一范式，正是当今世界“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
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
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
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绝佳写
照。

世界中国学为何适逢其时世界中国学为何适逢其时？？

那份美
穿越了千年
宽衣博带，华服霓裳
玲珑少年
惊艳了岁月
惊艳了历史

那份爱
呼唤了千年

长袖善舞，婀娜飘逸
飞天少女
惊艳了众生
惊艳了云天

甩一甩长长的水袖

是潇洒是浪漫是传奇
舞一舞圆圆的宫扇
是历史是文化是传承

汉服美
美了你我美了大家
汉服美
美了祖国美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