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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
人張曉剛11日就荷蘭海軍艦載直升機挑釁答記者問。
有記者問，荷蘭國防部網站近日刊文稱，兩架中國戰

鬥機和一架中國直升機在東海國際空域接近荷蘭海軍
「特羅姆普」號護衛艦艦載直升機，造成不安全局勢。
該艦當時正在執行聯合國安理會對朝鮮制裁決議監督任
務。請問對此有何評論？
張曉剛說，荷方所言顛倒黑白，其侵權行徑欲蓋彌
彰。6月7日，荷海軍「特羅姆普」號護衛艦艦載直升

機位上海以東侵權挑釁，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採取
語音警告、起飛戰機等方式予以外逼驅離，完全合法合
理，全程專業規範，製造不安全的恰恰是荷方而不是中
方。荷方謊稱執行聯合國任務，在他國管轄的海空域炫
耀武力，製造緊張局面，損害兩國友好關係。荷方有關
言行性質惡劣，我們對此表示強烈不滿，並已向其提出
嚴正交涉。我們正告荷方嚴格約束海空兵力行動，侵權
挑釁必遭中方堅決反制。中國軍隊始終保持高度戒備，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海洋權益。

中方警告驅離侵權挑釁的荷蘭艦載機合法合理

李強明出訪新西蘭澳洲馬來西亞

習近平：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業
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強調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6月11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

通過了《關於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關於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和糧

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的指導意見》、《關於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的若

干意見》等文件。

習近平在主持會議時強調，完善中國特色現代
企業制度，必須着眼於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優勢，加強黨的領導，完善公司治理，推動
企業建立健全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
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業。
穩定糧食生產，確保糧食安全，必須保護和調動農
民種糧和地方抓糧積極性，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
機制和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提高政策精準
性、實效性，夯實糧食安全根基。要堅持以開放促
創新，健全科技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完善面向全球
的創新體系，主動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突出重點領
域和關鍵環節，補齊開放創新制度短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
副主任李強、王滬寧、蔡奇出席會議。

要尊重企業經營主體地位
會議指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要尊重
企業經營主體地位，堅持問題導向，根據企業規
模、發展階段、所有制性質等，分類施策、加強引
導。要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全面領導，完善黨領導
國有企業的制度機制，推動國有企業嚴格落實責

任，完善國有企業現代公司治理，加強對國有資本
監督管理。要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
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結構、規範股東行為、強化內
部監督、健全風險防範機制，注重發揮黨建引領作
用，提升內部管理水平。

創新糧食經營增效方式
會議強調，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和糧食主
產區利益補償機制，要把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放
在更加突出位置，完善價格、補貼、保險等政策體
系，創新糧食經營增效方式，健全糧食主產區獎補
激勵制度，探索產銷區多渠道利益補償辦法，健全
糧食生產支持保護體系。要在建立省際橫向利益補
償機制上邁出實質性步伐，推動糧食主產區、主銷
區、產銷平衡區落實好保障糧食安全的共同責任。
要統籌支持小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強政策
扶持、服務引導、利益聯結，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
業發展有機銜接。

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
會議指出，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

放環境，要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
合，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努力構建合作共贏
的夥伴關係，前瞻謀劃和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
理。要加強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瞄準科研人
員的現實關切，着力解決突出問題，確保人才

引進來、留得住、用得好。要不斷健全科技安全
制度和風險防範機制，在開放環境中築牢安全底
線。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中央和

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列席會議。

◆習近平強調，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必須眼於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加強黨的領導，
完善公司治理，推動企業建立健全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培育更多世
界一流企業。圖為4月25日在位於重慶市兩江新區的賽力斯汽車超級工廠，工作人員在總裝車間生產線上作
業。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應新西蘭總理拉克森、澳
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和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邀請，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強將於6月13日至20日對新西蘭、澳洲和馬來西亞進
行正式訪問。訪澳期間，李強總理將同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
舉行第九輪中澳總理年度會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11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介紹了相關情況。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對新西蘭、澳洲成功進行國事訪問10

周年和中新、中澳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10周年，也是中國
和馬來西亞建交50周年暨『中馬友好年』。」林劍說。

推動中新關係繼續健康穩定發展
林劍介紹，中國和新西蘭互為重要合作夥伴。建交以來，
兩國關係保持健康穩定發展，創造了諸多「第一」，各領域
合作給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巨大福祉。訪新期間，李強總理
將同新西蘭總督基羅、新西蘭總理拉克森等會見、會談，就
中新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中方希
望通過此訪，加強溝通，增進互信，深化合作，鞏固友誼，
推動中新關係繼續健康穩定發展，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舉行第九輪中澳總理年度會晤
他介紹，中國和澳洲都是亞太地區重要國家，經濟高度互

補，合作前景廣闊。鞏固和維護中澳關係發展勢頭是兩國人
民的共同期待。訪澳期間，李強總理將同阿爾巴尼斯總理舉
行第九輪中澳總理年度會晤，並同澳各界人士廣泛接觸，就
中澳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兩國總理
還將共同出席中澳工商界首席執行官圓桌會。中方願以此訪
為契機，同澳方一道，加強高層交往，增進理解互信，深化
務實合作，共同構建更加成熟穩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
面戰略夥伴關係。

出席中馬建交50周年慶祝活動
林劍介紹，中國和馬來西亞是隔海相望的傳統友好鄰邦。
建交半個世紀以來，中馬關係一直保持良好發展勢頭，戰略
互信不斷深化，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成果豐碩，人文交
流日益密切。中馬同為亞洲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積極
倡導和平、合作、包容、融合的亞洲價值觀，為地區和平繁
榮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訪馬期間，李強總理將同馬來西亞
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總理安瓦爾等會見、會談，並同安瓦爾
總理共同出席中馬建交50周年慶祝活動。中方期待以此訪為
契機，同馬方弘揚傳統友誼，深化拓展各領域合作，推動中
馬命運共同體建設走深走實，攜手開創中馬關係更加輝煌的
下一個50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國官員指責中國快
速擴張核武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11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美方不過是為自己擴張核武庫、謀求壓倒性戰略
優勢尋找藉口。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6月7日，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
會防擴散事務高級主任普拉奈．瓦迪在美軍控協會年度論壇
上發表講話，指責中國快速擴張核武庫，聲稱為應對中俄等
對手挑戰，美將採取更具競爭性的核戰略，在未來幾年可能
需部署更多核武器。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中國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林劍表示，中方反對美方有關言論。美方近年來不斷翻
炒所謂的「中國核威脅」論，不過是為自己擴張核武庫、
謀求壓倒性戰略優勢尋找藉口。中國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
器政策，始終將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從不參加任何形式的核軍備競賽，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
脅。
林劍說，我們奉勸美方，作為擁有最大、最先進核武庫的
國家，美方應切實履行特殊、優先責任，進一步大幅、實質
削減核武庫，而不是向其他國家轉嫁責任，甚至威脅要部署
更多核武器。

中俄正常經貿不受第三方破壞干擾
另有記者提問，七國集團計劃在即將於意大利舉行的峰會
上，共同警告中國小型金融機構與俄羅斯之間的資金往來。
外交部對此有何評論？
林劍指出，我們已經多次就有關問題闡明立場。中方從不
接受任何非法單邊制裁，中俄之間的正常經貿合作不受任何
第三方的破壞干擾。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維護中
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外交部：美方為自己擴張核武庫找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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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次經歷，

年輕人可以學習不同

的文化。」在北京故

宮乾清門的一處陰涼

下，來自美國艾奧瓦州得梅因中

心高中的教師蘇萊瑪（Suleyma

Margot Reyes）與記者聊起這次

她和同學們的中國之行，「而且

能認識到，其實中美年輕人並沒

有那麼不同」。

11日上午，美國艾奧瓦州中學

生「友誼傳承」研學團的師生們

來到故宮博物院參觀研學。此

前，他們已經同石家莊外國語學

校的師生們共度四日時光。歷經

600 餘年滄桑歲月的紫禁城又為

艾奧瓦州師生們的這次「奇妙之

旅」增添了一份美好回憶。

「你真的可以看到中國古人們

在建築中融入的那些細節。」在

太 和 殿 前 ， 美 國 學 生 凱 （Kai

Lane Zeng-Smith）望着屋檐上的

脊獸對記者說，歷史與文化蘊含

在宮殿的一磚一瓦之中，難以想

像古人需要多大的工程量才能完

成這些建築工作。

欄杆上的每一道細紋、地磚上

的每一處坑窪，背後似乎都有段

值得講述的歷史，這也是蘇萊瑪

不想錯過任何一個細節的原因。

「每一處細節都是有意義的。」

從午門到乾清門，她一直在用手

機拍照。「這是我第一次來這

裏，想捕捉所有的瞬間。」她也

很喜歡故宮博物院裏售賣的文創

雪糕，熊貓在竹林間嬉戲的造型

很是喜人，「當然我也（給雪

糕）拍照了」。

艾瑞上過中文課。她告訴記者，

這次研學了解到許多中國的歷史文

化，也是一次鍛煉中文的良機。凱

的母親來自北京，父親是美國人。

這次來京研學，讓他有一種「回

家」的感覺。「在學到這麼多中國

文化後，我感覺自己的認識被刷新

了。這次中國之行也看到了許多新

的東西，體驗了一些媽媽沒有告訴

過我的事物。」

無論是來華後的第一站——

「摩登都市」上海，還是從石家

莊到北京的高速鐵路，抑或是在

故宮博物院購物時使用的掃碼支

付，對於這些美國師生來說，此

次來華研學不只是文化歷史之

旅，也是一次對現代化中國的體

驗之旅。有着一頭棕髮的學生尤

薇婭（Yuvia Crystal Lechuga）笑

着說：「我都不想走了。」

對這些美國青年來說，此次文

化交流也是與中國的同齡人相識

相知的過程。連日來，研學團的

學生們與石家莊外國語學校的學

生一對一「結對子」，在交流中

相互了解。

校長：國家之間良好溝通能帶來和平發展
「如果有機會，我肯定會帶更

多的美國學生來中國看看。」艾

奧瓦州得梅因中心高中校長傑西

卡（Jessica Irene Gogerty）說，國

家之間的良好溝通能夠帶來和平

與發展。也正因此，年輕人之間

的交流十分重要，這是他們成為

朋友的方式，開始了解彼此並促

進相互理解，即使存在差異，我

們之間也有着如此多的共同點。

蘇萊瑪說，青年是世界的未

來，在青年之間建立聯繫、保持

友誼，就是在塑造未來的世界。

在像「友誼傳承」研學這樣的跨

國研學經歷中，年輕人不僅可以

學習不同的文化，而且能認識到，

其實中美年輕人並沒有那麼不同。

「有了這樣的經歷，孩子們就會敞

開心扉，就會知道我們都是在為同

樣的目標而努力。」 ◆中新社

特稿

◆6月11日，美國艾奧瓦州中學生「友誼傳承」研學團師生在北京遊覽故宮。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