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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舰首赴南海试训
!艘驱护舰伴随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倪光
辉、胡锴冰） 从海军有关部门获悉：
今天上午，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
舰 !" 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解缆起航
（上图，逄忠平摄），在海军导弹驱逐舰
沈阳舰、石家庄舰和导弹护卫舰烟台
舰、潍坊舰的伴随下赴南海，并将在南
海附近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训练。

据悉，这是辽宁舰入列后，首次
组织跨海区的长时间航行训练和试
验，目的是检验辽宁舰装备性能。

辽宁舰舰长张峥表示，跨海区航
行是试验和训练工作的一个必经阶
段，主要有 #个方面的意义：一是通
过长时间跨海区航行，对装备性能进
行连续工作情况下的考验；二是对部
队训练水平进行考验和锻炼；三是对
不同水文气象条件下的装备性能进行
进一步试验，为后续装备试验和训练
任务打下更加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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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月 "#日电（记者王明浩、庞革平、
谢振华、王云娜） !" 日下午，第二届中越青年联欢
大会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越南国
家主席张晋创分别发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两国
人民感情深厚。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等老一辈领
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同志加兄弟”的中越传
统友谊已经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心中。按照“长期稳
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针
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
神”发展两国关系，实现中越世代友好，符合两国和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中越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两国青年
身上。把中越友好的接力棒接过来、传下去，是中越
两国青年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希望两国青年争当
中越传统友谊的传承者、友好合作的生力军，携手并
肩，共同努力，推动中越友谊之树不断开花结果，为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张晋创在贺信中表示，巩固和培育越中友好关
系，符合两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关系到我们两国青年
的美好未来，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
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
阮善仁出席联欢大会并分别致辞。

联欢大会举行了以“青春、友谊、梦想”为主题
的文艺演出，近万名中越青年载歌载舞，表达了中越
人民期盼世代友好的美好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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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 月 !$ 日，伊朗核谈判取得

重要突破性进展，六国与伊朗达成

第一阶段协议。伊核问题在对话谈

判还是制裁对抗的十字路口前，朝

着政治解决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一步给伊核问题的解决带来

了新希望。虽然第一阶段协议只是

伊核谈判迈出的第一步，但政治解决

的大方向更加明确，伊核问题引爆地

区大规模冲突的战争风险大幅降低，

以伊核谈判为突破口、实现伊朗问题

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在上升。未来，各

方围绕伊核协议执行、相关后续步骤

还将展开新的博弈，但延宕 #%年的

伊核谈判毕竟迎来了转折性的历史

契机，值得国际社会备加珍惜。

这一步给动荡难平的西亚北非

地区形势注入了一针稳定剂。地区

局势变化 &年来，纷繁复杂的地缘、

教派、民族矛盾越来越聚焦到伊朗、

叙利亚、巴以这 & 个相互交织的问

题上来，三大热点形势发展的曲线

图，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区未来的

战与和。继叙化武危机实现软着陆

后，伊核谈判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增强了国际社会政治解决叙问题的

信心，为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召开

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当前，巴

以和谈正在进行之中，地区三大热

点外交谈判同步推进，有利于促进

地区早日恢复和平与稳定。

这一步将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

“利好”。伊朗是能源大国，扼守霍尔

木兹海峡这条重要的能源战略通道，

试图把伊朗从全球能源经济版图上

抹去不仅不现实，也对全球能源供需

维持平衡十分有害。事实上，近年来

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不仅令伊朗经

济每况愈下，也给亚洲、欧洲经济体

的运行带来了负面影响，增加了全球

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第一阶段协议

的达成，保障了伊朗原油出口，有利

于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客观上也

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了“正能量”。

伊核谈判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伊核问题迈

出的这一步还很脆弱，真正实现全面

解决仍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稍有不慎还有可能重新陷入对抗制

裁的恶性循环。但不管怎样，办法总

比困难多，出路总比障碍多。国际社

会只要始终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

把握机遇，保持对话势头，找到最大

公约数，就一定能够推动伊核谈判朝

着有利于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稳定

与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进。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伊核协议的
三个“利好”

! 伍亚飞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尹晓宇、吴月辉） 国
防科工局新闻发言人吴志坚今天在嫦娥三号任务第一次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肩负“落月”重任的嫦娥三号月球探测
器已完成各项研制和试验，运载火箭和探测器已转入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现场，计划 $!月上旬择机发射。

吴志坚说，嫦娥三号任务的
组织实施体系，由工程总体和探
测器、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
信、地面应用五大系统组成。

探测器系统由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负责，主要任务是
研制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嫦
娥三号探测器由着陆器和巡视
器 （俗称月球车） 两器组成。
着陆月面后，在测控系统和地
面应用系统支持下，探测器携

带的有效载荷开展科
学探测。

运载火箭系统由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负
责，主要任务是研制长征
三号乙改进型运载火箭，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
嫦娥三号探测器直接发射
至近地点高度 !%% 公里、远
地点高度约 &'万公里的地月
转移轨道。

一个工程总体 五大技术系统

吴志坚表示，嫦娥三号肩负三大工程目标
和三类科学探测任务。

三大工程目标为突破月球软着陆、月面巡
视勘察、深空测控通信与遥操作、深空探测运
载火箭发射等关键技术，提升航天技术水平；
研制月球软着陆探测器和巡视探测器，建立地
面深空站，获得包括运载火箭、月球探测器、
发射场、深空测控站、地面应用等在内的功能
模块，具备月球软着陆探测的基本能力；建立
月球探测航天工程基本体系，形成重大项目实
施的科学有效的工程方法。

三类科学探测任
务为，月表形貌与地质
构造调查；月表物质成分
和可利用资源调查；地球等
离子体层探测和月基光学天文
观测。
“嫦娥三号任务作为探月工程

二期主任务，是‘绕、落、回’三步
走中的关键一步，对整个探月工程乃
至航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吴志
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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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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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旬择机发射 月球车定名“玉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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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三号是我国航天领域迄今最复
杂、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

由着陆器和巡视器组成的嫦娥三
号，将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器地外天体软
着陆。吴志坚说：“工程实施过程中，
要闯七道‘坎’，包括多窗口、窄宽
度准时发射，月面软着陆，两器分
离，月地间遥操作，月面生存，
测控通信，地面试验验证等。”

探月工程副总指挥李本正
表示：“嫦娥三号任务各个
系统均有大量新技术和新研
产品，其中探测器系统
%&'以上技术和产品为新
研。”李本正说，“针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我们做了 (&& 多个
预案。”

嫦娥三号全球
征名活动共收到有

效提交名称(&%)#个。“我
们组织了由科技专家和文化
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进行了严格
评审，选出了#%个入围名称，提交

新华网进行网上投票评议。最终，
“玉兔号”得票第一。又经过终审
评审，评委投票与公众投票的结
果加权计算，最后经探月工程
重大专项领导小组批准，
我国第一辆月球车命
名为‘玉兔号’。”

第一辆月球车

五万华人起名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熊争艳）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
正声 !" 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会
见了由副主席简·罗亚尔率领
的欧洲社会党代表团。

俞正声说，刚刚结束的第十
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为中欧关
系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欧洲社
会党是欧洲主要政治力量之一，
中国共产党重视发展同欧洲社
会党及成员党的关系，希望双方
共同努力，为促进中欧关系发展
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罗亚尔表示，欧中政党的
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推进欧中
关系的新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月"#日

电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日
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法国经
济和财政部长莫斯科维奇。

张高丽表示，中法经济互
补性强，经贸合作潜力巨大，
希望双方继续发挥各自优势，
提升在核能、航空、航天和财
政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水平，积
极拓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新
能源、医疗卫生、现代农业和
信息化等新领域的合作。

莫斯科维奇表示，法方愿
通过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等机
制，同中方深化宏观经济、财政
金融、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推
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嫦娥三

号月球车示

意图。

新华社发

俞正声

会见欧洲客人

张高丽

会见法国财长

本报布加勒斯特 !! 月 "# 日电

（记者吴乐珺、孙天仁）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当地时间 ("日上午在布加勒
斯特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会晤。会晤由李克强和罗马尼亚总
理蓬塔共同主持。中国与中东欧 $"

国领导人就深化中国—中东欧关系
进行深入讨论，规划未来合作蓝图。

李克强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六点建议：
一是做大做实经贸合作，努力实现 )

年内贸易额再翻一番。探讨签署产业
投资框架协议，发挥好大项目合作的
带动效应，力争多办几件大事。二是
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合作推动中东欧
国家交通设施改造和建设，开辟中国
和欧洲之间陆海联动的运输通道。鼓
励企业在铁路沿线和港口附近建设
保税区和物资分拨中心，打造中欧物
流“新动脉”。三是大力加强绿色合
作。中国政府支持本国企业积极参与
中东欧国家核电等电力项目建设，希
望相关国家改善投资环境。四是积极
拓展融资渠道。用好用实“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 $&& 亿美元专项贷

款”。中方愿与相关中东欧国家互设
金融分支机构、签署本币互换和结算
协议，加强金融合作。五是深挖地方
合作潜力。发挥好中国—中东欧国
家地方交流短、平、快的优势，推动双
方合作更加顺畅有效。六是丰富人
文交流活动。定期举办中国—中东欧
国家文化合作论坛、教育政策对话和
青年政治家论坛，加强智库、媒体交
流。中国愿与各国一道采取相应措
施，为赴对方国家旅游、工作的公民
提供签证等便利。

与会的中东欧国家领导人积极
评价中东欧国家—中国合作成果，热
烈欢迎李克强提出的双方合作战略
框架，认为这进一步明确了双方合作
发展的大方向，表示双方合作具有战
略意义。中东欧国家愿与中方一道，
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积极的姿态
推进经贸、投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能源、金融、环保等领域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为中欧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会晤后，中国与中东欧 $"国共
同发表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
加勒斯特纲要》。

李克强出席中国—中东欧峰会
提出深化中国—中东欧合作战略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