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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條國產中低速磁浮快線試行
全球同類最長線路 低噪音低成本 最高時速100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5日視察解放軍報報社時
強調，要緊跟強國強軍進程，弘揚改革創新精
神，堅持軍報姓黨、堅持強軍為本、堅持創新為
要，努力使解放軍報政治上更強、傳播上更強、
影響力上更強，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提供有力思
想輿論支持。

堅持軍報姓黨強軍為本
據中新社報道，在聽取解放軍報報社工作情況

匯報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強調，新形勢下辦好解放軍報，必須堅

持軍報姓黨。解放軍報是黨領導和掌握、直接為
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服務的，必須在恪守黨性原則
上堅持最高標準、最嚴要求。要毫不動搖堅持黨

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始終不渝從思想上政治上行
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高度自覺維護黨中
央和中央軍委權威，堅定不移傳播黨中央和中央
軍委聲音。要宣傳好中央軍委重大決策部署，為
打牢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積極作為。要強化
政治意識、政權意識、陣地意識，勇於舉旗幟、
打頭陣、當先鋒，當好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生力
軍。
習近平指出，新形勢下辦好解放軍報，必須堅

持強軍為本。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已經全面實施
展開，軍隊宣傳工作要緊貼改革進程和官兵思想
實際，把實施改革強軍戰略豐富內涵和重大意義
講清楚，把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策部署講清楚，
把事關官兵切身利益的改革舉措講清楚，把改革
中湧現的先進典型和感人事跡宣傳好，引導官兵

擁護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為深化國防和
軍隊改革營造良好輿論環境。

深入論證軍隊媒體改革
習近平強調，新形勢下辦好解放軍報，必須堅

持創新為要。要順應互聯網發展大勢，勇於創
新、勇於變革，利用互聯網特點和優勢，推進理
念、內容、手段、體制機制等全方位創新，努力
實現軍事媒體創新發展。要研究把握現代新聞傳
播規律和新興媒體發展規律，強化互聯網思維和
一體化發展理念，推動各種媒介資源、生產要素
有效整合，推動信息內容、技術應用、平台終
端、人才隊伍共享融通。要深入研究論證軍隊新
聞媒體改革問題，努力構建適合國情軍情、符合
時代發展要求的現代軍事傳播體系。

習近平視察解放軍報 促軍事媒體創新發展

■習近平25日視察解放軍報報社。 新華社

據悉，線路於2014年5月16日開工建設，起於長
沙火車南站東廣場北側，依次設置長沙火車南站、

榔梨站、黃花機場站，全長約18.55公里，超過日本
的8.9公里和韓國的6.1公里。列車設計最高時速100
公里，全程約需10多分鐘，最大載客量為363人。

有望3個月後正式載客
湖南磁浮公司董事長彭旭峰稱，「根據相關規定

試運行至少3個月後，磁浮快線才會對外開通載
客。目前站內票務系統也已到位，但票價還未確
定，屆時會向市民徵詢意見。」
記者搭乘首班列車進行體驗，整個運行過程平穩，
放置的水杯不倒，杯中水面波動較小，用分貝檢測裝
置測量數值大約為62分貝，等同人正常說話聲響。
中車研製磁浮的首席專家彭奇彪稱，快線列車利
用「同極相斥、異極相吸」的電磁原理，每節車底
部安裝20組電磁鐵及懸浮穩定器，與軌道間保持8
毫米穩定間距，以電磁力支撐離車並推動前行。
他還表示，磁浮列車最小轉彎半徑只有50米，僅
為地鐵的二分之一，非常適合在市區內建築間穿
行。該型交通系統總成本約為每公里人民幣2億
元—2.5億元，遠遠低於地鐵交通系統的總成本。而
車外按照1米、3米、5米的距離，輻射值分別比日

常使用的電磁爐、微波爐、電動剃鬚刀還要小，而
到了10米距離，其輻射量完全淹沒在環境背景中難
以檢測。

國產化率達九成以上
「列車國產化率達到90%以上，從部件到系統完

全自主研發。」中國中車株機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周清和介紹，此次投入試運行的中低速磁浮列車，
由中國中車株機公司聯合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
限公司、中車株洲電機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學、
國防科技大學、國家磁浮中心等單位，依托近10年
的技術積澱基礎，歷時一年多系統集成。
中國工程院院士劉友梅表示，長沙中低速磁浮工
程列車的成功研製，使得我國軌道交通產業主機企
業及其產業鏈，攻克了中低速磁浮列車系統集成技
術，研製了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懸浮系統、適應
1,860毫米軌距的懸浮架以及高可靠性的整車電氣系
統。這也填補了中國中低速磁浮自主知識產權的工
程化和產業化運用領域的空白，在世界中低速磁懸
浮列車技術領域居於一流水平，使中國成為繼德
國、日本、韓國後，世界上第4個掌握該項技術的
國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效益、顯著的推廣和示
範效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 湖南報道）中國首條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中低速

磁浮商業運營示範線—長沙磁浮快線昨日開通試運行。這也是目前世界上規劃線路最

長的中低速磁浮線路。

■湖南長沙中低速磁浮快線昨日試運行。 新華社

昨日上午 9 時
22分左右，長沙
磁浮快線從長沙
火車南站發出，
23 分 49 秒 後 到
站，路程18.55公
里。中車株機副
總工程師、磁浮
研究所所長彭奇
彪表示，當天列
車的實際運行時
速最低 50 公里/
小時，最高運行
時速最高達80公
里/小時。

參與試運行的乘客都是首次體驗磁浮列車，
大家紛紛反映，磁浮列車運行十分平穩，車廂
內幾乎聽不到噪音，比坐地鐵還要舒服。

有媒體記者將一個裝滿水的一次性塑料水杯
和一支香煙置於車廂地面，列車全速運行及拐
彎時，靜置的水杯的水面晃動很
小。直到車輛在磁浮機場站停穩
時，水不漏，煙不倒。

■《湖南日報》

行車平穩 香煙不倒

■列車運行平穩，豎立的
香煙不倒。 記者董曉楠 攝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
就法國《新觀察家》駐
京記者郭玉的記者證不
再獲准延期一事表示，
法國《新觀察家》駐京
記者郭玉於11月18日
發表報道，公然為恐怖
主義行徑、為殘忍殺害
無辜平民行徑張目，引
發了中國民眾的公憤。
郭未能就她為恐怖主義

行徑張目的錯誤言論向中國民眾作出嚴肅道
歉，已不適合繼續留在中國工作。

對中國反恐存偏見
陸慷表示，中國一貫依法保障外國常駐新聞
機構和外國記者在華採訪報道的合法權益，但
決不容忍為恐怖主義張目的自由。
環球網昨日報道，此前，在巴黎遭到恐怖襲
擊、中國公眾對法國給予高度同情的時候，郭
玉發表文章，指責中國政府試圖在支持法國反
恐的同時塞進「私貨」，將中國新疆發生的暴
力事件也說成是「恐怖主義」。文章宣稱「新
疆暴力更多的是由於受到無情的鎮壓」。
11月13日，巴黎發生嚴重暴力恐怖襲擊。之後，

中國政府公佈了新疆一處煤礦在9月18日發生的暴
恐事件，幾十名礦工被一群暴恐分子殺害。
環球網報道認為，然而，郭玉在11月18日寫
文章攻擊中國的民族政策。在報道中，她指責
中國政府企圖把巴黎的襲擊，和自己在新疆打
擊暴力的活動聯繫在一起，聲稱新疆發生的事
情和巴黎的襲擊「沒有絲毫共同之處」。此
外，她竟然還稱「維吾爾人發起的暴力活動是
中國自己的少數民族政策造成的。」「可能是
因為受到了虐待、遭遇了不公或財產被侵佔而
進行的報復」。文章絲毫沒看出對遇難者的惻
隱之情，對中國偏見之深的咬牙切齒樣子讓人
震驚。

網民斥其報道歪曲
報道還指，一名新疆維吾爾族學者聽說了郭
玉的報道後非常氣憤，認為這個法國記者是在
胡說八道，這些「例子」都是對新疆現實的嚴
重歪曲。
環球網報道說，郭玉的報道也引發了中國網

民的強烈憤慨。在她的個人臉書（Facebook）主
頁上，有多名中國網民跟帖指責她，並要求她離開中國。
法國外交部25日對郭玉的記者證未獲延發表示遺憾。法

國外交部稱，全球傳媒人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從事記者職
業的重要性。法國文化部希望和中國方面保持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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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新觀察家》
駐京記者郭玉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昨日發佈消
息，首部輯錄「中國養父母」群體信息的史料著
作——《中國養父母歷史檔案》正式出版，該書
共輯錄了1,218份中國養父母檔案表，集中展示了
中國養父母博大無私的高尚人道主義精神。
中新社報道稱，1945年日本戰敗後，大量日

僑、日俘在中國政府及人民的幫助下返回日本，
大量被拋棄的日本孤兒被中國人民收養。
《中國養父母歷史檔案》所述的「中國養父

母」就是指在日本戰敗投降後的特殊歷史時段，
自願收養日本侵略者撤退和遣返時遺棄在中國的
日本孤兒的中國人民。20世紀40年代，在戰後極
為艱難的歷史條件下，飽受日寇侵略之苦的中國
人民，收養了4,000餘名日本戰爭孤兒，以父母之
恩，善待敵人之子。
在中日關係的不同歷史時期，中國養父母歷經

了收養、撫育、送走一系列的艱難抉擇和無限辛
酸。據日本厚生省統計，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
化至2012年3月，在日本的遺孤有2,551人，大
都來自中國東北地區，其中黑龍江省約佔總數的
一半以上。

「中國養父母」史料成書
講述收養日本孤兒大愛

香港文匯報訊 隨着G8508次動車於昨日上午9時
07分駛離始發站重慶北站，標誌着成渝高鐵建成通
車。中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重慶自此結束了沒有高速
鐵路的歷史。重慶至成都高鐵車程約為1個半小時。
據重慶市交委人士透露，待目前正在改造的沙坪壩
站、重慶站完工後，成渝高鐵全線運行時間最短可縮
至1小時，且有望實現班次公交化開行。屆時，重慶
和成都兩座城市將進入「一小時經濟圈」範疇。

最高時速300公里
據中新社報道，成都鐵路局消息稱，運營初期，成
渝高鐵動車組採用車型為CRH380D或CRH380A型
動車組，最高時速300公里，每日開行23對，包括成
都東至重慶北20對、成都東至內江北2對、重慶北至
內江北1對。從2016年1月10日起，每日開行32對，
包括成都東至重慶北29對、成都東至內江北2對、重
慶北至內江北1對，開行密度達到每半小時一列，採
用車型均為CRH380D型動車組。
高鐵通車前，成渝兩地最快的交通方式為成遂渝動

車，運行時間大約兩小時。據鐵路部門介紹，成渝高
鐵動車組的開行，將大大壓縮成渝兩地間及成都、重
慶與沿線區市縣的時空距離。其中，重慶至成都約為
1個半小時、成都至內江約為40多分鐘、重慶至內江
約為50多分鐘，成都至永川約為1小時、重慶至永川
約為30多分鐘。

利好沿線城鎮化
成渝高鐵自重慶北站引出，經重慶璧山、永川、大

足、榮昌、四川隆昌、內江、資中、資陽、簡陽、成
都東站，全長308公里，初期運營時速300公里。
「這標誌着成渝經濟走廊已基本形成」，重慶大學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周文興認為，成渝高鐵沿
線的成都市、重慶市大足區都屬於第二批國家新型城
鎮化綜合試點地，藉助於高鐵開通，兩地資金、人員
和貨物往來更加頻繁，成效將更容易顯現。「高鐵對
於沿線新型城鎮化的直接影響將是經濟效率，而間接
影響則將是沿線市民文明程度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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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開通 成渝將進「一小時經濟圈」

■■成渝高鐵通車成渝高鐵通車，，重慶進重慶進
入高鐵時代入高鐵時代。。圖為列車在圖為列車在
重慶北站始發重慶北站始發。。 中新社中新社

合肥市包河區不斷加大教育在民生工程中的份量，除了落實「免收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書本費」項目外，還不
斷創新平台、機制。如今，在包河區有一可喜現象：中小學生可以選擇「走校」，到「學區聯盟」裡的任一所名
校去聽課。作為全國首批義務教育均衡區，今年暑期，合肥包河區在安徽全省率先成立教學集團和教學聯盟，從
「名校+新校」、「名校+弱校」再到「學區聯盟」的模式，實現學校之間的課程、師資、管理、文化等資源共享。

合肥市包河區試水教育集團化——讓更多的孩子享受優質教育資源

和而不同彰顯辦學特色
今年7月，合肥包河區在全省率先成立師範附小、

屯溪路小學、青年路小學等6個教育集團和南園學校
1個學區聯盟。在不影響原有編制的情況下，集團內
教師在各校之間相互流動、跨校代課，充分發揮優秀
教師的輻射帶動作用，讓更多的適齡兒童受益。
合肥包河區的教育集團採取「1+X」的組建形式，
將一所龍頭名校與多所新建學校、自身發展能力弱的
學校、農村學校結成辦學聯合體。在管理上，實行理
事會負責制，理事會包括多個獨立法人學校，或者一
個獨立法人多個辦學校區，名校校長為理事長，獨立
法人學校校長為理事。集團合作原則是「和而不同，
協作共進」，集團內各學校在理解、認同、接納核心
學校文化理念的基礎上，發揮自身的辦學優勢，明確
自己的發展方向，彰顯各自的辦學特色，最終實現教
育優質均衡發展，形成一校一特色。

實現貫通解決教育脫節
和教育集團相比，學區聯盟有着自身的特點，它包

括幼兒園、小學、中學直至大學，是實現一定區域範
圍內教育體系一貫性的有益嘗試。
為了讓包河區的教育資源更優質均衡，包河區一直大

力實施創建新優質學校和學校品質提升工程。2014年，
該區與華東師範大學合作，啟動「學校發展規劃項目」，
確定南園學校等5所學校為試點校。目前，首批發展規
劃項目已初見成效，南園學校的「德慧終身，學行天
下」，六十五中的「賞識而自信，崇禮以成德」，師範附
小四小的「潤澤生命，自然成長」，徽州小學的「博學修
德，綿澤振聲」，錦城小學的「礪志啟慧，享受成長」正
引領學校快速發展。該區金葡萄小學、淝河小學、六十
一中已經成為合肥市第一批新優質學校，謝崗小學、包
河區外國語第二實驗小學、包河中學也已經接受市第二
批義務教育新優質學校創建評估認定。 安徽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