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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记者

潘洁、温馨）针对欧洲议会日前通过所谓

“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外

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1 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上述报告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

则，性质和影响恶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

谴责和坚决反对。

汪文斌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

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

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国同欧盟关系的

政治基础。欧洲议会通过的上述报告，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欧盟在台湾问

题上作出的公开承诺，性质和影响恶劣，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汪文斌说，欧洲议会应立即停止损

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停止挑

衅和对抗。“我们正告有关方面，不要低

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欧洲议会通过涉台报告

美国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

碰撞事故发生后，已返回关岛进行评估

和维修。然而，到目前为止，美方并没

有就该事故的具体情况与可能后果进

行澄清说明。特别是对国际社会普遍

关心的事故有没有造成核泄漏、破坏海

洋环境，会不会影响事发海域的航行安

全、渔业作业等问题，美方始终遮遮掩

掩，没有给出负责任的详细交代。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拥核国，拥有

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库。然而，美国

一系列不负责任的所作所为表明，美国

也是国际核安全最大的风险源。

美国的境外核试验制造了严重核

灾难。根据公开资料，1946 年至 1958

年间，美国在马绍尔群岛进行 67 次核

武器试验，给当地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特别是 1954 年美国在比基尼岛进行的

氢弹试验，造成了太平洋上最为严重的

核污染事件。由于美军没有及时通知

附近居民撤离，也没有提前疏散在附近

海域作业的各国渔船，导致很多人因受

到核辐射而引发各种身体疾病。此外，

1946 年至 1982 年，美英等国还向太平

洋、大西洋倾倒大量核废料。美更是

“不远万里”，把在内华达州核试验后的

130 吨核污染土运送到马绍尔群岛倾

倒。这些核试验和核废料严重破坏当

地生态环境，损害当地居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给地区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

灾难。

此次美海军核潜艇碰撞事故，再次

给世人敲响警钟，事实上，美国的核管

理漏洞导致核事故频发。美海军和空

军在海外部署有庞大的核力量，但由于

管理不善、操作失误等原因，曾多次发

生核武器丢失、核武器着火、核潜艇碰

撞 等 事 故 。 据 媒 体 披 露 ，1965 年 至

1983 年美国曾发生核武器特大事故共

计 233 起。2007 年，美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误将 6 枚挂载核弹头的巡

航导弹进行战略空运并飞越大半个美

国，酿成了“美军历史上最严重的违反

核安全条令事件之一”。

美国核潜艇在世界大洋游弋，也印

证美国的核安全政策增加核扩散风险，

其核武现代化加剧全球核军备竞赛。

美国出于一己私利，在核安全政策上一

贯奉行冷战思维和双重标准，对己对人

采取不同政策，对不同国家分别进行

“选择性支持”和“歧视性打压”，导致核

扩散风险不断加大。美国 1996 年就签

署了《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第一、第

二、第三号附加议定书，但至今仍拒绝

批准，是五核国中唯一没有批准相关议

定书的国家。不久前，美英决定向澳大

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违反《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精神，制造核扩散风险，冲击

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损害《南太平洋无

核区条约》，破坏东盟国家建立东南亚

无核区的努力。如果强行推进，就犹如

打开潘多拉魔盒，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安

全隐患，更意味着历史的倒退。近年

来，美国对外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

其核政策议题重心由核安全向核武现

代化转移。一些美国政客固守冷战思

维，企图通过核力量现代化来谋求所谓

“绝对优势”，进而维持其全球霸权和绝

对国家安全。在任性退出《中导条约》

《开放天空条约》等国际多边军控条约

进行“自我松绑”的同时，美国不断推动

战略核武器向配置灵活、突出实战、增

强通用性的方向发展。此外，美国还不

断加速战术核武器的研发，在推动核武

器小型化、实战化、智能化的错误道路

上狂奔。这些行径，不仅降低了核武器

的“使用门槛”，助推核威慑制衡向核实

战对抗转变，更加剧全球核军备竞赛，

增加核对抗甚至核战争的爆发风险，给

国际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大量事实证明，美国虽然一直以

“国际核不扩散努力的领导者”自诩，但

其 本 身 正 是 国 际 核 安 全 最 大 的 风 险

源。亚太地区不欢迎核扩散。此次美

海军核潜艇碰撞事故进一步说明，不远

万里游弋到此的外国核潜艇只会兴风

作浪、惹是生非，不会受到本地区国家

和人民的欢迎。美国应倾听国际社会

呼声，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

的地缘政治观念，积极履行国际核不扩

散义务，为构建一个公平、合作、共赢的

国际核安全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国际核安全最大的风险源
—评美核潜艇碰撞事故(二)

■钧 声

当地时间 10 月 19 日，海军第 38 批护航编队和第 39 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

海域举行分航仪式。随着分航指令的下达，各舰同时鸣响汽笛，官兵挥手告别，第

39批护航编队正式接替担负起护航使命。

杜江帆摄

据 新 华 社 莫 斯 科 10 月 21 日 电

（记者黄河）俄罗斯国防部 21 日发布消

息说，正在白海海域进行国家测试的“北

风之神-A”级战略核潜艇“奥列格大公”

号在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进行了

“布拉瓦”弹道导弹的水下发射试验，导

弹成功命中预定目标。

“布拉瓦”弹道导弹由莫斯科热力工

程研究所研制，是俄最新海基三级固体

燃 料 潜 射 导 弹 ，平 均 射 程 超 过 8000 公

里。有专家说，“布拉瓦”属于高精度武

器，其可用于攻击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

军事基地指挥部和航空母舰等目标。

俄核潜艇成功试射
“布拉瓦”弹道导弹

环球军情

据新华社首尔10月21日电 （记者

陆睿、杜白羽）韩国第一枚完全自主研制

的运载火箭“世界”号于当地时间 21日 17

时（北京时间 16时）在全罗南道高兴郡的

罗老宇航中心发射升空，但火箭搭载的

模型卫星未能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根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韩

国航空宇宙研究院发布的消息，火箭升

空后一、二级分离正常，整流罩分离正

常，但第三级发动机燃料提前耗尽，导致

火箭搭载的模型卫星虽然达到 700 公里

的飞行高度，但未能达到每秒 7.5 公里的

飞行速度，最终未能入轨。

韩国首枚完全自主运载火箭
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据 新 华 社 莫 斯 科 10 月 20 日 电

（记者黄河）俄罗斯国防部国家国防管理

中心 20 日发布消息说，俄两架苏-30 战

机 19 日在黑海上空对两架美国战略轰

炸机实施了伴飞。

该中心说，俄方19日在黑海上空监测

到接近该国边界的空中目标，随即派两架

苏-30战机升空识别，确认目标为美国空

军的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和两架 KC-

135空中加油机。俄战机随后对两架美军

轰炸机实施了伴飞。消息称，俄战机在伴

飞过程中始终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在

对方远离俄边界后，俄战机安全返回基地。

俄战机在黑海上空对
两架美轰炸机实施伴飞

（上接第一版）

担任过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曾回

忆，每仗打下来，党团员常常占到伤亡数

的 25%，甚至 50%。

朱德也回忆道，每次战斗党员干部

总是冲在最前面，那些政治上和军事上

皆可信赖的党员干部，不仅是指挥中心，

更是精神支柱，让这支队伍始终拥有结

实的骨架。

一场场战斗胜利、一次次成功突围，

让红军将士对党的信心更加充足，必胜

的信念更加坚定。他们紧紧跟着党的步

伐，向着胜利不断前进。

就是在长征路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

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

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同志曾说：“遵义会议之前，

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

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

逐步形成的。”他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

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

靠不住的。”

80 多年后回首长征路，我们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长征胜利是党的坚强领导

的胜利。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必须始

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始终坚定不移维护

核心、看齐追随。

长征，一条为民之路
——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不孤单。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军民鱼

水情深的历史。

1927 年，湖南浏阳文家市，红军贴

出一条标语——“打土豪、分田地”。从

此以后，“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

党”“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等标语，跟

随红军战士的脚步，出现在大山里的各

个村落。

战士们把一条条标语刻画在墙上，

又以最直接最淳朴的方式践行着这些承

诺。红六军团在湖南新化没收“官盐”后

卖给当地百姓，价钱定得极低。这样既

能让百姓分到盐，又不给敌人留下对群

众报复的借口。

一颗赤诚为民初心，换来的是“十送

红军”时的人民倾心——

那一担担沾着泥巴的鞋可以作证。

红军出发前，群众挑来布鞋、草鞋送行，

战 士 们 好 奇 ，许 多 鞋 上 怎 么 还 沾 着 泥

巴？得知原因后战士们落泪了。听说红

军要走，老百姓从脚上把鞋脱下来送到

部队。“鞋来不及做了，把这些穿过的鞋

拿去吧，行军打仗少不得。”

那一道道村庄桥头的刻痕可以作

证。这是红军招兵的标准线：一支长枪

加一柄刺刀的高度，大约一米五。这样

可以确保新兵至少能背起枪上战场。然

而，许多身高不足的少年在鞋里垫上纸，

在鞋底绑上几层草，甚至晚上到桥头偷

偷改低刻痕，以达到参军标准。

长征路上，各地人民为红军筹集粮

食，补充兵员。这一切，不仅为红军长征

胜利贡献了力量，更为红军奔向救亡图

存的抗战前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征，不仅保存了革命火种，更承载

着民族担当。中国共产党即使在万里长

征中，也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

放在首位。一路上，红军战士们也许不

知道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更不知道战

略转移何时才能结束，但是他们心中明

白，走上长征路就是为了建立人民当家

做主的政权、北上抗日实现民族独立。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人民军队

的初心。

当洪水来袭，子弟兵用血肉之躯筑

起了一道道摧不垮的大堤；当地震突至，

将士们不顾危险第一时间挺进震中；当

疫情蔓延，人民军医毫不犹豫告别家人

奔赴“红区”与病魔战斗……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习近平

同志指出，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

生活而矢志奋斗。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在长征

传递的红色血脉中，“服务人民”就像一

条连天接地、奔腾不息的河流，流淌过

80 多年峥嵘岁月直至今天，在新时代的

长征路上继续奔涌向前。

长征，一条求是之路
—— 坚 持 一 切 从 实 际 出

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
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万里长征路，有那么几步最为紧要。

仔细翻阅长征史料就会发现：红军

一边走一边频繁地开会。周恩来曾回忆

说，进入湘桂黔交界处，中央一路开会争

论，从老山界开始，争论更激烈。

黎平会议会址纪念馆里，一盏烟熏

火燎的马灯，是那惊心动魄关键一步的

“见证者”。

1934 年 12 月 18 日 ，中共中央政治

局在这里召开会议。博古等人仍坚持到

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等人则

主张向敌势力较为薄弱的黔北进军。会

议从白天开到深夜，马灯熄了又亮，毛泽东

的正确意见终于被采纳，红军避免了可

能覆灭的危险。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里，一张古铜

色的桌子，是那峰回路转关键一步的“见

证者”。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等革命

家围着这张桌子，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

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拨正了革命的航向。

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三大主力会

师，先后召开了 70 多次重要会议，作出

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一个个会议，

不仅决定了长征的方向、红军的生死存

亡，也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

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

历史证明，长征的胜利，是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胜利。勇于自我革命，是

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

的优势。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坚持一切从

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

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切从实际出发！跨越 80 多年时

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薪火不息。这

既是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也

将推动我们的事业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

不断前进。

思想路线引领伟大征程，伟大征程

需要伟大斗争。

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惊心动魄。

途中，红军攀越 40 余座高山险峰，

其中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山就有 20 余

座，渡过近百条江河，经过 14 个省份，攻

占过 62 座城市，重要战役战斗 600 余次，

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

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

长征路上，面对敌我力量对比之悬

殊、武器装备差距之显著、自然环境条件

之恶劣，无后方依托流动作战之艰难，红

军将士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愈挫愈奋、

一往无前，以血肉之躯开辟了胜利之路。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

神力量。”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必然还要“爬雪

山”“过草地”，必然还有“娄山关”“腊子

口”。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

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85 载光阴荏苒，长征的一个个细节

在历史长河中未有褪色而愈发鲜明。那

一张张英气勃勃坚毅自信的鲜活面孔，

那一页页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壮美史

诗，那一项项彪炳日月光耀千秋的辉煌

业绩，那一曲曲可歌可泣豪情万丈的英

雄赞歌，将永远被人们所铭记，已然凝结

成为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向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勇前行！

（新华社北京10月 21日电）

分 航

2021 年 10 月 21 日 ，中华人民共和

国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通过视频方式举行

首次外长会。会议由中国国务委员兼外

交部长王毅主持，基里巴斯总统兼外长

马茂、斐济总理兼外长姆拜尼马拉马、汤

加首相图伊奥内托阿、纽埃总理兼外长

塔格拉吉、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埃奥、瓦

努阿图外长阿蒂、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外

长埃利伊萨、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莱出

席。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普那应邀参

加会议。与会各方就中国同太平洋岛国

关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各领域交流

合作、国际地区问题以及其他共同关心

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

一、各方回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8 年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

以来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情况，

一致认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

化，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促进了太

平洋岛国地区繁荣，增进了中国和太平

洋岛国人民福祉。

二、太平洋岛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上取得的伟大

成就。中方对此表示感谢，重申将一如

既往坚定支持太平洋岛国人民追求美好

生活的努力。

三、各方一致认为，国家不分大小、

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要坚持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各方重申尊重各自国家独立、主

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各自国家人民自主

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涉及

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

解和支持。太平洋岛国重申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原则，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坚持不

干涉内政原则。

五、各方一致同意加强高层和各级

别交往，扩大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

之间的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各

方同意建立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定期

会晤机制。

六、各方积极评价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中国和太平洋岛国抗疫合作。太

平洋岛国赞赏中方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感谢中国积极提供医疗物资、疫

苗和资金支持。中方赞赏太平洋岛国采

取积极有效措施控制疫情在本地区扩

散，感谢太平洋岛国给予中方抗疫宝贵

支持。各方重申将加强抗疫合作，构建

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宣布建立中国-

太平洋岛国应急物资储备库。

各方强调疫苗应作为公共产品，反

对任何阻碍疫苗合作的企图。中方愿继

续向有需要的太平洋岛国提供疫苗，为

实现疫苗在太平洋岛国的可及性和可负

担性作出贡献。

各方一致认为，新冠病毒溯源是科

学问题和全球性任务，应该也只能由全

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

七、各方一致认为，要推动全球发展

迈 向 平 衡 协 调 包 容 新 阶 段 ，加 快 落 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

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构建全球

发展命运共同体。太平洋岛国欢迎习近平

主席在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愿意支持和

加入这一重要倡议，并将该倡议同太平

洋 可 持 续 发 展 路 线 图 和 蓝 色 太 平 洋

2050 战略相衔接。各方强调将加强“一

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合作，实现共同发

展。中方宣布将成立中国-太平洋岛国

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将于年内举办中

国-太平洋岛国渔业合作发展论坛。

八、中方表示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

内为太平洋岛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

支持和帮助。太平洋岛国感谢中方长期

以来提供的无私援助，认为中方援助为促

进太平洋岛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各方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向太平洋

岛国提供更多技术、资金和人道支持，帮

助太平洋岛国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九、各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以及媒体、妇女、

宗教等社会各界交流合作，扩大地方交往

合作，支持中国举办 2022年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反对体育政治化，呼吁国际社

会共同维护国际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十、各方一致认为，要推动践行真正

的多边主义，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推动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各方同意在联合国

等多边机制内，就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对气候变

化等重大议题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

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十一、各方同意加强海洋合作，支持

蓝色太平洋 2050 战略，致力于建立蓝色

伙伴关系，共同推动海洋可持续开发。各

方强调海洋环境保护对太平洋岛国人民

健康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呼

吁有关国家审慎处理核污染水排海问题，

并同利益攸关方及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

商。各方重申维护以《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南太平

洋无核区的坚定立场，呼吁有关各方履行

条约义务，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十二、各方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是人

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致力于共同推动《巴

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建立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方理

解太平洋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面

临的特殊困难，将成立中国-太平洋岛

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并继续在南

南合作框架下为提升太平洋岛国应对气

候变化能力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新华社北京10月 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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