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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9日下午
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中国军队愿与印方共同维护
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有记者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日同印度总统互致贺电，双方一致同
意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请问中
方将如何推进两军关系发展？

张晓刚说，今年是中印建交75周年，
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统互致贺电，为发
展两国关系引领方向。中印同为文明古
国、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
都处在各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龙
象共舞”、相互成就，符合两国和两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

他表示，中国军队愿与印方一道，认
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
化沟通协调、增进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好
中印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共同推动两军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维护世界与地区
和平注入正能量。

敦促有关国家不要把亚太地
区当成地缘博弈的“狩猎场”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防长访日时
称，“武士之国”日本在“应对中国‘侵略’
中不可或缺”，赞美硫磺岛战役中日军的

“勇敢精神”，相关言论在美国内引发质

疑。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张晓刚表示，历史不容淡忘，是非不

能混淆。谁发动战争，谁搞侵略扩张，谁
在维护和平，国际社会早有公论。今年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80周年。美方有的人搞政治作
秀、以非为是，只顾着给日本军国主义涂
脂抹粉，又如何告慰那些为抗击法西斯
英勇牺牲的战士们？这在美国国内引发
了民愤，也必然遭到世人的反对和历史
的嘲讽。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散播错误
言论，不要把亚太地区当成地缘博弈的

‘狩猎场’，不要挑动集团政治和军事对
抗，损害地区人民的安全福祉。”他说。

奉劝菲方“倚外闹海”得不偿失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防长访问菲
律宾重申落实《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承
诺，共同应对“中国威胁”，期间菲美
日位南海开展联合巡航，近日美批准
向菲出售F-16战机。请问发言人有何
评论？

张晓刚表示，美方以所谓双边条约
为借口插手南海问题，损害中方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益，甚至妄图以此威胁胁迫
中方，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他说，需要指出的是，菲方一再对
中方侵权闹事，美等域外国家不断拱火
递刀，搅得南海风波不断、地区国家不

得安宁，充分暴露其搅局者和肇事方的
真实面目。“倚外闹海”得不偿失，“棋
子”终成“弃子”。我们奉劝菲方放弃不
切实际的幻想，早日回到对话协商的正
确轨道上来。

美方的“对华恐惧偏执症”越
来越重

有记者问，据美媒披露，美防长签署
秘密内部指导备忘录，将中国视作“唯一
步步紧逼的威胁”，将“阻止大陆夺取台
湾”和加强本土防御作为主要优先事
项。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我觉得
美方的‘对华恐惧偏执症’越来越重，把
中国当作威胁是严重的战略误判，只会
带来灾难性后果。”张晓刚说，需要强调
的是，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
大势。

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自取灭亡

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方面已从美
国接收首架F-16V战机，后续还有65架
将于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有分析称，
此举旨在对抗中国大陆日益现代化的空
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张晓刚说：“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这又是美方背弃自身严肃政治承诺，违
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

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台海地区稳
定的双标劣迹。”

他表示，需要强调的是，美对台售武
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态势，更阻挡不了中
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民进党当局把
本应造福民众的纳税钱投入害台、毁台
的无底洞，妄图“倚美谋独”、“以武拒
统”，只会让台湾陷入兵凶战危，最终自
取灭亡。

解放军练兵备战不停歇 打
“独”促统不停步

有记者问，据报道，七国集团国家外
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就解放军4月初在台
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发表声明称，中方

“挑衅”行为加剧两岸紧张局势，反对威
胁台海和平稳定的任何单方面行动。请
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张晓刚表示，有关国家和组织公然
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东部战区位
台岛周边组织联合演训，以雷霆之势打
击“台独”分裂势力嚣张气焰，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恰恰是对台海和平稳
定和台湾同胞安全福祉的坚定守护。

他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怎么
解决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解放
军练兵备战不停歇，打“独”促统不停步，
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

据新华社

里程碑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探底回

升，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全天低开高走，沪指上下

落差达116点，北证50指数暴涨10.27%
表现最好，盘面上超4500只个股上涨，
航天航空、船舶制造板块表现较好。
截至收盘，两市涨停超120只，跌停6
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继续失守5日
均线，两市合计成交16996亿元环比
增加；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于5
小时均线之上，沪深股指60分钟MACD
指标率先出现金叉；从形态来看，尽
管有消息面扰动，但市场还是快速企
稳回升，最终各股指均收出连阳，由
于市场成交稳步放大，且短周期技术
指标得到修复，后市有望继续回升。
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增加、
持仓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
所缩减。综合来看，国家队及产业资
本正在加速增持，此次中国版平准基
金的推出，不仅是应对短期波动的

“稳定器”，更是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
里程碑。

资产：周三按计划以11.7元均价
买入电工合金40万股；另以9.66元均价
买入创元科技18万股。目前持有华创
云 信（600155）130 万 股 ，鲁 信 创 投
（600783）60万股，爱建集团（600643）
180万股，创元科技（000551）36万股，
陕天然气（002267）60万股，电投能源
（002128）26万股，山河智能（002097）75万
股，电工合金（300697）40万股。资金余额
2044273.87元，总净值48972373.87元，
盈利24386.19%。

周四操作计划：电工合金、创元
科技、山河智能、华创云信、电投能
源、陕天然气、鲁信创投、爱建集团拟
持股待涨。 胡佳杰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美把中国当作威胁是严重的战略误判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
监管的意见。9日，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
场监管总局、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
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联合
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管理新举措，回应
社会关切。

填补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空白

意见拓展了监管范畴，在传统的食
品生产经营主体之外，将贮存、配送等环
节的主体全部纳入监管，实现主体全覆
盖、过程全管控。

国务院食安办副主任、市场监管总
局副局长柳军表示，意见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改革创新，突出务实管用，填补了食
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中的空白缝隙，拓展
了经营主体监管范畴，完善了齐抓共管
的工作机制。

针对网络销售、寄递食品安全等问
题，意见明确将网络交易各主体及邮政
企业、快递企业等纳入监管范畴。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
司光介绍，意见首次将寄递配送纳入食
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强化食品寄递
安全管理、加强网络订餐配送安全管理。

针对食品贮存过程中责任不清、风
险管控不到位的问题，意见明确要求食
品贮存主体应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保证必备的贮存条件，实施全过
程记录，严格风险管控，同时要求贮存
委托方应对受托方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进行审核。

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
查局副局长许成磊说，公安机关将紧盯
意见强调的食用农产品、肉制品、校园食
品等重点领域，聚焦食用农产品种植养
殖、食品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网络直播
带货、网络订餐等重点环节，实施精准打

击、深度打击、规模打击、联动打击，构建
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新机制。

理清食品安全责任

意见瞄准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
中存在的8个薄弱环节，对应提出加强协
同协作协调的21项具体措施，进一步理
清各部门食品安全责任……

为防止运输过程中食品受到污染，
意见建立了散装液态食品运输准运制
度，明确运输散装液态食品车辆的食品
安全准入条件和技术标准，核发食品准
运证明，确保专车专用；制定运输电子联
单管理制度，加强交付、装卸、运输管理
和运输工具日常管理，从根本上解决散
装液态食品运输过程污染问题。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绣
春表示，将加快建立食品运输协同监管
机制，一方面加快发展智能化、厢式化、
清洁化货运车辆，为相关部门明确运输
散装液态食品的食品准入条件和技术标
准提供装备保障。另一方面配合有关部
门制定实行运输准运制度的散装液态食
品重点品种目录，为实施专车专用提供
基础保障。此外，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制
定食品运输电子联单管理制度，建立健
全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运输发货方、承
运方、收货方的协同监管机制，加强食品
运输全过程监管。

为加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监
管，意见提出建立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
品负面清单制度，将明令暂停进口的疫
区食品、因出现重大质量安全风险启动
应急处置的食品等列入负面清单，并实
时调整。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
李劲松说，海关总署将会同相关部门，
完善进口食品贮存环节安全责任和要
求，强化监督管理；配合商务部门建立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负面清单”，强
化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的风险防
控，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
监管制度。

全链条各环节监管有机衔接

意见在完善食用农产品协同监管方
面提出明确要求，提出了加强食用农产
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
副司长方晓华说，将试行产地准出分类
监管制度。例如，对部分抽检合格率偏
低的品种，根据生产方式、质量控制能
力划分质量安全风险等级；对生产方式
存在较高质量安全风险的，加强过程管
控，采收出塘前严格把关，每一批都要
速测，提高监管的精准性。加强与市场
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在入市环节实行差
异化准入。

同时，大力推动实施承诺达标合格
证制度，推动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严格
查验把关，有证的快速入市，无证的进行
检测，合格才能进入市场销售。针对抽
检合格率偏低品种的种植养殖特点、药
物残留风险隐患等制定“一品一策”攻坚
治理方案。

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性标准，是食
品生产经营的基本遵循、也是监督执法
的重要依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田建
新说，从食品的种植养殖、到生产加工、
运输销售、再到餐饮消费，各个环节都有
标准可依。这些标准涵盖日常消费的
340余种食品类别，通过对原料污染物
管控、加工过程风险控制、产品合规检
验、以及对特殊人群重点保障，可实现对
全人群、全品类、全环节的风险管控，为
全链条监管提供依据和支撑。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七部门合力部署下一步怎么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