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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3 月 28 日 12 时 50 分许，

缅甸发生 7.9 级地震。中国救援力量随

即与时间展开赛跑：集结、飞赴、抵进、

施援……在曼德勒、在内比都、在仰光，

都有中方救援队忙碌奋战的身影，与之

相伴的，还有频频传来的幸存者获救的

消息。

胞波情谊 星夜驰援

“中国和缅甸是同甘共苦的命运共

同体，两国人民胞波情谊深厚。中方愿

向缅方提供需要的帮助，支持灾区人民

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3 月 29 日，

灾害发生后不到 24 小时，习近平主席

向缅甸领导人敏昂莱致慰问电。

5 个多小时后，一架国航包机降落

在缅甸仰光机场。中国救援队一行 82

人装备利落，鱼贯而出，目标直指震中

所在地——灾情严重的曼德勒省。

受地震影响，曼德勒省周边机场不

具备大型客机起降条件。为了尽可能

多 地 争 取 震 后“ 黄 金 72 小 时 ”救 援 时

间，中国救援队当即决定在大巴上过

夜，连夜奔赴灾区。

道路阻断、信号不通、环境复杂，重

重困难缠绊着队伍前进的脚步，600 多

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 20 多个小时……

“过了这座桥就是曼德勒市了。”随

着向导的指引望去，碎石瓦砾、残垣断

壁逐渐增多，沿途寺庙坍塌、学校损毁，

高层建筑表面裂痕明显。不少受灾群

众坐在路边，等待转运车辆。

除了救援“国家队”，云南和香港等

地方救援队、蓝天和公羊等民间救援队

也迅速驰援，以最快速度向震中进发。

作为第一支抵达缅甸的中方救援

队，云南救援医疗队于 30 日清晨 5 时左

右，便在内比都一家医院的废墟中，救

出一名被困近 40 小时的老人。这也是

中方救援队抵达缅甸后救出的第一名

幸存者。

30日上午，敏昂莱在内比都欧达拉

蒂利医院慰问云南救援医疗队全体成

员，对他们第一时间到缅救援表示感谢。

八方支援 多路并进

有 150 多万人口的曼德勒市，距震

中不到 20 公里，是离震中最近的大城

市，也是这次救援的重点。

中国蓝天救援队勘测组队员李文

阳说，他们以曼德勒市云南会馆为中心

点，分成东南西北 4 个勘测区域。志愿

者们协助搜集失踪人口、幸存者、遇难

者信息，并将信息汇总到先遣队，方便

为救援做安排。

上百名缅甸华侨华人青年志愿者

响应号召，在救援队专业指导下展开信

息搜集、震区情况勘探等技术信息和后

勤保障工作。

位于曼德勒市区的天空公寓为三

栋 11 层的公寓楼群，其中两座完全坍

塌 ，另 一 座 楼 体 5 层 以 下 发 生 坐 沉 垮

塌。30 日上午，当地救援人员在废墟

上探测到还有幸存者。中方救援队随

即加入，与缅方一道开展工作，分批次

进入废墟试图营救幸存者。

与此同时，更多救援力量陆续赶来。

内比都，30 日晚，夜色沉郁。在引

擎轰鸣中，两架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

运-20 稳稳降落。由 118 名队员组成的

中国国际救援队，带着 6 条搜救犬、2 台

救援车和大量救援装备和医疗用品抵

达缅甸。

这批队员包括地震专家、结构工程

师、搜救队员、医疗队员及搜救犬分队，

配备生命探测仪、破拆设备及野战医院

系统，可独立开展震区两个方向 72 小

时高强度救援行动。

争分夺秒 追赶希望

救人，刻不容缓！

30 日晚，中国救援队大巴一抵达

曼德勒市，一支 16 人的突击小队就迅

速集合出发，前往实地踏勘。

在当地一家饭店，七层大楼从二层

处断裂倒塌，钢筋和管道错综交织，一

些人被困在废墟中。

“人先进去探明位置，设备一到就

开始动手。”中国救援队行动队副队长

王墨在详细了解被困人员信息后迅速

拟定救援方案，指挥队员们有序行动。

30 日早些时候，湖南岳麓蓝天救

援队在曼德勒佛学礼堂通过生命探测

仪发现一名幸存者，随后与当地消防队

合作开展破拆营救，成功将幸存者救

出。

幸存者获救的消息不断传来。一

名孕妇获救、一名女童获救……当担架

抬出废墟的那一刻，等待在现场的当地

民众鼓起掌来。

31 日 上 午 ，中 方 救 援 队 在 7 小 时

内，陆续救出 4 名幸存者。

震后物资短缺，也是灾区当前面临

的紧要困难之一。

应缅甸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决定向

缅甸提供 1 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

地震救灾援助，派出两支救援队，提供

帐篷、毛毯、急救包、食品、饮用水等灾

区急需物资。30 日，云南省紧急调运

衣服、药品、方便面、帐篷等生活及救援

物 资 共 约 7.3 吨 ，包 机 从 昆 明 飞 往 仰

光。此前，一批由云南省德宏州紧急调

运的物资在中缅边境瑞丽口岸顺利通

关，直送灾区。

在地震重灾区，救援队仍在坚守。

两小时救出 3 人，七小时救出 4 人，从 4

人再到 6 人……中方救援人员争分夺

秒，不舍昼夜，追赶希望。

（新华社仰光3月 31日电）

上图：4 月 1 日 在 德 宏 芒 市 国 际

机场拍摄的中国向缅甸地震灾区捐赠的

医用物资。

新华社发

挺进缅甸灾区 中国救援争分夺秒

4 月 1 日，“九天揽月——中国探月

工 程 20 年 ”展 览 在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启

幕，月球正、背面样品全球首次同时展

出，引发公众关注。

探月工程 20 年来实现了哪些重要

突破？未来探月工程还有哪些亮点？新

华社记者在展览首日采访了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

月球正面、背面样品
首次同台

问：本次展览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

件展品？

答：展 览 中 让 我 最 有 感 触 的 是 看

到嫦娥五号和嫦娥六号采集的月球样

品首次同时展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可同时近距离对比观看月球正面

和 背 面 样 品 ，也 是 中 国 探 月 工 程 的 重

要成果之一。

嫦娥五号的月壤采自月球正面的

“风暴洋”，这里的岩石形成于约 20 亿年

前，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取的“最年轻”的

月球样本。而嫦娥六号的样品采自月球

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阿波罗撞击

坑，这是月球最大最深“最古老”的撞击

坑，能够追溯月球 45 亿年的演化史，为

地球早期生命的起源提供线索。

当前，针对正背面样品开展的研究

已获得一系列原创性科学成果，为人类

拓展认知作出了中国贡献，例如发现了

月球第六种新矿物“嫦娥石”等。未来，

我们还将开放更多的月球样品国际借用

申请，让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共同开展研

究，获得更多科学发现，造福全人类。

月 球 探 测 水 平 与
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问：怎样评价我国探月工程的综合

实力？

答：我 国 月 球 探 测 起 步 晚 、起 点

高 ；实 施 次 数 少 、成 功 率 高 ；经 费 投 入

少 、效 益 产 出 多 。 20 年 来 的 工 程 实 践

圆 满 完 成“ 绕 、落 、回 ”三 步 走 规 划 ，创

造 了 多 个“ 世 界 首 次 ”，取 得 了 举 世 瞩

目的成就。

其中，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

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揭开了月背的神秘

面纱；嫦娥五号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

采样返回，并首次在月球表面展示国旗；

嫦娥六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

返回；鹊桥号中继星实现全球首次月球

背面的中继通信，解决了月背与地球通

信的世界级难题。

这些成就不仅填补了人类探索月

球的历史空白，也代表我国实施探月工

程 20 年来，月球探测水平与能力实现了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的历史性

跨越。

探月工程20年取得
系统性成果

问：探月工程 20 年收获的经验是什

么？

答：我们在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工

程实施、产业带动、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取

得了系统性成果。

在科学发现方面，获得了大量宝贵

的月球地质、环境、形貌等原始科学数

据，形成了一批月球新元素、新矿物、新

现象等一系列原创科学发现，拓宽了人

类对月球的认知，使我国月球科学研究

水平迈入世界前列。

在技术创新方面，突破了一系列关

键核心技术，在电子、材料等相关领域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我国空间技术能

力重大跨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推动我

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此外，我国建成独具特色的月球探

测工程体系，形成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

体系；推进了航天技术转化应用和关键

产品的产业化进程；推动数据成果共享、

科学技术共研，广泛开展技术级、载荷

级、分系统和多层级国际合作，开创了航

天国际合作新局面。

走出一条高质量、
高效益的探月之路

问：您怎样评价我们的探月之路？

答：我们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人自

己的高质量、高效益月球探测之路，重点

在实现了“三不一超”——

一是“指标不降”，探月工程实施 20

年来，突破一批卡脖子的核心关键技术，

技术指标始终不降，充分体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

二是“经费不超”，坚持“花小钱办大

事”，通过建立一个长远的统筹规划方

案，如嫦娥六号复用五号备份星，实现成

本效益最大化。

三是“进度不拖”，用 20 年走完了发

达国家半个世纪的路，如期圆满完成对

月球的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

四是“超额完成任务”，如嫦娥二号

实现“一探三”的多目标探测，“玉兔号”

月球车成为月球上存活最久的人类探测

器，远超预期使用寿命。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

问：未来中国探月还有哪些新看点？

答：我 们 在 月 球 探 测 方 面 还 将 发

射嫦娥七号、嫦娥八号。其中，嫦娥七

号 预 计 在 2026 年 前 后 发 射 ，将 对 月 球

南 极 环 境 和 水 冰 资 源 进 行 勘 察 探 测 ；

嫦 娥 八 号 预 计 在 2028 年 前 后 发 射 ，将

开展月面科学试验和资源开发利用技

术验证。

当前，已开展研制第一台在月球“打

砖”的机器。它可以把太阳能聚集起来

工作，产生 1400 至 1500 度的高温把月壤

熔融。这样可以“就地取材”，通过 3D 打

印技术将月壤“打印”成不同规格的“月

壤砖”，并用于未来建造月球科研站。

（新华社北京 4月 1 日电 记者宋

晨、刘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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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在中泰“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中，中泰双方参训队员开展

舱室搜索训练。 高国敬摄

日前，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签署了

此前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通过的《基

本法》修正案，放松“债务刹车”条款限

制，允许政府大规模举债投资国防和基

础设施建设。这是德国提振经济、加强

国防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标志着德国抛

弃了数十年来的财政保守主义。

此次松绑后，德国国防开支的债务

上限提高，联邦政府在国防领域的支出

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1%时，将被允许通过

举债筹集资金，不计入《基本法》规定的

债务限制。该法案还对“国防开支”进

行了宽泛的定义，包括国防建设、情报

支持和对乌克兰援助等。这一历史性

转变被德媒称为“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

一天”。随着国防开支的限制得以松

解，德国国防能力建设步入新阶段。在

朔尔茨政府 2022 年设立的 1000 亿欧元

防务建设特别基金告罄前，“债务刹车”

松绑为即将上任的默茨政府大规模加

强防务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德国此举是外部安全压力和内部经

济困局综合作用下的结果。一方面，美国

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给欧洲

敲响“警钟”。特朗普与普京就结束乌克

兰危机进行对话，欧洲和乌克兰被排除在

外。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

北约总部表示“欧洲大陆的常规安全”应

由欧洲国家“自己负责”。慕尼黑安全会

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痛批欧洲政府，却

闭口不谈欧洲安全和乌克兰问题。另一

方面，德国经济增长低迷，已连续两年出

现负增长。此时放松债务限制，进行大规

模投资，在提振德国经济的同时，也可为

德国军队的全面改革提供资金。

此外，德国也欲加强领导力，回应欧

洲盟友期待。目前，推进欧洲防务自主

进程，德国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债务

刹车”机制改革通过后，默茨发表讲话，

称此次改革“可以说是迈向一个新的欧

洲防务共同体的重要第一步”，高呼“德

国回来了”，德国必须与欧洲其他国家一

起重返国际舞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评论称，“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它向

欧洲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即德

国决心在国防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

法媒也评价此举为“受欢迎的重大转折

点”，认为德国正通过财政和军事调整恢

复其在欧盟的领导力。

德国此次历史性的举措，将对欧洲

的安全防务产生深远影响。该项改革表

明，德国已将发展和安全置于更加重要

的位置，未来或会进一步影响欧盟其他

成员国对财政支出的限制立场，为欧盟

的防务开支增长提供助力。同时，德国

加大在武器装备和军事基础设施上的投

资，也将带动自身国防工业发展，逐步弱

化美国在欧洲国防工业的主导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该项改革也带来诸

多挑战和不确定性。除国防开支外，此

次改革还允许联邦政府设立 5000 亿欧

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

施建设。有德媒质疑，德国目前最需要

的不是“砸钱”，而是深化结构性改革。

此次松绑之举或使“债务刹车”机制完全

失效，联邦政府的债务规模或在未来十

年内翻倍，最终带来的是经济增长还是

资金付诸东流，其结果尚未可知。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德国缘何放松“债务刹车”条款限制
■刘俊飞 张 旭

新华社莫斯科 4月 1 日电 （记者

江宥林）当地时间 4 月 1 日，俄罗斯总统

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外交部长王毅。

普京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

诚挚问候，表示很高兴看到同习近平主席

达成的各项共识得到有效落实，俄中关

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持

续深化，“俄中文化年”顺利推进，引发积

极热烈反响，夯实了两国友好的民意基

础。今年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期盼中方来俄出席纪念活动，共同

庆祝抗击纳粹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

胜利。俄方正全力推进筹备工作，愿以

此为契机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迈上新台阶，不断深化双方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

的合作。面对动荡不定的国际局势，俄

中双方应持续向世界发出加强战略协作

的有力信号。

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

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

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成熟、坚韧、

稳定，政治互信不断加深，战略协调更加

紧密，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保障了两个大

国各自的发展振兴，维护了双方在重大

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共同利益。中俄合作

从不针对第三方，也绝不受外部干扰。

中俄关系不会止步不前，只会越走越宽

广。中俄友好不是面向当下，而是着眼

更长远的未来。

王毅说，80 多年前，中苏两国人民

分别在亚洲和欧洲主战场上前仆后继、

浴血奋战，付出巨大民族牺牲，打败了

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法西斯，为人类和

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80 年后的今

天，中俄作为动荡世界中的重要稳定性

力量，要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

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联合国在国际体

系中的核心地位，共同推进世界多极化

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双方已就支持彼

此举办“80 周年”重要纪念活动进行了

全面对表，相信两国元首年内重要交往

将再次书写中俄关系的新篇章。

访俄期间，王毅还同俄罗斯外长拉

夫罗夫举行多轮会谈。

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王毅

新华社北京 4月 1日电 （记者朱

超、白鑫雨）2025 年 4 月 1 日 是 中 国 和

印 度 建 交 75 周 年 纪 念 日 。 当 日 例 行

记 者 会 上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郭 嘉 昆 答 问

时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一道努力，推动

中 印 关 系 沿 着 健 康 稳 定 轨 道 向 前

发展。

郭嘉昆表示，今天是中国和印度建

交 75 周年纪念日。习近平主席同印度

总统穆尔穆、李强总理同印度总理莫迪

分别就此互致贺电。中国和印度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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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关系发展历程表明，做相互

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是双方的

正确选择，完全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

“中方愿同印方一道努力，在两国

领 导 人 的 战 略 引 领 下 ，坚 持 从 战 略 高

度 和 长 远 角 度 看 待 和 处 理 中 印 关 系 ，

以 两 国 建 交 75 周 年 为 契 机 ，增 进 双 方

战略互信，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

在 重 大 国 际 事 务 中 的 沟 通 和 协 调 ，共

同 维 护 中 印 边 境 地 区 和 平 安 宁 ，推 动

中 印 关 系 沿 着 健 康 稳 定 轨 道 向 前 发

展。”郭嘉昆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愿同印方一道推动中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轨道向前发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