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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強化南海主權宣示，中國今年將
編制南海或南海諸島地圖，並向社會公布。

中國將編制南海地圖
強化主權宣示

據《法制日報》二十六日報道，今年，國家十三部門將聯合
開展國家版圖意識教育。全國國家版圖意識宣傳教育和地圖市場
監管協調指導小組（以下簡稱協調指導小組）今天發布通知表示
，今年，外交及測繪地信部門將視情開展釣魚島、赤尾嶼等重要
區域地圖地名有關工作。

協調指導小組稱，今年我國將繼續開展有關南海地圖研究工
作， 「編制有關南海或南海諸島地圖，並向社會公布，以宣示我
方主張。」

據介紹，目前，問題版圖仍然存在，表現為錯繪國界線，漏
繪釣魚島、赤尾嶼等重要島嶼，隨意使用變形地圖等。這些問題
版圖甚至出現在電視、報刊、互聯網和中小學的教輔書中。問題
版圖不僅損害了國家利益，也造成了極為惡劣的政治影響。

由國家測繪地理資訊局、中宣部、外交部、教育部、工業與
資訊化部、公安部、民政部、商務部、海關總署、工商總局新聞
出版總署、國務院新聞辦、國家保密局等十三部門組成的協調指
導小組會議近日審議通過了《國家版圖意識宣傳教育和地圖市場
監管二○一二年工作要點》，要點明確，今年在廣泛開展國家版
圖意識宣傳教育活動的同時，將開展針對涉及地圖的教輔、旅遊
、引進版等圖書的檢查工作，重點檢查損害我領土主權和海洋權
益的問題地圖。

人民網：越南別再玩火
最近，中國依法查處進入西沙群島內水非法作業的越南

漁民。人民網二十六日就此發表評論，警告越南 「不要再玩
火了」。

文章說，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然而一段時間以來，越南不斷侵佔我南海領土，並進行掠奪性
資源開發。據統計，越南一共侵佔了中國南海二十九個島嶼和珊
瑚礁。出於維護亞洲安定團結的考慮，中國希望越南也能從大局
出發，及時收手，適可而止。但中國的善意並沒有換得越南對侵
佔行為的約束。

是什麼讓越南肆無忌憚，多次觸碰中國的底線呢？文章分析
，原因之一是源於其一貫的擴張政策。如今的越南崛起於紅河三
角洲的核心地帶，之後不斷向南擴張，史稱 「南進運動」。歷史
不可複製，卻被不斷重新演繹。越南在南海步步推進，擴張性應
該是其動力源泉之一。

原因之二是機會主義思想作祟。越南認為，在美國高調介入
南海爭端之後，力量的對比對越方有利，不管越方在南海問題上
走多遠，中國都不會真正還手。同時，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也可
以博得美國的好感，獲得美國的經濟和技術援助，為未來與中國
叫板鋪平道路。

原因之三是轉嫁國內危機。二○一二年越南經濟危機四伏，
其中最嚴重者當屬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在南海問題上採取攻勢
可以激發民族主義情緒，從而轉移民眾對政府的不滿。

【本報訊】中通社二十六日引述韓國傳媒
報道，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二十六日在韓國首
爾與韓國總統李明博舉行雙邊會談，商定盡早
啟動有關專屬經濟海域邊界劃分的談判。

韓媒早前宣稱，位於中韓專屬經濟區主張
重疊區的蘇岩礁（韓國稱離于島），因管轄權
問題導致兩國關係進一步出現裂痕。

韓聯社援引李明博十二日的話說： 「蘇岩
礁問題不是一個領土問題……因為蘇岩礁位於
海平面下四至五米。」

李明博表示，首爾和北京就劃分這一區域
的專屬經濟區舉行了十六輪會談，但幾乎沒有
取得任何進展。他說，如果在未來會談中解決
了重疊區域的問題，蘇岩礁將 「自然地落入韓
國控制的區域」。

當天早些時候，韓國外交部召見中國駐首
爾大使館一名外交官，要求他澄清關於中國高
官稱蘇岩礁處於中國管轄範圍之內的報道。

韓國外交部一名高官在參與會見後說：
「在會談中，我們闡述了我國的立場，即如果

中國政府對蘇岩礁行使管轄權，我們將別無選
擇，不得不採取堅決行動。」

據報道，中國大使館負責人表示，蘇岩礁
位於中國的專屬經濟海域，中方一直抗議韓國
在此建立科學基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十二日在答記者
問時表示，中方關於蘇岩礁的立場是明確的，
其歸屬須雙方通過談判解決。在此之前，雙方
都不應在該海域採取單方面舉動。同時，中韓
雙方就蘇岩礁問題也是有共識的，即該礁不具
有領土地位，中韓雙方不存在領土爭端。

據悉，國際海洋法規定，任何國家不能聲
稱對位於海面之下的礁石擁有主權。

十九日，韓聯社報道稱，韓國海洋警察廳
部署了一架飛機，以加強蘇岩礁附近海域的海
上安全保衛。

【本報訊】新華社青島二十六日消
息： 「大洋一號」遠洋科考船二十六日
駛離青島母港，前往南海進行中國大洋
第二十六航次綜合海試，預計將於四月
十八日從海南三亞正式起航執行遠洋科
考任務。

中國大洋第二十六航次船舶航行保
障方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介紹，這個航
次預計歷時三百八十天，計劃於二○一
三年五月二日返回青島，航次主要任務
是在印度洋、大西洋開展多金屬硫化物
、生物資源和環境調查，同時兼顧相關
科學問題的調查研究，計劃停靠塞浦路
斯、尼日利亞、巴西、南非和毛里求斯
補給。

據了解，中國大洋第二十六航次綜
合海試計劃為十八天，四月十二日抵達
三亞。海試期間，將主要檢驗 「大洋一
號」船的整體性能，包括動力定位系統
等；完成執行大洋二十六航次所需的主
要調查設備的海試；鍛煉裝備使用維護
隊伍，加強ROV等操作人員培訓。本
次海試共有六類四十三件套設備參加海
試，如動力定位系統、電法探測儀、
ROV 及搭載設備、中深孔鑽機和深海
攝像系統等。

目前，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已完成
本航次航行作業計劃；收集掌握所經海
區水文氣象資料，更新航海圖書資料一
百二十四份、配備了電子海圖、更新光
碟；制定了十二個應急預案，包括防海
盜襲擊、氣象保障和防抗颱風、外事活
動等方面；加強了對二十六航次作業海
區氣象預報和指揮工作。

建設東北物流商貿核心區建設東北物流商貿核心區
「四運聯動」支撐物流港啟動
空港優勢：物流港距全國六大地區性樞紐機

場之一的桃仙國際機場僅20分鐘車程。
海港優勢：瀋陽臨近環渤海的大連、營口、

錦州、丹東、盤錦等5個港口。港港聯運可實現年
7億噸的吞吐量。

鐵路優勢：瀋陽具有東北地區最先進的路網
性樞紐編組站，並可接入國家鐵路網，以及外蒙
、俄羅斯等國家的鐵路網。

公路優勢：京瀋、瀋彰等多條高速公路匯聚
於區內，可直連瀋陽 「一環五射」的高速公路框
架。

「四位一體」構築物流港目標
瀋陽國際物流港總體規劃建設成為立足瀋陽

經濟區、輻射東北、連接東北亞經濟圈，融合物
流、生產、商貿、金融、信息、電子商務等於一
體的新一代物流港和遼寧沿海經濟五點一線 「億
噸級」港口群的內陸 「旗艦港」。

一、建立東北亞地區資源品、工業品和消費
品物流信息平台，實現物流電子化、自動化。

二、建設大連、錦州等沿海港的內陸腹地調
度和指揮中心，通過建立前置功能、保稅通關職
能，與海港、空港等形成高效、快捷的港港聯運。

三、建設串聯瀋陽生產區域和消費市場，促
進周邊地區商貿發展和城市功能完善，實現港城
一體。

四、建設連接瀋陽經濟區各大產業園區與國
內外各資源區和市場區之間的信息及交通的樞紐
節點。

「項目集聚」助推物流港壯大
截至目前，潤恆農產品物流園、中鐵集裝箱

、申通東北電子物流園、普洛斯物流園、潤恆冷
鏈物流、卓爾國際商品城、五洲國際工業博覽城
等一大批重點商貿物流項目簽約入區，投資總額
將超過600億元，目前各重點項目手續辦理已就緒
，將陸續開工建設。

▲物流港效果圖▲物流港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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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國家《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和鐵道部《鐵路按照國家《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和鐵道部《鐵路 「「十一五十一五」」 規劃》、《鐵路規劃》、《鐵路 「「十二十二
五五」」 物流發展規劃》的總體安排，到物流發展規劃》的總體安排，到 「「十二五十二五」」 末，將在全國建設末，將在全國建設1818個鐵路集裝箱物個鐵路集裝箱物
流中心，作為全國鐵路運輸的戰略規劃布局。流中心，作為全國鐵路運輸的戰略規劃布局。

瀋陽作為東北的核心區，當仁不讓地成為全國瀋陽作為東北的核心區，當仁不讓地成為全國1818個鐵路物流戰略布局之一，經權個鐵路物流戰略布局之一，經權
威部門周密論證，威部門周密論證，20102010年瀋陽中心站正式選址地處母城西郊的產業新區──于洪區，年瀋陽中心站正式選址地處母城西郊的產業新區──于洪區，
于洪區也隨之成為國家鐵路運輸在東北最為重要的戰略空間。于洪區也隨之成為國家鐵路運輸在東北最為重要的戰略空間。

于洪區以建設東北地區最大的陸路物流樞紐為目標，在核心區規劃于洪區以建設東北地區最大的陸路物流樞紐為目標，在核心區規劃6060平方公里的平方公里的
發展區域，強勢啟動發展區域，強勢啟動 「「瀋陽國際物流港瀋陽國際物流港」」 規劃建設。規劃建設。20112011年，瀋陽國際物流港被確定年，瀋陽國際物流港被確定
為遼寧省惟一以物流港命名的省級重點產業園區。為遼寧省惟一以物流港命名的省級重點產業園區。

于洪區位於遼寧老工業基地的中心地帶、瀋陽經濟
區核心位置、瀋阜城際連接帶的龍頭區域。于洪區總面
積499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四環以內216平方公里，下轄

12個街道，總人口66.2萬，在瀋陽中心城區西北部呈環
抱之勢，被市委、市政府確定為瀋陽城市建設的拓展
區、經濟發展的增長極。

經研究論證，于洪區確定了 「兩區三基地」的總體
定位和產業定位， 「兩區」即現代化生態新城區、統籌
城鄉發展示範區； 「三基地」即瀋陽裝備製造配套產業
基地、瀋陽經濟區現代商貿物流基地和國家級現代農業
示範基地。確定 「一區、兩城、三市鎮」的空間布局。
其中 「一區」即三環內區域，重點建設丁香湖新城、于
洪新城； 「兩城」就是在三四環之間，建設永安新城和
平羅灣新城； 「三市鎮」就是在四環以外地區建設蒲河
溫泉新市鎮、九龍河新市鎮和光輝新市鎮。

圍繞 「三年再造一個新于洪，五年經濟總量翻兩
番」經濟發展目標，以裝備製造、市場物流、現代農業
為重點，形成了三次產業齊頭並進、協調發展的良好局
面，綜合經濟實力位居全市 「第一集團」。2011年地區
生產總值實現379億元，增長14%；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實
現36.8億元，增長29.4%，稅收收入實現31.1億元，增長
36%，稅收收入佔一般預算收入的比重達到84.6%；固定
資產投資實現252億元，增長25%。計劃到 「十二五」末
期，于洪區將在全市率先實現全域城市化。

在產業發展上，總體規劃為 「一帶、四區」，其中
「一帶」即蒲河休閒旅遊產業帶， 「四區」即現代商貿

物流產業區、裝備製造配套產業區、新興產業區、現代

農業科技園區。在工業方面，重點發展裝備製造配套產
業和新興產業，力爭在 「十二五」末期，全面構建生態
環保型、科技創新型、結構優化型現代工業體系，規模
工業總產值突破3100億元，兩化融合發展指數達到70以
上。服務業方面，總體定位為瀋陽經濟區現代商貿物流
基地、瀋陽西部區域性商業中心，以大市場、大物流為
重點，建成瀋陽經濟區國際物流港、瀋陽西北區域性商
業中心、瀋陽現代旅遊度假基地。農業方面，總體定位
為現代農業、高效農業、都市農業，重點規劃建設工廠
化現代農業示範園、優質種苗繁育基地和綠色食品生產
基地、溫泉旅遊觀光農業園，打造國家級現代農業科技
園區。

于洪區堅持做優投資軟環境，全面縮減審批項目、
審批時限、審批流程，182個審批項目削減為137項，即
辦項目由27項增加到54項，全面壓縮收費項目，除法定
剛性收費外， 「區級收費全取消，市級收費區代繳」，
成為了名副其實的 「無費區」。開展了 「送服務上
門」、 「企業日」和 「角色互換」等系列活動。

于洪區相繼獲得國家級生態區、國家級現代農業示
範區、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全國文化先進單位、
遼寧省最佳投資環境區、瀋陽經濟區統籌城鄉綜合配套
改革示範區、瀋陽市優質均衡教育發展示範區、瀋陽市
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綜合配套改革示範區、瀋陽市首批
「兩化」融合試驗區等多項殊榮。

瀋陽瀋陽．．于洪區于洪區

宜居新城市宜居新城市 無費投資區無費投資區

▲于洪區區位圖▲于洪區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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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商定盡快談判
劃分專屬經濟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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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下旬，中國海軍南海艦隊某驅逐艦支隊組織艦艇奔
赴外海，與航空兵、潛艇等單位互為對手練攻防，開展了連
續七十二小時對抗演練，通過連續不間斷的攻擊和防禦，加
強連續作戰能力。在數天近似實戰環境的對抗訓練中，該支
隊一路開進，一路攻防，從難、從嚴、從實戰出發摔打部隊
，艦艇戰鬥力建設得以穩步推進。 中國軍網

▲二十六日，讀者在北京一家書店內挑選正規中國地圖。中國今年將深化 「問題地圖」 專項
治理行動，重點檢查損害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問題地圖 中新社

南海艦隊驅逐艦練攻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