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件台籍志願軍參戰文物首公布
軍功章立功獎狀記錄歷史榮光 中華民族復興征程上台胞從未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遼寧瀋陽

報道）第十一批抗美援朝志願軍烈士遺骸

歸國前夕，一批由家屬和後人捐贈的台灣

籍志願軍老戰士參戰文物在遼寧首次披

露，隨之也牽出了一段段鮮為人知的台胞

投身中華民族復興征程的故事。這批文物

主要為台灣籍志願軍老戰士在抗美援朝戰

場上的立功證書、獎狀等，儘管老戰士們

已經故去，人們仍能從這些文物中清晰看

到他們在戰爭前線以及戰備大後方對戰

鬥、生活、醫療等多方面作出的貢獻。台

灣籍志願軍老戰士杜慶鐘的女兒杜倩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希望通過

這些文物的問世，讓更多人關注到這段歷

史，「台灣同胞在民族解放和民族復興的

征程中從未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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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江蘇省消
防救援總隊27日發布南京「2．23」重大火
災事故調查情況，10人被採取刑事強制措
施。
2月23日凌晨4時35分許，南京市雨花

台區一棟居民樓發生重大火災事故，造成
15 人死亡、2人重傷、42 人輕傷或輕微
傷，直接經濟損失3,300餘萬元。經調查認
定，這是一宗違規改裝的電動自行車超標
大容量鋰離子電池熱失控起火引起的重大
火災責任事故。
事故發生後，江蘇省成立「2．23」重大

火災事故調查組，省紀委監委成立事故追
責問責審查調查組。調查組查明，火災原
因為小區某住戶停放在6號樓2單元東側架
空層的電動自行車鋰離子電池熱失控起

火，引燃周邊電動自行車和住戶天井內違
章搭建並堆放的可燃物，在煙囪效應作用
下，燃燒產生的火焰和高溫有毒有害煙氣
快速突破天井內部分住戶外窗至室內，多
種因素疊加導致火勢擴大蔓延，造成人員
傷亡。

依法處理涉事物業服務等7家企業
涉事電動自行車車主、非法生產銷售鋰
離子電池個體經營者、南京某物業管理公
司項目部負責人等10人因涉嫌犯罪，被公
安機關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涉事電動
自行車生產銷售、物業服務等7家企業，由
政府相關部門依法依規進行處理。對事故
中存在失職失責問題的地方黨委政府及有
關部門的公職人員進行嚴肅問責。

南京「2．23」重大火災事故
10人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上海發
布」消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27日發
布消息，上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區委書
記朱芝松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公開資料顯示，朱芝松生於 1969 年 2
月，1989年7月參加工作，曾任上海航天
局局長、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等職，2021
年起任上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區委書
記。
上海市委常委會11月27日舉行會議，傳

達中央對朱芝松涉嫌嚴重違紀違法進行紀
律審查和監察調查的決定。市委書記陳吉
寧主持會議並講話。會議強調，中央紀委
國家監委對朱芝松涉嫌嚴重違紀違法進行
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充分表明了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黨要管黨、全面
從嚴治黨的鮮明立場，充分體現了把
「嚴」的主基調堅持下去、把黨的自我革
命進行到底的強大意志，充分釋放了以
「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堅決打贏反腐
敗鬥爭攻堅戰持久戰的強烈信號。

上海市委常委朱芝松被查 涉嚴重違紀違法

11月26日，濟南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發布

中標公告顯示，山東省濟南市平陰縣低空

經濟特許經營權以9.24億元（人民幣，下同）成交。相

關領域專家分析指出，此次出讓具有一定示範意義，未

來低空經濟發展路徑仍需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進行探

索和調整。

平陰縣地處山東省濟南市西南部，在濟南市統計局發

布的2024年前三季度各區縣經濟「成績單」中，以198.8

億元在公布的15個縣區中排名第11。2023年平陰縣一般

公共預算收入為32.46億元，而這次拍賣低空經濟特許經

營權所獲資金佔32.46億元的28.4%，算得上是地方財政

的一個「大收入」。低空經濟特許經營權是什麼？

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成都）低空經濟

研究院院長朱克力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低空經濟特許經
營權，是政府授予特定企業或個人在一定期限內，對特
定區域的低空經濟進行獨家經營的權利。這包括低空飛
行服務、低空物流、低空旅遊等多個領域。

多省市將低空經濟寫進政府工作報告
在政府層面，不斷推出低空經濟相關政策。據統計，

全國已有100餘個城市發布了與低空經濟相關的政策性

文件，並有多個省市將低空經濟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

其中還對目標產業規模作出規劃。

如，到2027年，上海和河南均把目標定在500億元以

上，安徽力爭800億元，北京和湖北則要做到1,000億元

規模，而廣東計劃2026年超過3,000億元……所以，一

個看上去似乎並不起眼的小縣城，低空經濟特許經營權

賣出9.24億元也不足為奇。

朱克力表示，為了支持和規範低空經濟的發展，國家

層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儘管尚未有專門針對低空

經濟特許經營權的全國性法律法規，但包括行政許可

法、地方性法規及政策文件、通用航空相關法律法規等

共同構成了低空經濟特許經營權的法律法規支撐體系。

這些法律法規為低空經濟特許經營權的設立、實施、監

督等提供了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因此，低空經濟特許

經營權在法律法規上是有其依據的。

專家：拓寬地方經濟發展空間
據了解，此次中標平陰縣低空經濟特許經營權的單位

為山東金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該公司由平陰縣財政局

全資控股，並於今年 11 月 5 日成立，註冊資本為 2 億

元。

天津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東北財經大

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研究員焦建國在接受採訪時表

示，當地政府財政部門全資控股公司中標當地政府通過

發改部門發標的項目，並不是簡單地用自己的錢買「自

家東西」。

具體看，該公司註冊資本為2億元，原則上至少還須

融資7億元上繳到縣財政，所以這也是地方財政增收的

一種方式。

同時，也有利於地方政府更好地引領低空經濟這樣的

新興產業，並通過低空經濟拓寬地方經濟發展空間。但

要防止類似低空經濟這樣的新興產業，成為形成地方新

增隱性債務的工具，從而落入「指山賣磨」的誤區。

朱克力也認為，此次山東一地低空經濟特許經營權的

出讓，確實為全國首例，標誌着低空經濟領域在探索新

發展模式、逐利地方從土地財政轉向「低空財政」上邁

出重要一步。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特許經營權出讓有助

於吸引社會資本參與低空經濟建設，推動產業快速發

展。同時，通過明確經營主體的權利和義務，也有助於

規範市場秩序，保障公平競爭。

●中新社「國是直通車」

特稿

山東一縣9億「賣天」內地首例低空經濟特許經營權出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于珈琳
遼寧瀋陽報道）
在採訪中，陳等
的外孫女沈津也
向記者展示了多
份台灣島內親人
寄 給 外 公 的 家
書。「這些家書
是 起 初 在 恢 復
『三通』時外公
與島內親人的往
來信件，後來有

了電話，信就越來越少了。」她回憶道，家書
的內容主要是彼此報個平安，聊些近況。「外
公還會在信裏介紹一下大陸的情況，特別是上

個世紀九十年代，很多島內的親戚對大陸有很
多誤讀，外公就會在信裏寫上我們的真實的情
況，大陸的生活狀況如何如何，無形中也起到
了溝通交流的作用。」
「當時島內對大陸的很多信息是避而不談
的，甚至很多親屬潛意識裏就以為大陸很困
難、很落後。」沈津說，這些隔閡也是外公不
想看到的。「外公常說，兩岸同胞是親兄弟、
一家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必須一起
流血犧牲、抵禦外辱。」沈津介紹，外公陳等
在1948年9月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十軍，先
後參加了遼瀋戰役、平津戰役、解放武漢等戰
役，並參加了解放海南島戰役。此次捐贈，她
也希望用文物來緬懷許許多多和外公一樣英勇
戰鬥的先輩，在和平年代為推動祖國和平統一
貢獻力量。

家國情義不間斷 兩岸家書成見證

●張茂煌，1928年12月生，台灣嘉義人。1951年8月
至1952年12月，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共立三等功三次。

●杜慶鐘，1915年11月生，台灣新竹人。1950年12月
至1954年4月，先後在旅大市醫管處第八和第七醫院擔
任主治醫師，參與救治抗美援朝傷員，榮立一等功、三
等功各一次。

●陳等，1929年生，台灣台北人。先後參加了遼瀋戰
役、平津戰役、解放武漢等戰役。抗美援朝戰爭爆發
後，又隨部隊赴朝參戰，1952年9月，在五五二團通訊
連擔任電話員時立三等功。

●陳炳煌，1931年生，台灣高雄人。1950年11月參加
抗美援朝戰爭，任26軍政治部保衛部政治偵察員。1951
年1月，在朝鮮八井里立三等功。1951年6月，在朝鮮貴
洛里立四等功。

台灣籍志願軍老戰士小檔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這批文物來自於張茂煌、杜慶鐘、陳等和陳炳
煌四位台灣籍志願軍老兵。每一件文物背

後，都講述着他們在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奮戰故
事。「小時候我就喜歡和弟弟妹妹們一起圍坐在
外公身邊聽他講上戰場打仗的故事，」陳等的外
孫女沈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回憶起外公在世時的
點滴，「記憶最深的故事就是他給我們講如何立
下三等功。」1952年9月，抗美援朝戰場戰事吃
緊，由於通訊信號不好，無法向後方發送支援訊
息，當時在五五二團通訊連擔任話務員的陳等主
動請纓，在槍林彈雨中以最快速度接通了通訊信
號。「子彈從他身邊飛過，被火藥炸飛的泥土不
斷濺射在外公身上，可是他仍然靠着扎實的專業
技術將請求增援的訊息成功發送，成功保護了戰
友的生命。」

家屬：是保家衛國正義之戰的見證
在沒有制空權的抗美援朝戰場上，位於丹東一
側的機場就承擔着擊落敵機的重任。在這裏，台
灣籍志願軍老戰士張茂煌承擔着為戰機維護保養
的工作。他的兒子張連青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他在小時候還曾見過父親的幾件軍
功章和立功獎狀，長大後才知道那都是父親參加
這場保家衛國正義之戰的見證。「這次捐贈的這
張一等功喜報，本來是應該由部隊寄給父親的台
灣家中，但始終沒有寄出去，就一直留在了父親
手中。」

台籍醫生東北解放前線救治解放軍傷員
與前線戰鬥一樣緊張的，還有戰爭後方的醫療

保障與傷員搶救工作。「我知道的就有兩位和我
父親一樣，在後方從事救治工作的台胞醫生。」
台灣籍志願軍老戰士杜慶鐘的女兒杜倩告訴記
者，不善言辭的父親醫術精湛，曾在1948年3月
至11月帶領旅大市第七醫療隊赴遼南前線救治解
放軍傷員，更為東北解放作出過貢獻。「這一次
捐贈的這個一等功證書，有一層特別的意義在
於，有很多台灣籍醫生投身到抗美援朝戰爭中，
但可能他們並沒有留下這些見證的文物。」
在這份立功證書上這樣寫道：「能迅速而正確

的診斷加緊治療，故而挽救了許多重傷員的危
機，同時減少了死亡率。」杜倩告訴記者，早年
曾赴日本大學學醫的父親，畢業後就回到大陸一
直從事着醫療救治的工作。「最遺憾的是父親一
生都沒能再回到家鄉台灣。」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幾度哽咽，杜倩也表達了期待早日到
台灣祭祖的心願，「2016年，在台灣堂哥的幫助
下，父親的骨灰終於安葬進祖塔，也了卻了他生
前想回到家鄉的願望。」

●台灣籍老戰士家屬在遼寧省台聯組織下，向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捐贈參戰文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台灣籍志願軍老戰士陳等獲得的三等功獎
狀。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張茂煌在1952年6月任空軍第四師
第十二供應大隊汽車隊任班長時榮獲
一等功。 香港文匯報瀋陽傳真

◀ 台灣籍志願軍老戰士陳等在抗美援朝戰
爭中的立功勳章。 香港文匯報瀋陽傳真

▲台灣籍志願軍老戰士杜慶鐘家屬捐贈的
立功證書。 香港文匯報瀋陽傳真

●陳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收到的台灣寄來的家書。

香港文匯報瀋陽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