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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男士勿扰）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锦绣天地底商 电话微信：18730726672 无痛催乳刘老师

美国在亚洲部署中导系统
的步伐越来越快。菲律宾陆军司
令罗伊·加利多近日公开表示，
将采购和装备美制“堤丰”陆基
中程导弹系统，遭到中国的强烈
反对。接受记者采访的中国专家
表示，“堤丰”系统装备的“战斧”
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达 1800公
里，远远超过菲律宾的战场情报
收集和监视能力，想要发挥该系
统的能力，菲律宾军方实际上必
须依靠美国的协助。因此五角大
楼的如意算盘是名义上由菲律
宾装备“堤丰”系统，实际作战指
挥权则掌握在美国手里，作为美
国干涉亚太事务的“大棒”。

菲军方要买
“堤丰”导弹系统

法媒称，菲律宾计划购买美
“堤丰”系统作为“确保其海洋利
益的一部分”，引发了中国对地
区军备竞赛的警告。报道称，今
年 4 月，美国以军事演习为借
口，首次在菲律宾北部部署了

“堤丰”系统。按原先计划，该系
统应于 9月甚至更早时间运走，
但美军随后“食言”，宣布将长期
在菲律宾部署该系统。

菲律宾陆军司令罗伊·加利
多中将在 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菲律宾将采购“堤丰”系
统，“因为在我们的群岛防御实
施概念中看到了它的可行性和
功能性”。“我很高兴地向我们的
同胞报告，军队正在发展这种能
力，以保护我们的主权。”他表
示，“堤丰”系统将使菲律宾陆军
能够向外“投射力量”，“你必须
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距离海岸
线 200 海里之外的地方没有陆
地，军队也不能去那里”，而“堤
丰”系统“将保护我们的浮动资
产（即菲律宾海军和海岸警卫队
的船只）”。

加利多还表示，相关采购费
用尚未纳入 2025 年的预算中，

通常菲律宾军方从规划阶段到
获得新的武器至少需要 2年或
更长时间，例如从印度采购“布
拉莫斯”巡航导弹花了 5年时间
才最终在去年交货。

针对菲律宾军方称计划采
购美国“堤丰”中程导弹系统以
保护其海上利益，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 2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方已多次阐明了坚决反对
的严正立场，再次敦促菲方尽早
纠正错误做法，按照此前公开承
诺尽快撤走“堤丰”中导系统。

毛宁表示，关于美国在菲律
宾部署中导，中方已多次阐明了
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菲方引入
中导系统这一战略性、进攻性武
器，是配合域外势力制造地区紧
张对立、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
赛的挑衅和危险举动，是对本国
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历史和地区
安全极不负责任的选择。

“本地区需要和平与繁荣，
不需要中导和对抗。我们再次敦
促菲方正视地区国家和人民呼
声，尽早纠正错误做法，按照此
前公开承诺尽快撤走‘堤丰’中
导系统，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毛宁说。

威胁具体有多大

据介绍，“堤丰”系统是美国
陆军研制和装备的新一代陆基
中程导弹系统，也是美国钻《中
导条约》空子的应急产物。此前
美国陆军研发的“精确打击导
弹”射程只有 482公里（规避《中
导条约》500公里的射程限制），
而新研发的“暗鹰”高超音速导
弹射程高达 2776 公里。此间留
下的空白急需弥补，“堤丰”系统
由此应运而生。它本质上是将 4
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安
装在轮式拖车上，具备一定的公
路 机 动 部 署 能 力 ，也 可 以 由
C-17 战略运输机快速空运。根
据当前五角大楼公布的计划，

“堤丰”系统可以发射两种导弹：

射程 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
弹和射程 460公里的“标准-6”
导弹，该系统部署在菲律宾，其
作战半径将威胁到南海和台海
附近，甚至覆盖中国东南沿海部
分地区。此外，如果在关键时刻
用该中导系统封锁出入西太平
洋的关键海峡和通道，将成为美
国反制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
战略的重要举措。

今年 10 月，驻夏威夷的美
国陆军第 25步兵师师长埃文斯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美军
在菲律宾北部部署的“堤丰”系
统“极其重要”，因为它使得美菲
两军能够展开联合训练，以应对
在亚洲群岛条件下使用这种重
型武器的可能性，并表示美菲双
方已同意“将该导弹系统无限期
地留在菲律宾北部以增强威慑
力”。菲律宾军方此后也证实，美
军“堤丰”中程导弹系统仍将长
时间部署在菲律宾北部。在被问
到“美军是否可依据‘加强国防
合作协议’在菲律宾战略据点部
署导弹”时，菲律宾海军发言人
更明确表示，“菲律宾的紧急应
变计划包括台湾海峡冲突升
级”。

除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外，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堤丰”系统
的计划也遭到俄罗斯的警告。

今年 11月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
了一枚新型“榛树”高超音速中
程弹道导弹后，俄罗斯外交部
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回答“俄
罗斯是否考虑在亚洲国家部署
中短程导弹”时表示，如果亚洲
出现类似的美国系统，俄罗斯
就会考虑在亚洲部署中短程导
弹。他强调说：“当然，这也是多
次讨论过的选项之一。美国类
似系统出现在世界任何地区都
将决定我们的后续行动，包括
在军事和军事技术领域采取回
应措施。”里亚布科夫进一步强
调说：“俄罗斯总统已明确指
出，‘榛树’是一种新的中程导
弹系统，潜在部署不受任何限
制。由于美国政府打错算盘，即
首先退出《中导条约》，对部署
这类系统没有任何限制。”

从性能上看，“堤丰”系统虽
然号称是美国新一代中导系统，
但它其实是“新瓶装旧酒”，其配
备的“战斧”巡航导弹与“标
准-6”导弹都不算新装备，例如
射程最远的“战斧”巡航导弹是
冷战时期设计的亚音速巡航导
弹，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存在
飞行路线相对固定、突防能力差
等弱点，与俄罗斯的“榛树”高超
音速中程弹道导弹存在“技术代
差”。

“醉翁之意不在酒”

接受记者采访的中国专家
表示，作为典型的中程导弹系
统，“堤丰”系统其实并不能单独
作战，而是需要完整的侦察、指
挥和保障等体系支持。完整的

“堤丰”系统包括导弹发射车、指
挥控制车、导弹装填车、吊装车
和电源支持车等，而在实战中，

“堤丰”系统需要其他侦察平台
提供的战场情报，才能为“战斧”
和“标准-6”导弹提供目标指引。
即便菲律宾未来采购“堤丰”系
统，但想让其发挥完整战力，实
际需要全面接入美军作战指挥
体系才有可能实现。从这个角度
看，菲律宾所谓的引进“堤丰”系
统，本质上是美菲在进一步加强
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美国一
再用部署“堤丰”系统试探亚洲
盟友，试图为其在中国附近寻找
落脚点，但各国普遍担心因此卷
入战火而拒绝。如今菲律宾允许
美国长期部署“堤丰”系统并试
图引进，相当于率先被绑上“美
国战车”。

专家表示，根据国际导弹及
其技术控制制度的防扩散出口
管制规定，对外出口的导弹射程
不得超过 300公里，目前尚不清
楚如果菲律宾引进“堤丰”系统，
将具体配备何种导弹。美媒提
到，由于MK41系统具备高度通
用性，因此未来不排除“堤丰”系
统可以发射种类更多的新型对
地攻击导弹和防空导弹。即便菲
方引进的“堤丰”系统名义上仅
配备近程导弹，只要有必要即可
换为射程更远的型号。但专家也
表示，“堤丰”系统的车队目标明
显，战场机动能力有限，特别是
在基础设施相对较差的菲律宾，
很难摆脱对手的无人机与太空
侦察。因此如果卷入冲突，它很
可能成为对手第一时间消灭的
目标。 据《环球时报》

“配合域外势力制造地区紧张对立、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

“堤丰”会给菲律宾带来什么？

据报道，美国枪支暴力肆虐，圣诞之
际更是枪案频发，2024年以来已有超过
1.63万人在各类枪支暴力事件中死亡。

美媒分析称，在“持枪自由”的名义
下，枪支文化已深深融入美国的“DNA”
之中。无休止的枪支暴力，只会让所有人

“都不那么自由”，枪患痼疾何时才能被根
除？

枪支文化
“已融入美国DNA中”

12月 16日，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市一所教会学校发生枪击案，一名 15岁
的学生开枪，造成 2人死亡，另有 6人受
伤，该学生随后自杀身亡。

12月 17日，美国枪杀联合健康集团
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的嫌疑人路易
吉·曼吉奥内在纽约被起诉。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数
据，2024年以来，美国已发生至少 493起
大规模枪击案，已有超过1.63万人在各类
枪支暴力事件中死亡，超过3.09万人在各

类枪支暴力事件中受伤。
美国某在线新闻杂志近日刊文称，枪

支暴力在美国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枪击案
已不再引人注目。

文章称，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公
民持枪权，持枪自由被美国人视为重要的
个人权利，枪支文化已被编码到“美国身
份的DNA中”。

然而，18世纪被视为“合理”的自由
权利，在今天看来已显得不合时宜，且充
满致命风险，亟待实质性改革。

澳大利亚控枪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

文章强调称，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澳大利亚在面对枪支暴力问题时采取
了果断行动。

1996年 4月 28日，澳大利亚塔斯马
尼亚州亚瑟港发生大规模枪击案，一名男
子向一群游客开枪，造成35人死亡，23人
受伤。这场震惊全国的枪击案是澳大利亚
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杀案。

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霍华德决定推行
全面的枪支管控政策，与各级政府达成跨
党派协议，进行大规模枪支回购、禁止私
人枪支交易，并要求所有枪支所有者进行
强制注册。

该文章援引数据称，从 1995 年至
2006年，澳大利亚枪支相关的谋杀案减
少了 59%。此外，枪支相关的自杀事件也
减少了65%。

所谓的“自由”
是真是假？

回溯美国控枪历史，虽然历经诸多讨
论与尝试，却始终未能达成实质性的、具
有变革意义的突破。

1994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短
暂的控枪法案——联邦攻击性武器禁令。
但由于其设定的 10年期限条款，这项禁
令于2004年9月失效，美国国会此后未再
重新授权。

相反，1996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所谓
的“迪基修正案”，该法案在全国步枪协会

的极力游说下，最终成为法律。这条法案
竟然规定，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为用
于伤害预防和控制的资金，“不得用于宣
传或推动枪支管控”。

文章提到，美国到底应该在国家、州
和地方层面上对枪支销售和持有施加哪
些限制？许多枪支安全运动的支持者提供
了“常识性”解决方案。然而，对一个人来
说是“常识”的规定，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
被视为“自由的剥夺”。

该文章接连发问：“当每年有数万人
因枪击案死伤，难道我们还谈得上自由
吗？当枪支游说团体为追求更大的权力和
利润，与政客勾结服务于枪支制造商时，
我们的自由又剩下多少？”

在美国，几乎每天都会听到又一起大
规模枪击事件的消息，而这些仅仅是冰山
一角——还有无数生命在全美各地的城
市和小镇中被枪支夺走，却未能引起广泛
关注。

在美国“持枪自由”的名义下，还会有
多少宝贵的生命被迫过早终结？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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