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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这是国际社会在抗击艾滋病、埃博拉、

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中

取得的重要经验，是各国人民合力抗

疫形成的广泛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 2日主持召

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指出，这次疫

情发生以来，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密切同世

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友好合作，

主动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和病毒信

息、抗疫经验做法，向10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和技术

援助，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继续履行国际义

务，发挥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作

用，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

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经过

艰苦卓绝努力，付出巨大代价，承受重

大牺牲，中国有力控制住了新冠肺炎

疫情，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中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

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

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

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

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要

的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截至5月下

旬，中国已向将近150个国家和4个国

际组织提供了紧急援助；向24个有紧

急需求的国家派遣了 26支医疗专家

组，为170多个国家举办了卫生专家专

题视频会议；还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开足马力生产紧缺的医疗物资和设

备，仅口罩和防护服就分别向世界出

口了568亿只和2.5亿件。这是新中国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紧急人道

行动，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在这次全球

公共卫生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展现出高度的国际责任感，值得

国际社会高度赞扬。

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

和灾难的斗争史。正是一次次齐心协

力、携手合作，人类社会才一次次战胜

重大疫情。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

疫情，国际社会没有退缩，各国人民勇

敢抗疫，守望相助、风雨同舟，汇聚起同

疫情斗争的国际合力。实践告诉我们，

面对疫情，各国应超越地域种族、历史

文化乃至社会制度的不同，携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人类共同家

园。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政

治操弄只会给病毒以可乘之机，以邻为

壑只能被病毒各个击破，无视科学只会

让病毒乘虚而入。面对这一全人类的

共同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

其身，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

结和合作。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认识

到，当前形势下，加强国际团结和多边

主义对全球抗击疫情至关重要。只有

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

力，才能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

病斗争的最终胜利。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是人类立足当前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着眼长远应对各种重大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的根本大计。现在，疫情还在蔓

延，防控仍需努力。国际社会当务之

急是全力搞好疫情防控，尽快遏制疫

情在全球蔓延态势，尽力阻止疫情跨

境传播；发挥世卫组织领导作用，形成

支持世卫组织就是支持国际抗疫合

作、支持挽救生命的共识；加大对非洲

国家支持，帮助他们筑牢防线；加强全

球公共卫生治理，完善公共卫生安全

治理体系；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加强国际

合作，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中国将继

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决落实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

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宣布的中国推进

全球抗疫合作五大举措，为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人类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

础。在病毒肆虐的今天，团结合作战

胜疫情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

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

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才能迎来人类

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学者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芒种到，麦金黄。眼下，我国夏粮主
要作物冬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一台台
收割机在麦田里往返穿梭，丰收在望。

面对暖冬、新冠肺炎疫情、病虫害等
一系列风险挑战，各地通过超常规助农
措施，努力降低疫情等对夏粮生产的影
响，取得了积极而明显的成效。那一粒
粒归仓的收获，是对耕耘的回报，更是中
国应对挑战开启新局的底气。

时下的江淮大地，蓝天下金色麦田
耀眼夺目。
“今年小麦从种到收遇到不少困难，

没想到收成还挺好，亩产比去年要高
200斤。”张海清是安徽省定远县种粮大
户，流转了 1200 多亩地，种了多年的麦
子，今年格外感慨。

冬小麦从种到收，要经历七八个月时
间。作为每年收获的第一茬粮食，产量受
制于天气好坏、病虫害轻重等多重因素。

张海清的麦子去年10月播种，今年5
月28日开镰，“播种时遇到干旱，好不容易
麦子种下去了，返青田管时又遇到疫情。”
“县里给我开了运送农资的绿色通

行证，农技人员通过微信群及时提供信
息，开具个性化的‘田管处方’。”张海清
说，得益于政策“及时雨”，小麦保住了。

5月下旬以来天气晴好，午季小麦
各主产省相继开镰收割。截至 6月 4日
17 时，安徽、河南两省已分别收获小麦
4049.6 万亩和 6900万亩，收获进度分别
达到94.2%和 80.7%。
“疫情给今年小麦生产管理带来巨

大挑战，除草、施拔节肥、防治赤霉病等
全都不能耽误，否则产量必将受创。”安
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董召荣说，“重重
考验之下，开镰丰收着实来之不易。”

春耕伊始，疫情给农业生产造成冲

击。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超常规政策措
施陆续推行，确保战“疫”、生产“两不误”。

3月 2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印发《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
南》，要求从农村实际出发，制定差异化
防控措施，不搞“一刀切”，打通农资供
应、农机作业、农民下田等堵点。农业农
村部开展奋战100天夺取夏粮丰收行动。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地积极作
为、精准落实，明确解决办法，力保化肥、
农药、种子等农资供应。
“今年小麦赤霉病防治领导力度、投

入力度、调度力度均超历史。”安徽省农
业农村厅厅长卢仕仁说。

收割、秸秆回收、旋耕再播种，现代
化农机让麦收变得简单。

河南省邓州市小杨营镇安众村，大
型收割机“一马当先”，金灿灿的小麦被
齐茬儿“吞下”，打捆机紧随其后回收麦
秸，撒肥、旋耕机械交替作业，播种机种
下秋季丰收的希望。

植保无人机、农业物联网、专家在线
会诊等“云端”种地新模式，给传统农业
装上高科技的“顺风耳”“千里眼”。

刚收割完 2200多亩小麦，安徽省怀
远县种粮大户尚跃又忙着旋耕整地，准
备水稻直播。
“我每天通过手机实时监控着地里

的庄稼，发现有病虫害，可以及时做好田
间管理。”尚跃说，在线会诊解决了疫情
期间的不少难题，“返青期的小麦长势
好，但田里有杂草，专家通过手机视频给
出了除草方案。”
“好粮”不愁销，品质出效益。一些

主产区积极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发展优质专用小麦，更能满足市场

多元化需求。”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
管理局局长张韪说。2019年，安徽优质
专用小麦种植面积占比为53.4%，较上年
提高14.4个百分点。

在中央提出的“六保”中，保粮食能
源安全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
司长秦玉云说，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夏粮生
产形势较好，有望获得好收成，预计产量将
保持在较高水平，收购量也稳中有升。

为做到“有人收粮”“有仓收粮”，各
地粮食部门提前谋划，部署夏粮收购监
管工作，确保夏粮收购有序进行。

山东省汶上县及时搭建银企对接平
台，做到“有钱收粮”。通过“鲁担惠农
贷”“金种子丰收贷”等系列信贷产品，
为全县 118家粮食经营户提前筹措夏粮
收购资金。

一手抓收购，一手抓生产。为保
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供给，各地
加快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落实落地。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王天海说，农村以托管、流转形
式集中土地的速度正在加快，适度规
模经营渐入人心。农业龙头企业、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益成为
农业生产主力军，这是破解“谁来种
地”的可行之路。

我国粮食已连续多年增产，在基数
较高的情况下又遇疫情，还能保持稳产
高产，“中国粮仓”在疫情下经受住了考
验，交出的这份“高分答卷”，也为全球粮
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据新华社合肥6月6日电 记者

代群、陈尚营、姜刚、宋晓东、范世辉、白

明山、张志龙、马姝瑞、汪海月）

不寻常的耕耘 不一般的收获
—我国夏粮主产区夏收观察

据新华社香港6月6日电 香港主
流舆论和社会各界继续发声支持香港
国家安全立法，认为立法有助于维护香
港社会稳定，巩固香港国际经济地位。
他们指出，连日来，香港金融市场保持
稳定，股市、楼市交易活跃，这恰恰说明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给香港带来信心。

香港《大公报》6日社评指出，近期
恒生指数、楼市指数表现平稳，国家安
全相关法律维护香港社会稳定，促使香
港早日回归法治正轨，消除市场不明朗
因素，对香港只有利好，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
《香港商报》6日的时评表示，港股

近期表现稳定，资金持续流入香港，令
港汇走高，“走资”谣言不攻自破，市场
为香港未来投下信心一票。

时评说，美国以国安法为借口取消香
港独立关税区地位，此举可谓伤人一分、损
己九分，既不利美国本身，亦无损香港国际
贸易地位。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仍可
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一地
位是经中国政府同意、通过基本法确认，再
由世贸组织多边规则确立，获得其他成员
认可的法律地位，而非某一成员单独赋予。

香港舆论呼吁市民积极为相关立法建
言献策，为顺利完成相关立法凝聚最坚实

的民意基础。香港《文汇报》6日发表社评
指出，中央对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决心坚定、
态度鲜明。同时，中央重视香港民意，多方
听取港人意见。社会各界要大胆出声、谴
责“揽炒派”阻碍立法的丑行，以利消除疑
虑、求同存异，集思广益，为顺利完成香港
国家安全立法凝聚最坚实的民意基础。

连日来，香港社会各界积极发声支
持香港国家安全立法。证券界多位人
士 5日出席有关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专
题论坛时表示，国家安全立法越快越
好，有了这块“压舱石”，香港国际金融
中心地位才能得到法律制度保障。

逾 80名建制派区议员 5日发表联署
声明，重申坚定支持全国人大决定。声
明指出，香港回归 20多年至今仍未能建
立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令国家安全存在漏洞。全国人
大决定全面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及“一
国两制”，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及港人
的安全和福祉，合情合法合理。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 5日举办“百万
乡亲坚决撑国安立法”宣誓大会，全力支
持配合香港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的制定与
公布实施。该会表示，相关法律维护绝
大多数香港市民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
益，也保障香港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

香港主流舆论和社会各界认为

国家安全立法有利巩固香港国际经济地位

5月中旬的一天，新疆墨玉县人民医
院妇产科产房响起急促的急救铃声。解
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对口帮扶医疗
队队员孙秀艳放下手头工作，冲向产房。
“胎儿难产！”看到胎儿的脸色已经

青紫，孙秀艳赶忙上前，同医院医护人员
配合施救。

伴随“哇”的一声啼哭，新生儿顺利
降生。产妇米合日古丽喜极而泣，孙秀
艳也松了一口气。

4月 14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
中心医疗队 6名医护人员，来到墨玉县
开展为期 6个月的医疗扶贫活动。2010
年，他们与墨玉县人民医院建立对口帮
扶关系。10年间，他们发挥自身医疗卫
生资源优势，帮助其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让更多群众实现“大病不出县”。

当地气候干燥风沙较大，再加上卫
生条件较差，心血管、消化道、呼吸道等
疾病多发。为此，他们组织相应科室专
家组成医疗队，10余次深入农村开展大
型义诊活动，受益群众达 3 万余人次。
义诊的同时，他们还面向村民组织开展
卫生宣讲，制作发放宣传手册等。
“感谢解放军，治好了我的病！”日

前，村民阿卜力米提来到墨玉县人民医
院，向医疗队队员彭勇新表达感激之
情。阿卜力米提患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已
有 10余年，多次治疗也未能痊愈。“北京
来的医生医术就是好！今天特意带儿子
过来，也想请彭大夫帮忙检查一下。”阿
卜力米提说。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在当地多发，不
仅影响患者听力，还有可能引发脑脓肿

等严重并发症。彭勇新还记得，来到医
院后第一天查房，发现有两名患者准备
第二天接受中耳乳突手术。他经过检查
判断，对这两名患者而言，这一手术并没
有疗效。他建议改作腺样体切除手术。
主治医生一开始不理解这一做法，经过
彭勇新耐心讲解，主治医生最终接受了
建议，并请他主刀手术，自己观摩学习。
术后第2天，患者便顺利出院。

学科人才和医疗技术是医院发展的
支撑，也是对口帮扶工作的重点。在他
们帮扶下，2015 年，医院成立新生儿科
室，5年间从建科之初的三五张床位逐
步发展至如今的 30张，基本达到县级危
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标准，拥有墨玉县唯
一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为实现从
“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每名医疗队队
员帮带一至两名医院医护人员，先后培
养医护骨干数十人，留下一支“不走的医
疗队”。

2014年，墨玉县人民医院顺利通过
二级甲等医院评审。如今，医院吸引着
周边市县的不少患者前来就诊。

浇灌出一片“健康绿洲”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医疗队赴新疆墨玉县开展医疗扶贫纪事

■傅凌艳 李海峰 郭 娟

初夏时节，

广西龙胜各族

自治县龙脊梯

田景区内2000

多亩梯田层层

叠叠，与周边

村寨、吊脚楼

等融为一体，

景色迷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杭州6月6日电 （记者
屈凌燕、殷晓圣）记者从 6 日在浙江湖
州举行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
上获悉，长三角一市三省（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精心筛选一批重大合作事
项集中签约，涉及产业合作、科技创新、
生态环保、交通互联等多个领域的 19
项重大合作事项，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蓄力。

长三角一市三省

19项重大合作事项集中签约

新闻集萃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记者
樊曦）记者 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5 月份，全国铁路发送
旅客 1.57 亿人次，日均发送 508 万人
次 ， 环 比 增 加 139 万 人 次 ， 增 长
37.6%，客流呈现快速回升趋势。国铁
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铁路客流将继
续稳步回升。

全国铁路客流

呈快速回升趋势

据新华社广州6月6日电 （记者魏
蒙）6日 11时 26分，继港珠澳大桥、深中
通道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跨海通道
工程——黄茅海跨海通道，在广东省江门
所辖台山市黄茅海上打下了首根钢管桩，
代表着该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起于广
东省珠海市高栏港区，东连港珠澳大桥，
西连新台高速并与西部沿海高速相交，止
于广东省江门所辖台山市斗山镇。

粤港澳大湾区

又一跨海通道工程开建

本报讯 记者朱宏博报道：6 月 5
日，北京市 2020年随军家属进入教育行
业就业孵化培训在火箭军某培训中心开
班。此次培训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群
众工作局、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北京
市双拥办及有关学校联合组织，共 110
余名驻京部队随军家属参加。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
处处长杨树旺介绍，此次培训是贯彻
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
的意见》要求，深入开展“助力随军家
属就业工程”，促进随军家属稳定精准
就业的务实举措，旨在协助有意愿并
适合进入教育行业（以中小学、幼儿园

为主体）工作的随军家属，提高岗位适
应能力。培训结束后，培训方将根据
个人、学校双方需求匹配 3所学校安排
面试，并协助个人与教育单位签订劳
务合同和办理人事档案、社保等相关
事宜。

据了解，北京市早在 2017年就已推
动“随军家属就业工程”试点工作。3年
来，他们按照“部队提需求、多方拿岗位、
军地共组织、政策作保障”方式，不断完
善配套政策，多次组织驻京部队随军家
属专项招聘会，逐步建立“政策+协调”
的就业安置工作模式，为驻京部队官兵
解除后顾之忧。

北京市深入开展“助力随军家属就业工程”
组织2020年随军家属进入教育行业就业孵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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