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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军情

此次赴陆军勤务学院学习，并非我
第一次来中国。两年前，我就曾到中国
留学。那时候，我在位于山东青岛的解
放军海军潜艇学院接受培训，学习打捞
与搜救。在那里，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
事：当年，面对中国要不要自主造潜艇
的问题，毛主席最终决定，中国要造自
己的潜艇。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尽管当时的中国要独立制造潜艇很难，
但中国还是排除万难成功了。

中国的一些地方，自然条件不太
好。比如重庆武隆，群山环抱、交通不
便，不少民众的生活一度比较贫困。这
种情况，跟我的家乡很像。在我来中国
之前，我从西方媒体报道中看到的中国
也是如此，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但我真的建议，如果你想了解中
国，一定要亲自来中国看一看。我在
中国，既看过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

很多摩天大楼和大型商场；也去过深
山中的村寨，看到当地人自给自足，
生活越来越好。看到这些，你很难想
象，几十年前，中国的贫困人口还非
常之多。

为消除贫困，中国设定了明确的减
贫目标，也制订了务实的行动计划。政
府和人民都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贫困
人口不断减少。在我看来，制订行动计
划没什么特别的，许多国家也有类似的
脱贫计划，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能
够一步步地将计划变成现实。

我曾认真了解过中国的脱贫攻坚
政策。我发现，中国要求脱贫工作必
须落实到村、到户、到个人，决不能落
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我
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国减贫能取得如
此巨大成效的秘诀之一。

这种脱贫政策是非常高效的。因

为它实现了每一村、每一户的精准对
接，所以这些政策也反映了民众的需求
和想法，每个人的诉求都有被考虑到。
精准脱贫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使得民众
能深刻感受到，自己是被政府关心和帮
扶着的，绝对不会被落下。如此一来，
全国上下就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勤劳、团结、上下一心：这就是中
国的脱贫故事。此外，耐心也很重
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持续了 40 余
年，政府和人民也团结一心努力奋斗
了 40余年，才实现了如今的发展。摆
脱贫困，是一项漫长、艰苦而前景光明
的事业。我希望，我的祖国也能从中
汲取到适合自身的经验，让更多的民
众分享到发展成果。
（本报记者李莞梅，通讯员杨彬、

冯裕耕采访整理）

尽管挑战很多，但中国还是能够排除万难实现目标——

勤劳、团结、上下一心：这就是中国的脱贫故事
■莱索托陆军中尉 梅拉托

近期，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首的
一些美国政客，大肆宣扬所谓“美国对华
接触政策失败”的论调，企图全盘否定中
美关系历史。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
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说，蓬佩奥等一些美国政客的言
论既不尊重历史，也不符合基本事实。
中美建交 40多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实实
在在造福两国人民，绝非个别政客几句
胡言乱语就可以抹杀的。

蓬佩奥 7月 2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尼
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号召所谓的“自
由世界”“诱导”中国改变，其言论引发美国
许多前政要、学者、媒体的质疑和批评。
“众所周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

1972年由尼克松政府所开启，但蓬佩奥
有意选择在此发表歪曲历史事实的观
点，既是对逝者的极不尊重，也是对当年
访华人士的极大嘲弄。”袁征说。

在袁征看来，中美之所以能够实现
和解进而走向关系正常化，最根本的一
条就是双方都坚持了相互尊重、求同存
异的原则，搁置了彼此意识形态的差
异。“当前，美方一些政客声称美国当初
与中国接触和建交是为了改变中国，美
国对华接触政策已全面失败，渲染意识
形态对立，竭力鼓吹冷战思维，凸显出对
历史进程的无知。”

袁征表示，中美合作从来都不是一
方给另一方的恩赐，也不是一方对另一
方的盘剥。过去 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自己的勤劳
和智慧，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中国的
快速发展得益于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
作，也为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提供了
持续的增长动力和重要机遇。

数据显示，中美经贸关系支撑美国
260 万个就业岗位，两国贸易平均每年
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 850美元的生活成
本。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累计已超过
7 万家，年销售额达 7000 亿美元，其中
97%都是盈利的。
“蓬佩奥等政客大谈所谓美国‘吃

亏’、中国‘抢掠美国’、‘美国重建了中
国’等论调，罔顾事实，只会激起中国人
民内心的愤怒。”他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方一些人
不断鼓噪所谓“脱钩论”，企图强行制造
中美“脱钩”。袁征认为，这种做法有违
事实常理，注定是徒劳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近日发布的
2020年度会员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美
国企业对中国市场未来五年的商业前景
感到乐观。基于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
心”，87%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不打算将
生产线搬离中国。今年上半年，美国对
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6%。

袁征说，当前，中国率先控制住疫
情，并推动复工复产，更加凸显中国市场
的重要性。更何况中美利益已深度交
融，强行脱钩将使两国关系受到长远冲
击，危及国际产业链安全和各国利益。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已经先后退出
了十多个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不久
前，美方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国际社会普
遍认为，美方此举破坏国际抗疫合作，给
那些急需国际支持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严
重消极影响。
“美国不断退群，不愿承担应尽的国

际义务，实际上是在以退为进，意在颠覆
现有的国际秩序，改造甚至是另行打造
一个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袁征
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方会在联合
国大会的多边舞台上大谈“美国优先”的
正当性，甚至对盟友也锱铢必较、肆意打
压。“在美方看来，国际无秩序可言，其奉
行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发展，袁征认为，
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在双
边、地区和全球层面能否展开互利合作，关
乎两国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和平与稳定。

袁征表示，中国的道路是中国特定
的历史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中国人民历经屈辱和磨难，在长时间的
探索中所选择的。
“中方不会寻求改变美国的社会制

度和价值理念，美国同样没有资格、更没
有能力来‘诱导’或改变中国。”袁征说，
人间正道是沧桑，处理中美关系的正确
路径是尊重历史，面向未来，共同推进以
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郑

明达、朱基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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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客言论凸显对历史进程的无知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1日

表示，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肆虐

了两年时间才过去”，“希望（新冠）大流

行能在两年内结束”。

正如历史上历次重大传染病给人类

带来反思一样，2020年这场全球公共卫

生危机，也给全球化进程、社会治理、经

济形态、发展理念、能源和粮食安全、观

念习俗等人类诸多领域带来深刻影响。

倒逼社会治理改善

回顾历史上人类遭遇的重大传染

病，黑死病让人们开始反思城市整洁的

重要性，19世纪的霍乱引发了大规模

的城市再开发计划，1918年西班牙流

感让人们意识到社会公共卫生系统干

预和流感预防的重要性……

巴西伊加拉佩研究所研究主任罗

伯特·穆加指出，此次的新冠大流行同

样将在世界多地带来城市和社会治理

转型。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少疫情中心

的死亡病例集中在少数族裔、贫困人口等

弱势群体，疫情放大了内部治理的短板和

缺陷。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制机

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要推动

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这

是新冠疫情给世界上的重要一课。

亟须守护人类“饭碗”

粮食影响着人类未来。新冠疫情

加剧了世界粮食系统的脆弱性。联合

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近期发布的相

关报告显示，新冠大流行可能会对全球

粮食市场产生“历史性冲击”，将让全球

8000万至1.3亿人面临饥饿。

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经济学家阿

里夫·侯赛因指出，疫情同时对粮食的

供给侧和需求侧造成了全球性的沉重

打击。由于物流受阻，农民难以获得

足够的种子和肥料，无法耕种也就没

有收成；另一方面，疫情中失业的人们

则因收入减少而无力购买食品。

世卫组织营养主管弗朗切斯科·布

兰卡说：“新冠疫情危机造成的粮食安

全影响将在今后持续许多年。”

在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当下，解决

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

力。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日

前呼吁，不要因新冠大流行和气候危机

而屈服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诱惑，市

场开放对维持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刺激催生新型业态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不少传统行业

面临洗牌，社会经济活动暂停导致高失

业率，而一些新兴产业却应运而生、蓬

勃发展。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

费、医疗健康等数字经济产业正展现出

强大的成长潜力。

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在疫情中

涌现。线上会议、线上购物、线上学习，

甚至线上相亲……疫情期间，世界各地

的很多人远离聚集性活动，开启了线上

“云”生活。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经济学家蒂

斯·彼得森认为，疫情凸显数字经济的

重要性。他说，计算机、机器人、自动化

和其他数字技术运用的不断增加，将降

低下一场流行病暴发时停产的风险。

合作才是抗疫利器

谭德塞在记者会上说，与 1918年

相比，如今全球化的世界紧密相连，新

冠病毒因此在全球迅速传播。“如今我

们拥有更先进的科技和知识来遏制新

冠病毒”，他希望大流行能在两年内结

束，而前提是“实现国家层面和国际层

面的团结协作”。

新冠疫情与全球化的“相爱相

杀”，犹如一道斯芬克斯之谜。在全球

化时代，病毒超越了政治和地理边界，

给世界带来全新挑战。但可以肯定的

是，全球化进程不会因新冠疫情而戛

然中断。不仅如此，全球化代表的开

放、合作、进步、创新、多边主义等理念

终将被证明为全球范围克服疫情的终

极利器。

越来越多的人类实践证明，面对形

形色色的全球性挑战，必须在全球层面

合作解决。在日前举行的纪念联合国

宪章签署75周年的线上论坛中，与会政

界学界人士一致认为，新冠疫情进一步

凸显了全球化时代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全球化的时代，要用全球化的方法

抗击全球性的疫情。正如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反复强调的，“这是一个讲

科学、求团结的时刻”。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记
者朱瑞卿、柳丝）

2020不是 1918，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世界

新华社突尼斯8月21日电 的
黎波里消息：利比亚国内两大对峙势
力民族团结政府和国民代表大会 21
日宣布在利境内实施全面停火，并呼
吁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

利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发表
声明宣布实施全面停火，以让外国军
队和雇佣军撤出利比亚，他还呼吁在
明年 3 月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同
日，利国民代表大会主席伊萨也发表
声明，呼吁实现停火并举行选举，同时
恢复石油出口。

利比亚对峙势力

宣布实施停火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21日电

（记者尚昊）以色列国防军 21日发表
声明说，20日晚至 21日凌晨，以军连
续三轮轰炸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带的军事目标。

根据声明，20日晚至 21日凌晨，
共有 12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至
以色列境内，其中 6枚火箭弹被以军
“铁穹”防御系统拦截。作为回应，以
军出动战机对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带的
军事目标进行了三轮轰炸，目标包括
观察哨所、地下设施等。

以色列连续轰炸

哈马斯军事目标

据新华社明斯克 8月 20日电

（记者魏忠杰、李佳）白俄罗斯国防部长
赫列宁 20日下达任务，决定在西部的
格罗德诺州方向举行综合战术演习。

据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当天赫
列宁在国防部战略管理中心听取有关
举行军事训练活动的建议。他说，目
前白俄罗斯内政正遭到外部干涉，白
方从不同来源收到了令人担忧的信息
并正在分析各种可能，基于这一情况，
他决定在西部格罗德诺州方向举行综
合战术演习，这一决定已汇报总统并
得到批准。

白俄罗斯将在西部

举行综合战术演习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建设者为打造欣欣向荣

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经济发展带而日夜奋战。

图为 2020年 8月 19日拍摄的位于老挝中部波里

坎塞省的中国电建水电三局南屯1水电站项目建

设工地。

新华社发

中国企业稳步推进老挝重大项目
助力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

“国际军事比赛-2020”8月 23日即
将拉开战幕，参加“开阔水域”项目的中
方参赛队员已完成参赛装备交接和一
系列赛程安排，目前进入最后的冲刺时
间——适应性训练。

剑将出鞘，战味愈浓；铁甲卷尘，劈
波斩浪。
“出发！”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排

门桥参赛队员驾驶 11辆俄式舟桥车迅
速点火、挂挡、加油，冲出起跑线。过车
辙桥、跃浅滩……舟车过弯、精准越障，
飞驰抵达水沿线，泛水、转向、连接一气
呵成。3辆 45吨重的坦克驶上门桥，在
汽艇的推动下，门桥快速前进至河对
岸，成功完成该项比赛内容的连贯训
练。而此时，距离他们完成装备交接仅
过去一天……

时值秋季，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奥
卡河训练场岸坡陡、河水凉，队员们在河
水中推动舟体，水没过胸口，衣服完全浸
湿。笔者在现场看到，一整天下来，队员
们的衣服就没有干过，但他们对此并不
在意，所有参赛队员都只有一个想法：抓
紧时间准备比赛。

俄罗斯没有午休的习惯，参赛队员
们从来到比赛场地的第一天起就迅速
适应当地作息。所有队员都是第一次
参加“开阔水域”项目比赛，大家体会最
深的是时间不够用，除了吃饭，他们恨
不得把所有时间都“泡在训练场”。

由于此次比赛全部使用俄方装
备，这对参赛队员们提出了极高的要
求。从装备交接的那一刻起，驾驶员
宋康便认真记录每个按钮的功能，不

懂俄语就主动向翻译请教。什么时候
换挡、什么时机打方向、舟车间隔距离
多远……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队员
们每天都要反复练习，把每个动作熟
记于心。每项比赛，少则几个人，多则
几十人，考验的是团队协作能力，每次
训练结束，队员们都会针对每个动作
和操作深入“复盘”。

同一训练水域，俄军参赛队也在积
极备赛。波光粼粼的奥卡河上，两国参
赛队马达轰鸣、水花飞溅，各类大型舟
桥装备往来驰骋，两支参赛队即将展开
一场速度与激情、体能与意志、血性与
胆气的较量。

（本报莫斯科8月22日电）

上图：中方参赛队员在奥卡河训练

场展开适应性训练。 潘 振摄

号角初响战味浓
—“国际军事比赛-2020”“开阔水域”项目备赛见闻

■潘 振 刘洋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