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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上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结束了就“打击强迫劳动贸易战略”征求公众
意见。这一战略是美国实施所谓“维吾尔强迫
劳动预防法”的重要步骤之一。根据该法，美
国政府推定在新疆全部或部分生产的商品都是

“强迫劳动”的产物，不允许出口至美国。这
是美国又一次以谎言谣言为基础炮制恶法，粗
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破坏国际贸易惯例与规
则。美国强推恶法，究竟意欲何为？

从直接目的看，是以“强迫劳动”之名行
“贸易霸凌”之实，打压新疆光伏、棉花等重
点产业。中国是全球光伏制造和装机应用第一
大国，而新疆是世界最重要的光伏产业基础材
料多晶硅的生产基地，多晶硅产量占全球 40%
以上。美国强推恶法就是要靠政治操弄，实现
将光伏产业转移出新疆、转移出中国的阴险目
的。中国还是世界最大棉花生产国，新疆是中
国棉花最大产区，2021年新疆棉花产量占中国
棉花总产量近 90%，占全球的 20%。棉花是纺

织业核心原材料，美国不断对新疆棉下黑手，
目的就是要抢占国际棉花市场份额，进而重夺
全球纺织业定价权。

从根本目的看，是继续操弄涉疆议题，以
疆制华，服务美对华总体战略。近年来，新疆
各领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2020年底，新疆现
行标准下 306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
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新疆已形成大规模
机械化生产方式，大部分地区棉花播种机械化
水平超过 98%。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问
题纯粹是无稽之谈。美国不遗余力炮制谎言，
实施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就是要
剥夺新疆各类产业数十万工人最基本的工作权
利，造成事实上的“强迫失业”，破坏好不容
易摆脱贫困的新疆各族群众的生计。在中美博
弈持续演进背景下，一个繁荣、稳定、团结的
新疆是美国不愿看到的，美国就是要在中国西
北边陲制造事端，打乱中国稳步发展节奏，进
而取得对华竞争优势。

从地缘政治看，是狙击“一带一路”心脏
地带，维护海洋霸权。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
地，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新疆与周边 8个国家接壤，位于
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
中巴经济走廊交会处，中欧班列连通了国内国
际两个大市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交
通枢纽优势十分明显。美国作为海权霸主，十
分忌惮中国陆权崛起进而“以陆制海”，把新
疆作为必须拔掉的眼中钉、肉中刺，幕后指挥

“三股势力”不断制造事端，炮制谎言谣言污
蔑抹黑新疆发展，最终达到穷疆乱疆、遏阻

“一带一路”的卑劣目的。
美国不顾国内业界反对声音强推恶法，只

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美国经济雪上加
霜。《华尔街日报》 报道称，由于新疆生产的
重要太阳能组件多晶硅占全球供应的近一半，
随着美国全面禁止涉疆产品，美国太阳能行业
将再次遭受严重破坏。美国工人权利协会估

计，美国每年进口使用新疆面料的服装超过15
亿件，金额超 200 亿美元，很难找到替代品，
禁止涉疆产品进口可能加剧美国通货膨胀。

美国企图“以疆制华”，不仅作茧自缚，
更是贻害世界。新疆是全球产供链重要一环，
除了棉花和多晶硅，新疆还生产全球约 25%的
番茄酱、15%的啤酒花以及约 10%的核桃、辣
椒和人造纤维，新疆还是中国最大的风力涡轮
机制造商所在地，产量占全球的13%。《纽约时
报》直言，美国若严格执行有关法案，将对全
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约 100 万家公司及数十
亿美元的经济活动受到影响。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新
疆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贸易伙伴遍
及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打着人权幌子操
弄涉疆议题，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对新疆产品无
理打压，不会使质优价廉的新疆棉花、光伏材
料失去国际竞争优势，只会让全世界人民看清
美国霸权霸道霸凌的嘴脸。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强推“强迫劳动”恶法，美国意欲何为？
■ 亓 声

在柬埔寨民间社会组织联盟论
坛 （以下简称“联盟论坛”） 主席
盖里维希的办公室内，《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一、二卷柬文版摆在书架
的醒目位置。盖里维希告诉本报记
者，这两本书是他珍藏的重要图
书，因为里面记载着中国这个世界
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密码”。

“过去10年里，中国发展成就尤
其惊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世人
观察中国、了解中国、读懂中国打开
了一扇窗口。”盖里维希说，中国经
济持续稳定增长，在国际舞台上话
语权不断扩大，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完成了很多人眼中“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答案就清晰地写在这部著作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提到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句
话给盖里维希留下了深刻印象。“中
国共产党是心系人民的政党。”盖里
维希表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
利，让民众“真真切切地分享发展
果实”。如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人民享有了更加美好的生活，
实现共同富裕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拥有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由于工作原因，盖里维希应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单位邀请，经
常访问中国。2017 年，盖里维希走
访了北京郊区一个村庄，村民的致
富经验让他印象颇深。在扶贫政策
的支持和指引下，当地村民尝试种
植葡萄、草莓等水果，并成功打开
了北京城区的市场。很多果园还开
设采摘体验区，吸引了大批城里游
客来此休闲度假。“每逢节假日，村
头就停满了城里来的私家车，游客
们观光、采摘，临走时还不忘带上
满满几袋水果。”盖里维希说，昔日
冷清的村庄变成了热闹的农家乐，
这些实实在在的脱贫举措，帮助村
民过上了好日子。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考察扶
贫，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盖
里维希说，中国的理论和实践表
明，只要有良好的政治愿景、科学
的扶贫战略、适宜的政策措施，加
上政府和民众齐心协力，实现整体
脱贫是完全可能的。盖里维希认
为：“中国的脱贫实践具有世界意
义，为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发展中国
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柬中扶
贫合作也具有了更广阔的前景。”盖
里维希表示，近年来，柬中两国合
作减贫援助项目不断取得积极进
展，中国减贫经验惠及了许多柬埔
寨农村地区，“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

以各种方式向我们提供无私帮助，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在柬首都金边市以南60公里的达弄村，中柬友好扶贫示范

村项目2021年1月正式启动。项目为期3年，由中方出资帮助建
设乡村道路、提供清洁饮用水、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开展技
能培训等。盖里维希告诉记者，示范村项目的建设将会把中国
减贫经验应用到柬埔寨乡村建设实践中，探索出适合当地的减
贫道路。项目如今总体进展顺利，通电通水工作已经完成，主
干道正在修建当中。

“多年来，柬中两国相互支持，在柬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和构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框架下，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结下了
牢不可破、历久弥新的友谊。”盖里维希表示，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使各国在平等、相互尊重、
公平、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共同促进和平、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柬中两国也将积极推进落实柬中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不
断将两国友好关系推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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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
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指
引下，国家加大支援西藏力度，中央部委和全国相关
省份对口援藏发挥优势，“组团式”援藏创新开展，极
大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广大援藏干部人才正和
西藏各族儿女一道，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西藏，有着全中国的牵挂。
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始终高度重视，1994年中央第

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拉开了对口支援西藏的帷幕。如
今，走在西藏各地市的大街上，常能见到许多以其他
兄弟省份命名的道路：拉萨市有“北京路”，山南市有

“湖南路”，日喀则市有“山东路”……一个个路名，
正是西藏人民对兄弟省份情感积淀的见证。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
藏的发展和援藏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201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加快推进西藏跨
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2015 年 8 月、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出
席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中央第六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搞好对
口支援西藏工作，优化援藏干部人才结构。在中央第
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新
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并就援藏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
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
局面。”

2021 年 7 月，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
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
中央的关怀。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在党和国家
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
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国家确定了支持西藏的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制
定了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西藏
各族干部群众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
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
步、历史性成就。

去年 7 月，在西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切
会见了援藏干部代表。习近平总书记说：“援藏精神是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崇高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一个显著优势。缺氧不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革命理
想高于天。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个
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干下去。”

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的援藏干部人才，接续奋
斗在雪域高原，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写下动人的奋
斗诗篇。

十年来，援藏干部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勇于担
当，在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在改善
民生凝聚人心上苦干实干，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上用
心用情，助力西藏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同全国人民
一道迈入全面小康，阔步奔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时代的西藏，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生态安全屏障
切实筑牢、民族团结日益巩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日趋适应、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
的繁荣景象。

携手同心、团结奋进

玉麦，一度是一家三口撑起的“三人乡”，桑杰曲
巴老人和女儿卓嘎、央宗坚守在这里，几十年如一日
放牧戍边。

如今，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已经变成住有 67 户 240
人的美丽家园。

“我们这里的很多基础设施都是湖南援建的。”玉
麦乡副乡长巴桑次仁介绍，3 年来，湖南投入资金
1200 万元，新建了玉麦乡史馆、文化广场、消防车
库、玉麦小学图书馆等设施，还修缮了桑杰曲巴老人
故居，重修了约3公里的道路。

2019 年 7 月以来的 3 年中，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
交出一份亮丽的工作成绩单：

累计落实援藏资金 206.31 亿元，实施援藏项目
2712个，引进全国各地企业 1141家，累计实施 627个
乡村振兴项目……

与第九批选派情况相比，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的
结构功能不断优化，进藏接力工作。其中，精准选派

“组团式”医疗人才292名，选派“组团式”教育人才
400名。

“组团式”援藏，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西藏所需医疗、教育等方面
专业技术人才的实际情况，创新实施的援藏举措。

2015年，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启动。对口援
藏省市多家医院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医院选派
骨干医生援藏工作，改变了过去医疗援藏短期分散的
格局。

今年年初，西藏山南市妇幼保健院接诊孕期仅29
周的临产孕妇曲珍。当时曲珍情况十分危急。在援藏
妇产科专家和当地医护人员共同努力下，曲珍最终成
功诞下一名男婴。经过47个日夜的专业诊疗和精心护
理，新生儿逐渐度过危险期。“多亏援藏医生，现在宝
宝身体好多了。”曲珍激动地说。

这个早产儿的救治案例，刷新了山南市妇幼保健
院低体重儿成功救治的纪录。

通过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和西藏医务人员的
接续努力，西藏的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截至2021
年底，西藏已实现 400 多种“大病”诊疗不出自治
区、2400多种“中病”不出地市就能治疗，全自治区
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68.2岁提高至72.19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016年，教育人才“组团
式”援藏启动。

天津市“组团式”援藏教师帮助昌都市实验小学
开设了无人机编程、机器人操作等科创课程；陕西省
等地“组团式”援藏教师推动受援学校和支援学校开
展云端课堂等活动……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开展
以来，西藏中小学教育理念、课堂教学、管理方式发
生了深刻变化，学生的综合素质有了显著提高。

不仅是医疗、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西藏在高
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的成果，民族团结工作扎实开展——

第九批山东省援藏干部实施“对标寿光·高原果蔬
产业提升行动”，新建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

福建省援藏工作队推动福建漆画和昌都唐卡相融
合，探索发展唐卡漆画文化产业；

广东省深圳市投资建设易地搬迁项目，同步配套
“水电路讯网、科教文卫保”等基础设施；

…………
源源不断的支持，正汇聚为建设美丽幸福西藏、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合力。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对口支援西藏不仅为西藏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更奏响了民族团结的强音。

3 年前，来自西藏那曲市安多县帕那镇的洛桑，
通过考试进入辽宁省盘锦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应急
科工作。“在这里，我学到了许多医疗卫生规范，结识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温暖。”洛桑说。

通过就业援藏工作，越来越多的西藏大学生选择
到自治区外就业，促进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

如今，援藏工作正成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
走实的重要载体，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赓续精神、续写新篇

2019年，来自中国宝武集团的徐坡放弃上海优渥
的生活条件，申请援藏，来到高寒苦远的日喀则市仲
巴县担任县委常务副书记。

经过徐坡深入的调研，仲巴县启动了教育基础振
兴项目，第二年就为当地 6所乡镇小学建成了标准运
动场，完成了3所小学的示范直饮水工程。

去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作为援
藏干部代表，徐坡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我内心感到无比温暖，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雪
域、奉献高原的决心，激励着我在工作中不断砥砺奋
进。”徐坡说。

今年，顺利完成援藏任务的徐坡，主动选择调到西
藏工作。徐坡说，他想为西藏发展再出一些绵薄之力。

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20余年间，援藏干部
人才发扬“老西藏精神”，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带着
高原特有的古铜色，同西藏各族儿女一道奋斗、一道
跋涉，巩固了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

援藏 3 年，来自安徽的援藏干部裴含龙每天和家
人通电话的习惯雷打不动。

“对家人的思念依托于一部手机，我在这头，他们
在那头。”裴含龙说，在外工作，最想接听的是来自亲
人的电话，最害怕的也是亲人的电话。2020年 12月，
当得知外婆去世的消息，裴含龙悲痛万分，但他选择
了坚守在西藏山南市错那县的工作岗位。

援藏期间，裴含龙主抓错那县农业农村工作，田
间地头搞调研、四处奔走联络资源、不厌其烦做群众
思想工作，是大家眼中的“拼命三郎”。

登山的手杖、遮雨的斗笠、御寒的棉大衣、救死
扶伤的锦旗、一本本随感诗篇、一页页家书日记……
在位于西藏林芝市鲁朗小镇的全国援藏展览馆，一件
件实物，见证的正是援藏干部人才吃苦、战斗、忍
耐、团结、奉献的光辉岁月。

在援藏过程中，广大干部人才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杨灏，曾任天津市援藏工作队领队。在藏期间，

他倡导通过经济、民生、文化等多种方式推进援藏工
作，得到当地干部群众认可。

杨灏说：“在雪域高原上工作生活的经历，‘老西
藏精神’的滋养，让我在面对困难时意志更坚定，面
对复杂问题时头脑更清晰。这是对党性和能力难得的
历练，这是高原独有的精神馈赠。”

滚滚江水，见证着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巍巍群
山，镌刻着援藏干部人才的无悔誓言。

前赴后继扎根雪域高原，舍小家为大家，援藏干
部人才用实绩书写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的新时代新篇章。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广大援藏干部人才矢志艰苦奋斗、勇担初心
使命，一定能和西藏各族儿女共同谱写雪域高原长治
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新华社拉萨8月17日电 记者沈虹冰、罗布次
仁、王琦、翟永冠、范思翔、白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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