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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美国又翻炒起所谓“新冠病
毒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的陈
词滥调。更离谱的是，美国国会通过了“2023
年新冠病毒起源法案”，妄称新冠疫情可能
起源于中国。这样颠倒黑白的系列闹剧，3
年多来在美国反复上演。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美国一直将疫情政
治化，不断抹黑中国。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
更是无视事实真相，编造谎言，“甩锅”推责，
甚至借“疫”发挥，唱衰中国发展，质疑中国
治理，可谓举止丑陋、言行荒唐。

如今，中国已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全
国上下铆足干劲拼经济，世界各国也迫切期
望“中国引擎”持续发力，推动全球共同发
展。偏偏美方执迷于“搞事情”“炒冷饭”，哪
有一点大国应有的样子。这让我们不得不
跟这个所谓“教师爷”再一次摆摆事实，讲讲
道理，看看美方的“习惯性撒谎”有多严重。

疫情暴发初期，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就
开始“选择性失明”：中国每天在多个平台发
布疫情情况，数据完全公开，他们却说“中国
数据不透明，确诊和病亡人数偏少”；中国第
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
织主动通报疫情信息，他们非说“中国故意
掩盖疫情，延误对外发布时机”；中国及时提

供对外抗疫援助，他们硬说“中国在搞‘援助
政治’‘政治宣传’”……在他们的眼里，事实
真相究竟如何，并不重要；胡扯瞎话蒙混人
心，才最紧要。

此后，在中国抗疫各个阶段，美国一些
政客和媒体仍然痴迷于炮制各种“瞎话”。
中国进入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他们称“动
态清零”政策是“践踏人权”，竟然还要中国
道歉和赔偿；中国防控疫情工作转段，他们
又称中国“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不再重视人
民生命安全”；中国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
性胜利，他们还不死心，一边弹起“病毒溯
源”的老调，一边以“中国向世界扩散病毒变
异株”为由，拉拢盟友出台针对中国游客的
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利用话语霸权来扭曲事实、操纵舆论，是

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惯用的把戏。疫情期
间，他们放着抗疫这件头等大事于不顾，反而

“故技重施”，以为制造妖魔化中国的负面叙
事，就能诱导世人再次落入他们的话语陷阱。

殊不知，时代早已变了。眼见为实——
但凡来中国实地走过看过的各国人士，谈及
抗疫，所作评价都与“美式瞎话”截然不同。
英国导演柯文思在拍摄完武汉抗疫纪录片
后感慨：“我们亲眼看到中国在抗疫中彰显
的国家力量无比强大。当中国想做成什么
事情的时候，能举一国之力去执行，这以西
方标准来看是难以置信的。”

这才是事实——3 年多来，中国凭借显
著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国家力量，有效应对
了全球先后 5波疫情流行冲击，极大减少了
重症和死亡，中国疫情流行和病亡数保持在

全球最低水平，为疫苗、药物的研发应用以
及医疗等资源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才是事实——尽管病毒频繁变异、形
势不断演变、防控策略不断调整，但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始终是中国抗疫斗争的鲜明底
色。无论是新生的婴儿还是耄耋老人，都被
全力护佑；集中收治的新冠患者，国家全部
承担治疗费用；全民免费接种疫苗、新冠治
疗药物纳入医保。

这才是事实——中国一直以公开透明
的原则与国际社会共享信息和数据，以实事
求是的态度与有关国家进行充分沟通，详细
介绍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措施的科学性、合理
性和中国国内疫情形势。

反观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低沉的钟
声一次次响起，为数以百万计死于新冠疫情

的美国人哀鸣。作为全球医疗技术最先进、
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美国却因抗疫不
力，硬生生将疫情从天灾酿为惨烈人祸。这
让人不禁想反问美国政客和媒体一句：究竟
是谁漠视生命、毫无作为？又是谁自私自
利、不负责任？

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揣着明白装糊涂，
说到底是其根深蒂固的对华政治偏见和不
惜代价的遏华企图在作祟，总想给中国“泼
脏水”，竭力抹黑中国国际形象。

虚伪话术蒙蔽不了有识之士的眼睛，阻
止不住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成就的赞许。
中国创造的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
的奇迹，有目共睹。中国为全球抗疫作出的
重大贡献，有口皆碑。美国政客和媒体与其
睁着眼睛说瞎话，不如摘下有色眼镜，看清
事实——如今的世界早已不是美国的“一言
堂”，扭是为非的胡扯闹剧可以休矣！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罔顾事实真相，睁眼说瞎话
——污蔑中国抗疫，美方何其荒唐 ①

■ 严 瑜

本报北京4月17日电（记者汪文正） 记者从财政
部获悉，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考虑农资市
场价格走势和农业生产形势，中央财政近日下达资金
100亿元，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统筹支持春
耕生产，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财政部明确，此次补贴对象为实际种粮者，包括利
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
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确保补
贴资金落实到实际种粮的生产者手中。各地区结合有
关情况综合确定补贴标准，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
段，继续采取“一卡（折）通”等方式，及时足额将补贴资
金发放到位。

谷雨将至，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农民抢抓农
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图为 4 月 15 日，江
阳区况场街道华丰村村民在育秧田里劳作。

刘学懿摄 （人民图片）

中央财政下达资金100亿元

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中央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的《习近平
关 于“ 三 农 ”工 作 的 重 要 论 述 学 习 读
本》（以下简称《读本》）一书，近日由人
民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重农强农持续
响鼓重槌，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行动
指南和根本遵循。《读本》共分 16个专题，
从“三农”工作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定位、发
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等方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
内涵、实践要求作了阐释。

《读本》的出版，有利于广大干部群
众全面、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凝聚全党全
社会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步伐，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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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
第四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
组出舱活动纪录。

1992 年 9 月 21 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
式立项实施；2022 年 12 月 31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
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仰望苍穹，浩瀚太空里有了中国人自己
的“太空之家”。

建造中国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是实现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
标，是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

30 年波澜壮阔，新时代十年奋进。从无
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
从舱内实验到出舱活动，从单船飞行到空间
站巡天，中国载人航天从无到有，用30年跨越
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由蔚蓝星球飞向浩瀚星空，中国人漫步太
空的脚步自信从容。一个个航天器穿梭太空的
轨迹，一次次航天员飞向太空的身影，书写着中
国航天人自立自强、创新超越的辉煌历史。

筑梦：建起中国人的“太空家园”

“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成为科技创新
大国。”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
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高新技术发展水平
的集中展示，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
要标志。

上世纪 90 年代初，面对世界科技进步
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
势，党中央作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战
略决策。

1992 年 9 月，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起
步，规划“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

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
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突破航天员
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
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
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
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
用问题。

从2003年10月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
五号成功发射，到实现太空出舱、交会对接、在
轨补加等多项核心技术“零”的突破，经过几代
航天人接续奋斗，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
掌握载人天地往返技术、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技
术、独立自主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神十”任务完成我国载人航天首次应用
性飞行；“神十一”任务完成太空 33 天中期驻
留；我国第一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与天宫二
号空间实验室完成首次“太空加油”……党的
十八大以来，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奋力拼搏，突
破和掌握大量关键技术，取得众多创新成果，
实现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全部既定任务目
标，为空间站建造和运营积累了重要经验，推
动着我国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

随着载人航天工程开启第三步，转入空
间站阶段，“太空家园”建造大幕开启。空间
站阶段，通过关键技术验证、在轨组装建造的
12次飞天壮举，共同织就这一梦想旅程。

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神舟十二号航天
员代表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神舟
十三号航天员首次完成长达半年之久的太空
飞行任务……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
如期完成，为空间站转入在轨组装建造阶段
打下坚实基础。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粮草先行”；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见证空间站三舱“合拢”；“问天”

“梦天”入列，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成
型；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乘组在太空胜利会师……空间站在轨组装建

造阶段一气呵成，筑起中国“天宫”。特别是
自2021年4月底天和核心舱发射以来，仅用不
到20个月时间，完成了空间站全面建造。

三十而立的载人航天工程用全胜的优异
战绩，在探索宇宙的新征程上跑出了中国航
天“加速度”。进入新时代，我国载人航天事
业不断刷新纪录，中国空间站从规划一步步
变为现实。

2022 年 12 月 2 日晚，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乘组向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移交中国空间
站的钥匙。中国空间站正式开启长期有人驻
留模式。

天宫空间站是一个彰显中国特色的空
间站。

“如果按照别人的老路走，我们将永远落
后于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中国载人航天起步就
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
突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大胆提出技术大
跨越思路，跨过国外从单舱到多舱的 40 年历
程，直接研制国际上第三代飞船，拿出了独具
中国特色的“三舱方案”。神舟飞船首任总设
计师戚发轫院士自豪地说：“中国航天火箭
上、飞船上的发动机，全是我们自己的。这是
逼出来的自力更生。”

建造空间站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原计
划发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天宫三号 3 个空
间实验室。

当看到在轨推进剂补加技术研制进展较
快时，一个想法出现在了周建平的脑海中：把
为中国空间站建造进行关键技术验证的天宫
二号和天宫三号两个任务合并。

创意变为现实，资金省了好几十个亿。
这样的创新跨越，在中国载人航天 30 年历程
中不鲜见。

独创性一体化同步设计空间站三舱，确保

各舱段组合重构后资源统一优化使用；创新性
设计“水平‘T字构型’+双自由度太阳翼”的空
间站构型、共轨飞行航天器在轨服务模式，大
大提高运营经济性和技术升级便利性；自主研
制满足空间站任务需求兼具中国特色的空间
站机械臂系统……中国空间站的设计研制，秉
持规模适度、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高效的
理念，总体上体现中国特色和技术进步。并且
可进一步扩展，为未来留有发展空间。

中国空间站，这个中华民族的新的独特
标识，闪耀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自信与自
豪，鼓舞着为航天梦、中国梦而前行的每一
个人。

逐梦：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2022年 11月 30日早晨至 12月 4日上午，
中国空间站三舱三船组合体在近地轨道上遨
游。这座百吨级、工作生活空间超过100立方
米、综合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的空间站，是
人类目前在太空仅有的两个空间站之一，体
现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

“努力建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
中国空间站，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
要引领性工程，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
成果。

载人航天工程 30 年，是坚持科技自立自
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30年。

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之时，几乎一切
从零开始。中国航天人不畏艰险，迎难而上：
现代化的航天城拔地而起，高技术集成的指
挥控制中心、先进的航天测控网开始启用；苍
凉戈壁滩建起了国际一流的发射场；托举“神
舟”飞天的运载火箭，可靠性和安全性分别达
到 97％和 99.7％……当首次载人飞行的神舟
五号飞船返回地面，中国航天人仅用了11年，
把只有极少数大国才有能力研究建造的载人
航天系统，奇迹般地变成了现实。

进入新时代以来，航天强国建设步伐不
断加快，科技自立自强迈向高水平。

单个飞行器由 8 吨级发展到 23 吨级、在
轨飞行时间由十几天发展到 10 年以上，在轨
任务由最初短时载人进入太空发展到百吨
级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多名航天员在轨
长期驻留，突破推进剂补加技术、再生生
保、电源系统、空间站机械臂、在轨组装建
造、大型柔性组合体控制、在轨维修等一系列
关键技术…… （下转第二版）

筑 梦 苍 穹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十年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余建斌 刘诗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