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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经历寒冬的当下，一则
“冷笑话”的寒意胜过凛冬：中国日
前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轮
国别人权审议期间，以色列跟随部
分 西 方 国 家 就 所 谓“ 新 疆 人 权 问
题”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持续军
事行动给巴勒斯坦造成惨烈人道
主义灾难的以色列，却出于政治目
的操心起新疆的人权状况，当起了

“人权卫士”，如此赤裸裸的“双标”
行径，让有正义感的国际社会成员
感到错愕。

看 看 加 沙 正 在 发 生 的 人 间 惨
剧。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持续超过
100 天，以色列军事行动导致巴方
超过 2 万人死亡，三分之二是妇女
儿童，逾 6 万人受伤。联合国人权
高专办去年 11 月发布新闻稿说，15
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 21 名联合
国工作组成员警告，加沙地带正在
发生的事情表明，“一场种族灭绝
正在形成”。血淋淋的事实面前，
美国等西方大国非但不对以色列
作出公开指责，甚至为以色列的军
事行动张目，且不说向以色列输送
大量军事援助，多次否决联合国安
理会关于在加沙地带停火的决议
草案。

面对国际舆论压力，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近日访问以色列期间还
在为其辩护。

一面是以色列肆意践踏巴勒斯
坦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一面是
西方盟友袒护纵容以色列的军事
行动，他们将矛头指向中国，高调
炒作虚假的所谓“新疆人权问题”，
炮 制 出 所 谓“ 种 族 灭 绝 ”“ 强 迫 劳
动”等世纪谎言。这些西方盟友罔
顾是非公义、袒护包庇彼此的“小
圈子”利益，竟到了何种地步。正
如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

席穆沙希德·侯赛因·赛义德所说：
“他们满口‘人权’，但当加沙人民遭
到屠杀时，他们却全力袒护以色列，
对屠杀一言不发。对于中国，他们竟
然造谣什么‘新疆人权问题’，十分令
人不齿。”

当下炒作所谓“新疆人权问题”，
有混淆视听故意干扰误导中国国别
人权审议之嫌，更暴露了美西方长期
不变的目的：抹黑中国形象，诋毁中
国治疆政策，企图蒙骗国际社会、干
扰破坏新疆稳定发展。包括伊斯兰
世界在内的很多国际社会成员对此
看 得 十 分 清 楚 。 埃 及 官 方《金 字 塔
报》专栏作家卡迈勒·贾巴拉表示，美
西方重点炒作所谓“新疆问题”，这些
政客和“媒体打手”试图让新疆变成
安全形势紧张、恐怖主义肆虐的地区

“火药桶”，以阻遏中国发展。要说人
权问题，国际社会想到更多的，是美
西方国家凭借一管“洗衣粉”对伊拉
克发动战争，造成难以计数的无辜平
民死伤；是美国数十年制裁伊朗，严
重拖累其经济社会发展……美国如
果真的“关心”人权，就该从自我反思
做起。

就在以色列代表指责中国“新疆
人权问题”的时候，广大国际社会成
员的发言让这些“ 指 控 ”顿 显 苍 白 。
在中国参加此轮人权审议期间，120
多个国家积极评价中国人权事业进
展，充分肯定中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
方 面 作 出 的 不 懈 努 力 和 历 史 性 成
就。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敏锐观察到，
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同时，“非西方
国家同意中国的说法，即中国在许多
领域取得了进展”。谎言欺骗不了国
际社会，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必将遭
到更多唾弃，其人权谎言的市场将越
来越小。

（据新华社北京电）

践踏人权者
岂能充当“人权卫士”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2024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要求“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做好救助
帮扶工作”。本期大家谈刊发 3篇
稿件，关注各地兜牢民生底线的情
况，为确保广大群众过个温暖祥和
的春节集智聚力。

——编 者

确保受灾群众安心过冬

甘肃兰州市 赵帅杰

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
2023 年，一些地方发生洪涝、台风、
地震等自然灾害，给群众生产生活
带来不利影响。春节临近，受灾群
众能否吃好穿暖住好、基本生活有
无困难、能否安然过冬过节，尤其需
要关注。

从应急管理部赴多地督导中央
冬春救助资金及时、规范、有序发
放，到受灾地区干群协力推进灾毁
房屋重建等工作，当前，各项帮扶政
策举措持续落地见效，各受灾地区
的灾后恢复重建有条不紊进行。在
遭遇 6.2 级地震的甘肃积石山县，当

地抗震救灾已转向受灾群众救助和
恢复重建阶段。做好安置点通水供
电、通信取暖、环境卫生等各项服务
保障工作，配齐生活设施和物资，加
强用电用火用煤安全管理，当地全
力 保 障 受 灾 群 众 居 有 其 所 、温 暖
过冬。

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确保
受灾群众安心过节，既是保民生，也
是鼓信心。用好用足各类重建政策
和资金，能恢复的争取尽早恢复，事
关基本生活的优先保障，相信受灾
地区一定能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
好 ，让 广 大 群 众 过 上 更 加 幸 福 的
生活。

高效解决欠薪问题

重庆两江新区 常碧罗

岁末年初是欠薪问题易发高发
期。眼下，重庆 42 个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机构均已设立农民工工资争议
速裁庭或速裁团队，在受理、审理、
送达等各个环节依法简化程序，对
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案件，进一步
压缩办案时限，高效解决欠薪问题。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
要求，“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
放”。在常态化治欠防欠工作基础
上，各地正扎实开展根治欠薪冬季
专项行动，集中、全面排查化解欠薪
风险隐患。治欠防欠，应紧盯招用
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设、加工制造、
新就业形态等重点行业企业，及时
化存量、控增量；也应探索新路径，
发挥好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
台等信息平台的作用，用好大数据
等技术手段，畅通维权渠道，让欠薪
问题得到更高效、妥善解决。

工资报酬是劳动者最直接、最
核心的权益，每一份工资都牵动着
一个家庭的幸福。期待在清欠防欠
治欠上多出高招实招硬招，让每一
位辛勤付出的农民工都按时足额拿
到钱、欢欢喜喜过好年。

做好兜底保障工作

西藏拉萨市 徐驭尧

临近春节和藏历新年，西藏那
曲市聂荣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

的工作人员为当地老人们准备了过节
礼物，安排了特色节目。暖心之举，照
见让特殊困难群众幸福过节的民生
温度。

弱有所扶、难有所帮、困有所助、
应助尽助，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和衣食冷暖，关系民生、连着民
心。组织发放困难群众慰问金慰问
品，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老党员
工作，部署落实“助残暖冬”行动……
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加大走访力度、开
展精准帮扶。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兜底
保障行动，力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无
忧、温暖过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困难群
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
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
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不
让任何一个困难群众掉队，是深入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
体现。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救助帮扶
工作，让关心关爱直达困难群体，沉甸
甸的民生答卷将让今年春节更显温暖
祥和。

（据《人民日报》）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不久前，我国 2023 年
外贸成绩单出炉，其中，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
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 1.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9%。跑出“加速度”的“新三
样”，为外贸增长注入新动能，彰显了我国参与国
际竞争的新优势。

外贸，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外
贸向好，能更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构建新
发展格局。过去一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41.76 万亿
元，顶住压力实现了正增长，外贸增速表现好于多
数主要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总额在国际市场
份额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船舶、家用电器出口分别增长 35.4%、9.9%，包括“新
三样”在内的机电产品占出口总值的 58.6%，劳动
密集型产品占 17.3%，凸显外贸出口质的有效提
升。在主要市场需求低迷的情况下，我国外贸取
得这样的成绩，难能可贵、殊为不易。扎实做好今
年经济工作，要接续发力、应变克难，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拓展中间品贸
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加快培育
外贸新动能，持续推动外贸回稳向好。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稳外
贸、优结构对稳增长、促就业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一系列稳外贸政策举措
出 台 落 地 ，是 推 动 外 贸 运 行 总 体 稳 定 的 有 力 保
障。过去一年，《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
见》《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等
政策文件出台，硬招实招推动外贸规模稳中有增、
发展质量优中有升；数贸会、广交会、链博会等经
贸盛会接连举办，吸引八方来客，助力企业稳订单
拓市场；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自贸试验
区提质扩容，到多地地方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企业

“组团出海”，我国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
开展国际经贸交流合作。一系列务实行动充分表明，我国不仅有完整产业体
系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还有将开放之门越开越大的决心，更有不惧风雨、
敢闯敢拼的劲头。

在外部需求仍然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等不断加剧的背景
下，我国外贸更应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品质等方面塑造新优势。当
前，外贸领域新产品新业态潜力充足，对外开放红利仍在持续释放。比如，
随着独立站、海外仓等配套设施的加快布局，2023 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增
长 19.6%，占整体出口的比重超过 7%，已成为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带动
作用最强的外贸新业态。又比如，顺应绿色低碳趋势，我国大力推动汽车
产业转型升级，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加 67.1%，市场优势、技术优势持续强
化。抢抓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机遇，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有助于更多中国创造扬
帆出海。

新年伊始，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新版《稳外贸稳外资税收政策指引》，以方
便纳税人更好了解和适用政策，为外贸发展营造良好税收环境。一年之计在
于春，看准了就抓紧干。有工业门类齐全的产业优势，有不断释放的开放红
利，有锐意进取的经营主体，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有底气推动外
贸继续向好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更澎湃的活力。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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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
机遇，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
域新赛道，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
有助于更多中国创造扬帆出海

60 年一甲子，作为东西方两大
文明，中国和法国走过了不平凡的
交往历程。60 年来，两国关系历经
岁月风雨，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国
家关系前列，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
在动荡变化的世界中凸显其战略性
和引领性。面向未来，两国携手合
作，必将再创辉煌。

中 法 作 为 两 个 历 史 悠 久 的 大
国，能够相知相交、相互理解、携手
同行，是出于独立自主、敢为人先的
精神共鸣，是两大文明之间的相互
欣赏、彼此吸引，也是历史的必然。
1964 年 1 月 27 日，中法两国政府发
表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
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
个月内任命大使。”短短两句话的公
报冲破冷战坚冰，震撼整个世界，被
国际舆论称为“外交核爆炸”。法国
宪法委员会主席、前总理法比尤斯
认为，中法两国建交敢为天下先，是
因为两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
策，都致力于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60 年来，中法始终坚持独立自
主的战略抉择，始终致力于通过互
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通过平等交
流促进文明互鉴、通过多边协调携

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关系创造
多个“第一”：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
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也是最早
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机
制性战略对话的西方大国，最早同
中国开展民用核能合作的西方国
家，第一个同中国互办文化年、互设
文化中心的国家。从开通中国同西
方国家间第一条直航航线到共同开
拓第三方市场，两国秉承“独立自
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
的“中法精神”，始终走在中西方关
系前列。

60 年来，中法两国坚持互利共
赢，经贸合作日益紧密，坚持把蛋糕
做大，以开放汇聚合作力量、共享发
展机遇。法国已是中国在欧盟内第
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实际投资来
源国，中国是法国在亚洲第一大、全
球第七大贸易伙伴。空客飞机占据
中国民航半壁江山，“从法国农场到
中国餐桌”已成为中法合作金字招
牌。中国的手机、电动汽车等商品
也越来越受到法国消费者青睐，法
国将担任 2024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和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主宾国。中法不仅在农食、航空
航天、民用核能等传统合作领域有
着深厚基础，在服务贸易、绿色发
展、科技创新等新合作增长点也有

着广阔前景。
60 年来，中法人文交流密切、合

作紧密，东西方两大文明如同两盏
明灯相互照亮，并在交流互鉴中实
现自我成长创新，展现出蓬勃生机
活力。两国友好省区和友好城市数
量、游客数量都在中欧之间居于前
列。中国已成为法国主要留学生来
源国之一。法国近千所中小学开
设中文课程，学习中文的学生超过
10 万人。中方自去年 12 月 1 日起
对法国短期来华人员实施 15 天免
签政策，法方也宣布中国有在法学
习经历的硕士文凭持有者可获 5 年
签 证 ，两 国 加 速 推 动 人 员 往 来 便
利化。

今年的中法文化旅游年和巴黎
奥 运 会 ，是 中 法 两 国 扩 大 人 文 交
流、促进民心相通的绝佳契机。正
如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主
席阿洛泽所说，法中共同度过的 60
年是一种力量，今年所有的庆祝活
动 将 促 进 文 化 和 民 众 间 的 交 流 ，

“使我们能够更多地相逢，巩固友谊
的纽带”，成为下一个 60 年两国发展
的基础。

今天的世界再次走到关键十字
路口。面对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
历史之问，中法作为独立自主大国
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应

秉持建交初心，担负责任使命，共同开
辟通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人类
发展之路。中法要继续做向上向善的
力量，在关乎世界前进方向的重大问
题上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时代进
步一边；中法要继续做真诚互信的朋
友，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用好两国多层次、多维度的沟通
渠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真诚交流、扩
大共识、弥合分歧、增进互信；中法要
继续做互利互惠的伙伴，中国将持续
释放消费和投资市场需求，为包括法
国企业在内的各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兴
业提供更多便利，法方也应为中国企
业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
境；中法要继续做交流互鉴的典范，积
极扩大双方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
地方等领域的合作，掀起中法人文交
流新热潮。

不忘初心，继往开来。中法两国
要以“中法精神”为引领，赓续传统、面
向未来，坚定不移地发展双边关系，以
中法关系的稳定性应对世界的不确定
性，继续坚持平等、尊重、互信，携手应
对全球挑战，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
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将
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打造得更加牢
固和富有活力，为增进两国和世界人
民的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巴黎1月28日电）

以“ 中 法 精 神 ”引 领 两 国 合 作 继 续 向 前
新华社记者 唐 霁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回家
团 圆 的 向 往 。 1 月 26 日 ，春 运 开
启。这个人类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
徙，承载着万千游子归乡的殷切希
望。曾经，人们归心似箭不惧囧途；
当下，交通和各方面保障的完善，让
归途的温度渐渐升起。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
年春运期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达 90 亿人次，是 2023 年同期的
近 2 倍，多项数据将创历史新高。春
运“大考”给多部门提出更高要求。

安全，是温暖的前提。面对庞大
客流，各地区对重要交通基础设施，
投入春运的车辆、船舶等各方面设备
设施要提前进行全面检查维护。春
运正逢严寒时节，对于可能出现的雨
雪冰冻、寒潮大风、团雾浓雾等恶劣

天气，各地也应做好应急预案。
保障，是温暖的基础。今年一

个新形势是自驾出行占比将创历史
新高，或突破 8 成。团聚不再局限于
家中，一起出去兜兜风、追寻“诗与
远方”成为热门选择。这就意味着
服务区停车、充电、加油、餐饮等相
关保障都要跟上。没有后顾之忧，
才能畅通前行之路。此外春运也是

民生物资、能源物资、春耕备耕物资等
重要保供时刻，各地要加强运力储备
和统筹调度力度，确保物资顺利到达
千家万户。

服务，是温暖的要义。站台边缘
铺的防滑毯、候车厅里的饮水处、针对
重点旅客的无障碍接驳服务通道……
一个个细节，铺就温暖回家路。只有
想旅客之所想，急旅客之所急，从买票
到候车、乘车到饮食，全流程查缺补
漏、补齐短板，才能让回家的路更加人
性化、便利化、智能化。

春运的温度，便是家的温度。祝
大家一路顺风，平安到家。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让 春 运 成 为 温 暖 的 流 动
新华社记者 黄 垚

随着春节临近，各地将陆续
迎来春运返乡高峰。据中央气象
台预报，1 月 31 日至 2 月 5 日，中
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雨
雪冰冻天气，10 省份将出现暴雪
或大暴雪，且豫鲁鄂降雪具有极
端性。 （新华社发）

持续性强雨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