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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美式双标

—
—

看清美式人权真面目

⑤

郭

言

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人权灯塔”和“人权

卫士”，动辄对他国人权状况横加指责。对本

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和在世界制造的一系

列人权惨案，却是只字不提。这种“严以律

人、宽以待己”的一贯作派，充分暴露出其在

人权问题上的虚伪双标。

美国经常以“宗教自由”“保护人权”为由

干涉别国内政，给其他国家扣上“种族灭绝”

帽子。实际情况是，美国犯下的种族灭绝罪

行和反人类罪罄竹难书。美国历史上对印第

安人进行系统性种族清洗和大屠杀，导致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人口从 15 世纪

末的 500 万骤减至 20 世纪初的 25 万。美国

对穆斯林的歧视和压迫也为世所共见。“9·11”

事件后，一些美国城市发生打砸洗劫清真寺

的极端行为，穆斯林群体成为白人暴徒的袭

击对象。2017 年，美国政府出台“禁穆令”，

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专门针对穆斯林群体

颁布禁令的国家。有民调显示，80%以上的

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在美国面临歧视。

美国经常毫无依据地指责别人司法不

公、任意拘押，但对本国泛滥的暴力执法和监

狱里司空见惯的酷刑、虐待等问题绝口不

提。据美国“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统计，2021

年，美国至少有 1124 人死于警方暴力执法。

美国中情局打着所谓“反恐战争”的幌子在多

国设立“黑监狱”，秘密拘押所谓恐怖嫌疑

人。20 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许多人拘押

在 关 塔 那 摩 监 狱 ，高 峰 时 拘 押 人 数 超 过

700 人。

美国以维护人权和公共安全为由对包括

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科技企业和科技产品

进行打压。事实上，美国才是最大的网络攻

击者和“数字人权”破坏者。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相关机构捕获超过 4200 万个恶意程

序样本，在境外来源的恶意程序样本中，有

53%来自美国。美国长期对民众进行大规模监控，甚至将监控范围扩展至

其他国家，对海外非美国公民进行无授权的电话和互联网监控，严重侵犯了

各国民众的“数字人权”。

近日，美国务院发布所谓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50 届会议成果清单，

罔顾事实对他国人权状况肆意抹黑。相比发布清单指责别国，美方更应该

发布一份自身的人权劣迹清单，说清楚为何“弗洛伊德们”失去了呼吸的自

由？为何美国民众生活在枪击的恐惧中？为何新冠肺炎疫情会夺走 100 多

万美国民众的生命？为何美国要到处发动战争导致许多国家生灵涂炭？美

国在人权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并以人权名义干涉他国内政。这充分说明，

美国追求的不是人权而是霸权，美国政客关心的不是民众而是政治私利。

小麦集中上市 科学储粮增效

传 统 技 艺 焕 发 新 活 力
本报记者 贺建明

由西藏拉萨出发沿着 318 国道

西 行 120 公 里 ，便 来 到 雅 鲁 藏 布 江

中游北岸的拉萨市尼木县吞巴镇吞

达村，奔腾的吞曲河畔错落分布着

270 多座水磨，“咣当咣当”的磨打声

中，一段段柏木碾磨成浆后被收集

起 来 ，成 为 制 作 尼 木 藏 香 的 主 要

材料。

吞巴镇是尼木藏香的主要生产

地，当地的“水磨藏香”制作技艺已

有 1300 多年历史。2008 年，尼木藏

香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2013 年 ，获 得 国 家 原 产 地 保 护

标志。

河岸边一座红白相间的藏式院

落内，44 岁的次仁多吉盘腿坐在屋

前露台上，用牛角将香泥拉制成一根

根线条匀称的藏香。“我 14 岁开始跟

着爷爷、爸爸制作藏香，30 年来从未

间断。现在，制作藏香已经成为生活

的一部分，也是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

源。”次仁多吉说。

作为藏香发源地的尼木县，曾经

是国家级贫困县，自然条件差，资源

禀赋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如何依托

藏香文化做大做强藏香产业，助力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尼木县提出了

以手工藏香生产中心、藏香研发中

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和藏香

现代产业园为主要内容的“四位一

体”藏香产业发展布局，探索出了传

统技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路径。

次仁多吉说，早些年，制作好的

藏香需要自己到拉萨市区及周边县

城售卖。“如今，我们吞巴镇成了旅游

景区，游客越来越多，藏香在家门口

就能销售一部分，便捷的电商平台也

成为销售新渠道。去年，我们家仅靠

制售藏香一项就收入 50 多万元。”

不同于次仁多吉家庭作坊式的

生产，扎西顿珠在 2015 年成立了西

藏香御藏香有限公司，对藏香制作进

行了创新升级，使其更好适应市场需

求。扎西顿珠说：“我们申请注册了

‘吞巴仓’商标，目前已与广州、深圳、

成都等地代理商达成合作，有了稳定

订单。公司也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

近就业，我和乡亲们的生活正因藏香

变得更加美好。”

如今，吞巴镇已经将小藏香做成

了大事业。吞巴镇党委书记张绪刚

介绍，吞巴镇已形成集藏香制作、旅

游观光、文化体验、住宿餐饮于一体

的发展新格局，“目前，全镇藏香制作

户达到 287 户，还有 36 家藏香制作合

作社、公司，去年，全镇藏香产值达

2991.3 万元，是 2015 年的 4.3 倍。藏

香制作这项非遗技艺正成为促进群

众增收致富的‘香饽饽’。”

千百年来，吞巴河畔的水磨声经

久不息，缕缕藏香氤氲飘转。从传承

保护藏香，研发创新藏香，展示宣介

藏香，到实现藏香制作产业化、销售

商品化和品牌现代化，古老的尼木藏

香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拓宽

当地群众的致富之路。

尼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文

明说，经过不断努力，尼木藏香产业

已从文化产品向文化品牌发展迈进，

“文香故里”也已建成为县域公用文

化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活水”，“我

们将继续推动优秀传统特色文化资

源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结合藏香康

养等项目，促进文旅融合发展，让非

遗焕发新活力，让群众过上更加幸福

美好的生活。”

广西贺州谋划重点产业链
精准招商稳住投资基本盘

本报南宁讯（记者童政）今年上

半年，广西贺州市把项目建设作为

主抓手主阵地，牵住项目建设“牛鼻

子”，以项目投资为重点突破，促全

市投资和项目建设平稳运行。

为吸引更多项目，贺州市围绕

碳酸钙、可降解新材料、文旅康养、

电子信息及其产业链开展精准招

商，推动重点产业招商取得新突破，

谋划了 12 条重点产业链，每条产业

链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按照“一条

重点产业链、一名市领导、一个牵头

单位、若干成员单位、协同县（区）和

园区、若干链主企业”的模式开展招

商，着力引进补链强链延链企业和

优质项目。

截至 6 月上旬，贺州市新引进

招商引资项目 61 个，项目合同投资

总额 213.29 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 45.38%；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

金（含续建）191.72 亿元，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的 43.08%。

为项目持续发展做好后续服

务，贺州市努力在保障土地、厂房等

要素上下功夫，助力项目早落地、早

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广西黄金珠宝产业园三期总投

资 15 亿元，规划有现代化厂房、污

水处理厂等产业配套设施。在统筹

推动广西黄金珠宝产业园三期项目

建设中，贺州市通过“一对一”联系

服务、召开重大项目集中协调调度

会等方式，解决了一系列影响开工

建设及加快推进的问题和困难，营

造一流的项目建设环境，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

据统计，今年前 5 个月，贺州市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4%，重大项目

完 成 投 资 109.58 亿 元 。 据 初 步 测

算，前 5 个月，贺州市一、二、三产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 9%、9.5%、5.8%，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9%，工业投资

增长 25.5%，项目建设已成为稳运

行、稳增长的“压舱石”。

智能粮仓保质降耗

本报记者

王胜强

在 河 北 柏 粮 粮 食 储 备 有 限

公司，从超过 35 摄氏度高温的仓

外走进绿色保鲜粮仓，凉爽感扑

面 而 来 。 该 公 司 苦 练 储 粮“ 内

功”，设立绿色保鲜粮仓，对小麦

低 温 保 鲜 储 存 技 术 进 行 试 验 。

仓内温度被设定为 14 摄氏度至

16 摄氏度，当温度高于 16 摄氏度

时，补冷系统就会自动开启，使

仓内始终保持低温状态。“低温

状态下，储粮害虫和霉菌处于冷

麻 痹 状 态 ，小 麦 也 处 于 冬 眠 状

态，既保留了小麦的新鲜，还能

减少轮换次数，降低费用开支。”

该公司董事长尚金锁介绍。

河北省注重运用科技手段

绿 色 储 粮 、智 能 储 粮 、精 细 储

粮。5月底，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部门就组织腾并仓容、落实收

购资金、备案收购企业、培训收购

人员等，确保“有人收粮、有钱收

粮、有仓收粮、有车运粮”。7 月，河北省小麦集中上市，

进入收购旺季。“预计集中收购期将收购新小麦 120 亿

斤，截至 7 月 10 日，全省已收购完成 39 亿斤，进度超三

成。”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河北省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积极为农民

提供代清理、代干燥、代收储、代加工、代销售服务。今

年邯郸市永年区 50 万亩小麦喜获丰收，产量再创新

高。永年区种粮大户刘军没有像往年一样既忙收割又

修粮仓，而是委托博远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代收、代运、

代存，“我把小麦全部存放在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既不

用担心受潮发霉，还不愁价格波动，省心省力”。

在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支持下，博远粮油贸

易有限公司借助国家优质粮食工程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投资 700 万元建设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粮食从收割到

入库全程‘不落地’，损耗降至 1%左右。对作物进行分

仓储存，提高绿色储粮技术应用比例，使库存粮食保质保

鲜，实现科学储粮、节粮减损。”该公司董事长许建社说。

即购即销忙而有序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前期卖了一部分，每斤一块五以上。近期价格又

涨了点，就想着全部清仓了。”7 月 14 日，在河南省南阳

市唐河县城郊乡振群家庭农场小麦收购点，赵金汉正忙

着出清库存的小麦。作为产粮大县，唐河县在夏粮收购

启动前就做足了功课。“我们提前维修保养了各类机械

1200 多台，与南阳市检测中心合作检定校正了 43 台地

磅，培训了 270 多名收储人员。”唐河县粮食储备中心主

任段书强说。

唐河县还通过申请贷款为市场化收购提供资金保

障、探索企业代农储粮模式等方式，多措并举为夏粮收购

做足准备。截至 7 月 14 日，唐河县累计收购夏粮 28.8 万

吨，有望在 9月底前完成主要夏粮品种旺季收购任务。

据了解，今年河南省夏粮收购呈现“三高一快一稳

定”的特点，即小麦产量高、质量高、价格高，市场化收购

进度快，市场收购价格在高位相对稳定。“全省粮食和储

备部门共备仓容 530 亿斤，完全可以满足今年夏粮收购

需要。”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徐富勇说。

“夏粮收购期间，市场监管部门主要监管和查处涉

及价格、计量、垄断等扰乱粮食购销市场秩序的违法违

规行为。”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岳希忠介绍，将深入

开展粮食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加大巡查检查力度，重点

加强“流动磅”“地头磅”监管，严厉打击各类涉粮违法违

规行为，强化责任担当，做好服务保障，切实维护全省粮

食购销市场秩序稳定。

目前，河南夏粮小麦已集中大量上市，各类主体入

市收购积极性高。徐富勇建议各类收购主体特别是粮

食经纪人“即购即销、快购快销、薄利多销”，“下一步，我

们将持续加强对小麦收购进展情况的跟踪调度，分析研

判市场形势，及时采取应对举措，积极做好为农服务，确

保农民夏粮‘卖得好、卖得顺、卖得舒心’。”

主动对接应收尽收
本报记者 王金虎

7 月 14 日，在鲁粮集团山东齐河国家粮食储备库，

十几辆满载小麦的车正有序通过检测、过磅等程序。“今

年夏粮质优价高，各项指标是近年来比较好的，现在每

斤价格在 1.54 元左右，比去年同期高了 0.3 元，粮农售粮

热情很高。”德州市齐河县粮食保障中心副主任王庆宝

介绍，为保证粮食收储平稳有序，提前做好了收购预案

和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组织 90 多家粮食经营企业积

极入市收购，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应收尽收。

今年山东夏粮总产量达到 528.32 亿斤，截至 7 月

13 日，全省收购新小麦 95 亿斤，收购均价 1.53 元/斤，同

比上涨 0.26 元/斤。山东实行夏粮收购五日报制度，及

时发布收购进度、价格等情况，指导粮食收购企业主动

对接农民售粮需求，创新运营总规模 5.9 亿元的粮食收

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创新开展“互联网+”收购、预约

收购、上门收购等多元化服务，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优化

现场收购流程，根据需要早开门、晚收秤。山东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刘萍介绍，今年山东准备夏粮收

购资金 300 亿元，预计收购小麦 200 亿斤，已准备仓容

223 亿斤，确保“人等粮、钱等粮、仓等粮”。

围绕节粮减损等，山东组织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

指导农民和粮食经纪人科学储粮。山东实施农户科学

储粮专项工程，累计发放科学储粮示范仓 98.8 万个，粮

食产后损失约降低 5 个百分点。山东还实施地方政策

性储备粮库绿色仓储升级改造，新建扩建仓容 47.2 亿

斤。结合储粮气候特点，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全省

应用环流熏蒸仓容 475 亿斤、粮情测控仓容 544 亿斤、机

械通风仓容 601 亿斤，实现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 152 亿

斤，“长储长新”的存储科技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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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果品促增收

本报记者

温济聪

从 辽 宁 丹 东 市 区 一 路 沿

江向北去往宽甸满族自治县，

漫山燕红桃树绿意浓浓，蓝莓

果 实 布 满 枝 头 。 燕 红 桃 、蓝

莓、草莓，是丹东打造优势特

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的龙头

产 品 ，也 是 带 动 村 民 增 收 的

“致富果”。

位 于 鸭 绿 江 畔 的 宽 甸 县

古楼子乡南荒沟村，山坡上的

燕 红 桃 树 果 实 正 在 陆 续 成

熟 。 62 岁 的 村 民 栾 吉 全 说 ，

“种燕红桃 30 多年了，日子越

过越好，这片园子一年能挣 20

多万元”。

南 荒 沟 村 的 变 化 越 来 越

大，山上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

“肩扛手提”变成了车装车卸；

电商团队、网红主播走进果园，

过去的“贩子垄断”变成了多元

化销售，桃园里的生意越来越

红火。“在我们这儿，不光种桃

子的人家致了富，每年 6 月到

9 月，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到桃

园里疏果、套袋、摘桃，增加收

入。”栾吉全说。

近年来，古楼子乡积极壮

大蓝莓产业，兴建标准化蓝莓

种植基地，走上了规模化发展

道路。古楼子乡党委书记于方铭介绍，通

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蓝莓由过去单一品

种发展到现在十几个品种，产果期从最初

的 3 月末上市提前到现在 2 月

中旬就开始少量上市，并持续

到 8 月末。目前，古楼子乡共

种植蓝莓 2073 亩，其中现代化

设施蓝莓大棚 1000 余栋、1800

余亩。

杜 云 腾 是 古 楼 子 乡 南 荒

沟 村 水 果 种 植 家 庭 农 场 主 ，

“我家有 1 个暖棚主要种植北

陆 品 种 蓝 莓 ，还 种 有 陆 地 蓝

莓 20 亩 ，一 年 净 收 入 有 20 多

万元”。

在丹东，“东港草莓”也是

闻名遐迩。“我们这里的草莓

都销往北京、天津、沈阳、大连

等地。为保障安全，我们对运

输司机和工作人员进行常态

化核酸检测，并对车辆进行消

毒。”东港市马家岗富源草莓

专业合作社理事付晓利告诉

记者。

1994 年前后，付晓利所在

的李家店村的设施草莓大棚

不足 10 栋；如今，草莓已成为

村子的主导产业，全村有 600

余户 1900 余人从事草莓种植

生产。“一方面，随着高速公路

的开通，草莓能快速送达，保

障了果品新鲜度；另一方面，

得益于东港市有关部门‘联电商、树品牌’

的举措，我们的草莓在网上越来越火。”付

晓利说。

海南自贸港海口新海枢纽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完成，正进行玻璃幕墙安

装、金属屋面铺设等，预计今年底竣工，建成后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港口客

滚综合枢纽，打造海南自贸港的“门户港、形象港”，辐射带动周边旅游、文化

和商业配套服务发展，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钟建佳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