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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风险

﹄
威胁全球产业链稳定

郭

言

近来，美西方一些政客把“脱钩论”改

头换面，炮制出“去风险”论调。所谓“去风

险”，本质上是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意识形

态化，违背经济规律，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

经贸秩序，侵蚀全球高效合作根基，威胁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给深度交融的全球

经济带来巨大风险。

从“脱钩论”到“去风险”，部分美西方

政客虽然改变了话术，但背后的目的却没

有变。在西方经济学上，“去风险”特指金

融机构的越位管辖，过去一直被美国、欧盟

及世界银行等机构所诟病。美国强行将中

国与“风险”画上等号，意图抹黑对华正常

经济交往，其险恶用心，可见一斑。从具体

政策指向来看，所谓的“去风险”还是在玩

弄技术封锁、投资审查、供应链转移等老把

戏，真实目的依旧是遏制打压中国。

这种以“去风险”之名分裂世界的做

法，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阻碍

了全球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全球产供链

的形成和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

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各国

加强分工合作，带来的是共同发展。作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的重要枢纽，也是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以“去风险”之名搞

对华“脱钩”，胁迫他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队，不仅严重干扰全球市场正常运行，更加

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混乱，引发国际规则

竞争与冲突，对经济全球化造成巨大冲击。

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数十年来，以

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贸易

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

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

流。要实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有韧性，必须将资源配置建立在

市场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之上。然而，个别国家却大搞阵营

对抗和“经济冷战”，企图构筑分裂世界的平行体系，以霸权霸道霸凌行

径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对外转嫁风险危机、周期性收割世界财富，严重

损害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给世界长远发展带来难以承受之重。

比起所谓的“去风险”，世界发展更加需要的是“去政治化”。当

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贸易投资增长乏力，债务水平居高不下，

粮食能源供应短缺，气候危机前所未有。在世界面临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增加的形势下，各方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但泛化国家安全，把

其当成推行保护主义、遏制打压他国的借口，只会造成更多问题，徒

增全球经济风险。

历史已经证明，坚持开放合作才能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

展空间。各国应当顺势而为，携手推动更富创造性的合作，共同维护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世界发展和安全作出更多贡献。

筑牢安全防线 守护万家灯火
——2023年“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速写

他们无惧风雨，筑牢安全防线；

他们初心如磐，守护万家灯火⋯⋯

中共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

全社会宣传发布 2023 年“最美应急管

理工作者”先进事迹。让我们一起走

近这群新时代的应急管理人。

他们无畏逆行，诠释责任担当。

“ 在 救 援 中 ，他 永 远 是 赴 汤 蹈

火。”这是人们对广东省茂名市消防

救援支队站北六路特勤站班长杨炳

的评价。

2022 年 6 月，广东茂名石化泄漏

爆燃事故现场。“95 后”杨炳深入核心

罐区，“七进七出”完成水炮架设等关

键任务，阻止了可能发生的连环爆炸。

王庆银是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

救援中原油田队、普光队队长，曾 16

次带队冲入火场，鏖战 36 小时⋯⋯他

用一次次向死而生的冲锋，诠释着应

急管理人的责任与担当。

30余载，在水与火的洗礼中淬炼。

李孝忠是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昆明支

队支队长，累计防火执勤 1000余次、灭

火作战600余次、综合救援100余次。

他们兢兢业业，忠于职守。

“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四季

穿棉袄。”民谣道出了西藏那曲市安

多县自然环境的恶劣。

在这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一半

的地方，安多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旦巴

群培用脚步丈量辖区 10 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大到自然保护区域，小到加

油加气点位、村里小商店存在的安全

生产隐患，他都了如指掌。

王 选 泽 是 同 事 们 心 中 的“ 活 字

典”。作为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

的一名监察员，他默默坚守在矿山安监

一线，先后参与煤矿监察执法约2000矿

次，保障了数以万计矿工的生命安全。

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应急管理

局局长赵军参加工作 34 年以来，始终

如履薄冰，不断锤炼应急队伍、组建

民间社会救援力量，切实肩负起促一

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他们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蓝焰先锋”。组建于 2018年 8月的

中国救援队坚持战斗力标准，大力加

强以地震救援为主的灾害救援、山地

救援、水上救援、城市救援等专业训

练。2023 年赴土耳其参加地震救援

中，排查总面积超过 70 万平方米，成

功营救 6 名幸存者，展示了中国救援

队伍的专业水准和一流素养。

他们坚守初心，竭诚为民。

在革命圣地延安，宝塔消防救援

站赤心为民，守护着 75 万老区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

全站以张思德为榜样，成立“张

思德消防服务队”，穿梭在辖区大街

小巷，被老区人民亲切称为“红军传

人、人民卫士”。

在大别山腹地，安徽省金寨县应

急管理局局长郑学培一心为民。他

曾因彻夜坚守事故现场，面部神经严

重受损、面肌大面积瘫痪，在确诊甲

状腺癌后继续投身抗旱救灾工作，为

老区人民筑起安全堡垒。

今年 38 岁的王盛宁担任甘肃省

庆城县翟家河乡路家掌村党支部副

书记、民兵班班长、

村 应 急 小 分 队 队

长 。 他 将 全 村

1030 名 群 众 的 安

危挂于心头，坚持

宣传安全常识、组

织开展实战演练，

用责任和汗水守护

一方安全。

他们锐意进取，勇于创新。

被誉为“炼有火眼金睛的定海神

针”的孙柏涛，是中国地震局工程力

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作为一名资深的结构专家，他 10 余次

参与国内外地震应急救援工作。

雄安新区应急管理局局长韩建

波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完善应急管

理体系建设，创新组织开展区域性安

全风险评估，逐步探索适合新区特色

的安全监管模式。

山东省菏泽市应急管理局安全

生产巡查督查科科长陈亚鹏创新“岗

位安全工作法”，推动岗位培训、风险

管控、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考核奖惩

五个“一线落实”，全市危险化学品领

域连续多年未发生亡人事故。

“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

民以力量。”新征程上，广大应急管理

人正胸怀“国之大者”、肩扛使命担

当，全力守护国泰民安。

文/新华社记者 周 圆 王聿昊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好一朵富民的牡丹花

本报记者

曹红艳

辛自强

在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洪

庙村的农民画室里，53 岁的王

春英正同时创作两幅工笔牡丹

画。这幅刚刚着色，那幅又将

落笔。她笑称这也算是流水线

作业了。创作一幅牡丹画，她

能赚 1000 元，每月能有 6000 元

至 7000 元的收入。

洪庙村是远近闻名的绘画

专业村，像王春英这样的农民

画师有 50 多人，每年创作绘画

作 品 近 2 万 幅 ，年 产 值 800 万

元。洪庙村还带动了周边近百

名村民从事绘画创作。而这只

是菏泽牡丹花开的“一朵”。

牡 丹 是 菏 泽 最 亮 丽 的 名

片。近年来，菏泽立足资源禀

赋，做好特色文章，通过“新技

术、新产品、新业态”实现产业

升级，已发展成为世界上面积

最大、品种最多的牡丹生产、出

口和观赏基地。牡丹正在成为

菏泽开启乡村振兴的一把“金

钥匙”。

高效种植模式稳定了种植

户收益，提高了农户种植牡丹

积极性。菏泽牡丹栽植历史悠

久，至今已培育观赏牡丹 9 大

色系，10 大花型，近 1300 个品

种。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

副主任刘继国介绍，目前，菏泽

建设有百亩以上牡丹标准化、

专业化种植基地 30 处，千亩以上牡丹种植

观赏基地 4 处。菏泽引进昆明花拍设立菏

泽分中心，推动了花卉产业走向标准化、规

模化、国际化轨道。

牡丹根入药、籽榨油、蕊制茶、瓣提露，

籽粕做饲料，枝条和叶子做熏香⋯⋯做好

牡丹深加工，一篇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大

文章正在菏泽铺展。牡丹特色产业入选山

东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培育方案，菏泽培

育了 16 家牡丹深加工企业，设立了 20 家科

研机构，开发出 260 多种产品。去年牡丹

产业总产值突破 100 亿元，带

动就业超 10 万人。刘继国说，

菏泽牡丹产业已经走出一条

以药用牡丹、观赏牡丹和油用

牡丹为主的牡丹产业化发展

之路，实现了从“一朵花”到整

条产业链的“蝶变”。

依 托 绘 画 村 成 立 的 洪 庙

农民绘画专业合作社是全国

首家，目前拥有社员 514 人，有

一 定 创 作 水 平 的 画 师 近 百

人。合作社采取“经销+合作

社（画院）+农民画师”模式，农

民画师的画作一般由合作社

按 固 定 价 格 回 收 ，再 统 一 出

售，售价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

等。理事长姚树昭介绍，合作

社里一般的画师年收入 3 万元

至 5 万元，特别优秀的画师收

入能达 10 万元。

巨野县书画院是集创作、

培训、展览、交流于一体的综合

性书画艺术公益单位，也是该

县书画产业运营管理、宣传推

介机构。在这里，记者偶遇全

职妈妈康素红与同学们一起临

摹工笔牡丹画。培训老师王会

丽介绍，学员们参加的是公益

培训，今年已经办了两期，像康

素红一样希望通过学习技艺增

加收入的学员不在少数。

农 忙 时 耕 地 ，农 闲 时 作

画，这是巨野县新农人的新形象。巨野县

每年拿出 300 万专项财政扶持资金，实施

农民画师培训工程。截至目前，全县建设

8 个绘画专业镇，49 家基层画院，50 个专业

村。从事书画产业人员超 2 万人，在全国

建立 600 余个销售网点。

今天，牡丹画、牡丹瓷、牡丹鲁锦、牡丹

剪纸等文创产品在菏泽“争奇斗艳”。创新

开发牡丹文化的新业态，正不断拓展牡丹

产业发展的新空间，更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活力。

多地推出精品线路、安排专项资金、做好出行服务——

旅游市场迎来“最火暑期档”
今年暑期，全国旅游市场复苏势头强

劲，旅游人次和收入齐升。多家旅游平台

数据显示，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有望全面超

过 2019 年同期，亲子游、研学游、避暑游等

成热门选择。

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全国各地近期持续高温，来自安

徽的游客魏倩却在昆明感受到了难

得的凉爽，“这里的温度太舒服了，

和外地的炎热形成鲜明对比”。入

夏以来，云南省平均气温仅 22.9℃，

“天气常如二三月”的春城昆明成了

避暑胜地。

不仅是昆明，在云南处处可徜徉山水

间，享受夏日清凉。在大理，苍山脚下、洱海

之畔，游客沿着生态廊道一路打卡，感受慢

生活。在石林，群岩涌翠、万峰竞秀，游客可

边体验彝族文化边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除了昆明、大理、丽

江、迪庆等传统热门线路外，曲靖、西双版

纳、普洱、保山等地游客也持续增加。连日

来，昆明航班起降和旅客吞吐量骤增，7 月 14

日，起降航班 1005 架次，创 3 年来新高，运

送旅客 14.38 万人次。云南铁路部门日均

发送旅客 30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6%。

“园区 4 家酒店，提前 2 周就订满了。”

湖北襄阳华侨城奇幻度假区营销中心副总

经理付志新表示，今年暑假伊始，该度假区

就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预计暑期将接待

游客超 200 万人次，再创新高。”付志新说。

同程数据显示，7 月 11 日至 17 日，机

票预订量较 2019 年同期上涨超过 120%，

全 国 酒 店 预 订 量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50.53%。“暑运开局旺早有预兆。”在携程

机票营销负责人蓝星看来，今年暑运的火

爆得益于旅游市场持续复苏，叠加机场和

航司不断推出优惠，并有直播、大促等营销

活动，进一步刺激旅客出行需求。

“从热门出发地和目的地排名看，上海

在全国城市中均处前列。”同程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程超功表示，随着旅游市场逐步常

态化，暑期旅游需求得到集中释放，加之学

生流、亲子游客群强劲复苏，暑期出行客流

持续高位运行，上海作为暑期旅游目的地

和客源地的双热门，暑期前半月旅游市场

呈现多样化、都市性等特点。

研学游深度游成热门

“亲子研学是暑期上海旅游市场的热门

主题。”程超功介绍，7 月以来，同程旅行平

台上海区域“研学”产品关注度环比上涨

183%。连续多日高温天气，催热了博物馆

研学游，清凉舒爽的博物馆吸引了众多亲子

和学生游客。

针对各大博物馆客流“爆棚”情况，上

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宣布将组织上海博物

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世博会博物馆等

17 家博物馆开展“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并

试点持证导游进博物馆带团讲解等举措，

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研学游的火热不只在上海。上合少年

儿童“世界是课本”主题研学团队也在 7 月

抵达湖北宜昌三峡大坝旅游区。在三峡工

程博物馆，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合

作组织国家多功能经贸平台文化交流形象

大使窦昕把与三峡有关的历史、诗词等作

为索引，为上合组织少年儿童上了一堂精

彩生动的长江文史游学课。

今年以来，三峡大坝旅游区、屈原故里

景区推出的多款研学游产品受到热捧，接

待研学游学生分别达 3.8 万人和 3 万人。

“从宜昌到重庆，既是唐诗宋词走廊、三国

文化富集地，也是领略大国重器三峡大坝

的必经之路。”窦昕表示。

“随着用户个性化和多样性需求增加，

以往流于表面的出游产品已不能完全吸引

用户。”程超功认为，只有深挖用户需求，打

造更多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更具城市

特色的旅游精品，才能保持市场活力。比

如，暑期 City walk（城市漫游）成为年轻游

客探索城市的热门玩法，上海武康路、安福

路、永康路、复兴西路、复兴中路等吸引了

不少年轻群体前来“打卡”。

多方协力做好服务

“香格里拉的松茸、丽江的松露⋯⋯菌

类吃法种类多样，期待游客前来体验。”云南

文旅厅副厅长娄可伟说。云南文旅部门在

调研市场的基础上，推出 10 条精品线路，

包括文旅融合、户外运动等主题。“这 10条

线路是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热销产品。”云

南省旅行社协会副会长刘志敏表示。

今年以来，湖北省财政安排近 10 亿

元帮扶资金，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其中，

4 亿元用于发放文旅消费券，2 亿元用于支

持新开国际航线，1.53亿元专项奖励资金用

于鼓励旅行社开拓省外客源市场，近 2 亿元

用于宣传促销。同时，协调各金融机构对

文旅企业提供贷款延期、贴息等支持。

湖北文旅集团统筹 38 家景区、40 家酒

店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在神农架、恩

施大峡谷、荆门极客公园等景区，游客可凭

高考、中考准考证免费入园。“游湖北”平台

在咸宁试点启动 2023 消费券发放工作，已

发放消费券 1.5 万张。

铁路、民航等部门也全力做好服务，保

障暑运安全平稳。“航延自助改签小卡片”

“一站式综合服务柜台”⋯⋯东航推出一系

列特色服务，为旅客带来更加快速便捷的

服务体验。云南祥鹏航空加大调整运力投

放，并从加厚安全管理、强化技能提升等方

面积极应对。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

司科学调配运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并积

极创新服务举措，全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文/本报记者 管培利 李治国 柳 洁

董庆森 李 景 曹 松

7 月 28 日，一列“和谐号”列车正穿过山西省临猗县庙上乡的冬

枣大棚种植区。近年来，当地加大鲜枣产业扶持力度，全县种植鲜枣

面积达 20 万亩。 薛 俊摄（中经视觉）

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达万列
发运量同比增长 27%

据新华社杭州 7 月 29 日电 29 日 10

时 18 分，随着 X8020 次中欧班列从义乌西

站缓缓开出，前往西班牙马德里，今年中欧

班列累计开行已达 10000 列，较去年提前

22 天破万列，同比增长 27%。

据介绍，该趟班列满载 110 标准箱，货

物包含小商品、汽车配件、电动自行车、光

伏组件等。班列将从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

境，预计 21 天后到达马德里。

为保障中欧班列开行稳定畅通，国铁

集团加强通道运输能力建设，完成一批铁

路口岸及后方铁路通道补短板项目。例如

满洲里口岸新建国际货场投用，中欧班列

日换装能力由 420 标准箱提升到 840 标准

箱。同时，加强中欧班列枢纽节点建设，并

积极探索中欧班列跨越黑海、里海南通道

线路开发，努力打造“多向延伸、海陆互联”

的运输服务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