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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并提出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

“卡脖子”难题。
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

的当下，中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特别聚焦产业链供应链提
出一系列举措，意味深长。

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是大国
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无论是全球，还是国内，都面临着来自产
业链供应链的严峻挑战。

将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放在“六保”中的重要位置，针对
短板弱项加强部署，疏通堵点、破解难点……我国产业链供应
链快速恢复高效运转，为中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防范化解各
种挑战提供了坚固依托。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
起云涌，竞争更趋激烈。尽管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
体系，但仍存在部分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基础
能力、高端和高质量产品供给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迫切需
要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又
要尽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
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
可以做到自主循环。

补链强链刻不容缓。聚焦补链强链，中央已围绕重点任务
多次作出明确部署，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具体要求。

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是要坚持战略需求导向，针对薄
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是在补短板
的同时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灵活性；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更旨在精耕细作，在产业链的重要节点形成一批具有优势的企业，发挥好他
们在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

补链强链正当时。抓好产业链供应链这个着力点，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的稳定性、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并从中深挖潜力、释放活力和创造力，中国经
济必将不断打开发展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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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彭博社近期发布了一
个全球抗疫排行榜，将全球确诊病例
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美国排在第
一。这样一个不符合事实、违背科学
精神的所谓“排行榜”，令全球舆论哗
然。如果说全球抗疫需要一个排行
榜的话，那么制定该排行榜的唯一标
准只能是科学，而不是“美国优先”。

病毒传播是有规律的，抗击病
毒要依靠科学，这是全球抗疫一年
多以来得出的最重要经验。为了将
美国排到第一，彭博社的这一排行
榜不惜将评判抗疫成果时最重要的

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等关键要
素删掉，将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提醒
要慎重看待的“重新开放进度”视为
积极因素，还将执行封锁和出入境
防疫管理政策这些被证明行之有效
的防控举措设定为负面因素，让人
无语。从科学的角度看，专业国际
组织提出的重要指标才是科学标
准，而上述不公平、不公正、缺乏科
学标准的排行榜让人无法信服。

科学依托事实，实事求是才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顾美国的
抗疫进展不难发现，该国前期防控
工作严重不力，成为全球感染人数
和病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在疫
情初期否认病毒存在，把病毒政治
化，搞党派和国家之争，使政治凌驾
于科学之上，导致疫情失控。今年

以来，原本高调宣布的疫苗接种目
标成为泡影，德尔塔变异病毒加速
传播。近期，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死亡病例、住院病例数等疫情核
心指标严重反弹。就是这样一个在
抗疫方面漏洞百出、累计确诊病例
超 3500 万、死亡病例超 60 万的国
家，在经过一系列精心修饰之后，居
然摇身一变成了“抗疫优等生”，只
能让世人“呵呵”了。

自去年 11 月起，彭博社每月都
会推出一版“全球抗疫排名”。在去
年的榜单里，美国通常位于中下水
平。事出反常必有妖。从中不难看
出，美国从“中下”到“第一”的转
变，“美国标准”的改变是决定因
素。这实际是偷换概念，其背后隐
藏的是美国的话语霸权。换句话

说，这一切都是按照“美国规则”实
现的，手握“规则权”的美国可随意
将自己描述成希望成为的模样。

事实是最好的镜子。全球疫情
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与一些发
达国家在疫情暴发初期隔岸观火、幸
灾乐祸、无所作为不无关系。当疫情
在全球迅速蔓延，这些国家又开始向
中国甩锅，试图将防控不力的责任推
卸给中国。等到新冠疫苗问世，它们
又大搞疫苗民族主义，使众多欠发达
国家无疫苗可接种，深陷疫情。

一个媒体出于“美国优先”的目
的，随意改动规则，任意编造所谓

“排行榜”，只“讲政治”不讲科学，这
不仅是对生命的漠视，更是对本国
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不负责任。

（新华社日内瓦8月3日电）

科 学 才 是 抗 疫 排 名 的 唯 一 标 准
新华社记者 陈俊侠 聂晓阳

连续多日大雨之后，华北出现难
得的晴好天气。作为我国夏粮主产
区，河南、河北等地要迅速行动，企
业、农户齐动手，做好防粮湿工作。

河南、山东、安徽、河北是夏粮
生产大省。河南夏粮产量占全国

夏粮总产量四分之一，四省合计占全
国夏粮总产量六成多。这场强降雨
发生在夏粮收割基本完成之后，当务
之急是把降雨对夏粮储运加工环节
的影响降至最低。当前，粮农手里粮
食存量大，防潮防湿手段有限。有关
部门要及时行动，切实做好小麦防湿
以及湿粮处置工作。

要抓紧时间晾晒。各地要组织
粮食收储企业，利用一切晾晒场地，
为群众提供晾晒服务；要引导群众

利用房顶、院内硬化地面或地面铺
设塑料布等方式，对粮食进行自然
晾晒；要充分利用空仓及通风设施
提供通风服务。

要提供烘干服务。对适宜烘干
的过水粮食，农机服务部门要大力动
员农机合作社，积极利用谷物烘干机
为群众服务；供销社系统要利用自有
烘干设备，主动帮助群众烘干粮食。

要抓紧收购工作。据国家粮食
和储备局最新数据，目前主产区小

麦收购逾 4000 万吨，整体收购进度仍
快于近三年平均水平。确保四省夏
粮颗粒归仓同时抓好秋粮生产工作，
意义十分重大。

特别要强调的是，对不符合食用
标准的过水受潮粮食，各地要引导饲
料、酒精等工业企业设点收购，帮助
农民售粮变现减少损失。要严格执
行国家规定，妥善处置湿化霉变粮
食，决不允许其流入口粮市场。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雨过天晴救粮湿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美国媒体彭博社前不久通过
预设对美国有利的评价立场、制
订对美国有利的评价标准等伎
俩，将疫情应对漏洞百出的美国
评为“全球抗疫表现最佳”的国
家。如此“美国第一”因罔顾事
实、违背科学、轻慢生命而受到网
友群嘲，被斥为“厚脸皮第一”“恬
不知耻第一”。

彭博社绞尽脑汁编织“美国
神话”的案例暴露了一个深刻的
问题：美国部分政客多年来不择
手段操弄舆论，用“美式话术”蓄
意妨害人们了解事实真相，从而
实现其维持美式霸权、粉饰美国
形象、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图谋。

在“美式话术”操弄下，没有
什么荒唐的结论是不能被编造
的。以抗疫为例，美国作为医疗
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至今已
有 60 多万人在疫情中病亡；美方

屡屡囤积疫苗、截留医疗物资、妨
害国际抗疫合作，自私自利的嘴脸
早就暴露无遗。美国这等表现，竟
然被彭博社评为“全球抗疫第一”，
实在荒唐透顶。再比如，香港实施
国安法以来，当地社会秩序明显好
转，国际投资者对香港营商环境满
怀 信 心 ，美 国 政 府 却 诬 称 香 港 的

“法治和自治受到侵蚀”，一意孤行
炮制所谓“商业警告”，对香港前景
的唱衰完全荒腔走板。

在“美式话术”支配下，没有什么
荒谬的剧本是不能被编写的。去年，
抗疫不力、玩忽职守的美国共和党政
客就被曝出精心炮制抹黑中国、攻讦
政敌的剧本。根据这一剧本，他们妄
称“中国掩盖真相导致病毒蔓延”，企
图将一切过错推给中国。如今美国
民主党执政，虽然白宫的主人变了，
但动辄对中国“泼脏水”、把中国作为
美国自身问题“替罪羊”的套路没有

变，手段甚至更加阴险。
在“美式话术”构陷下，没有什

么荒诞的叙事是不能被编织的。美
国政府一度指责中国每年窃取价值
数千亿美元的美国知识产权，对美
国创新能力造成所谓“致命打击”。
然而，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公
开刊文指出，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
脚”，因为这个荒诞故事的内在假设
是——“精明老练的美国跨国企业
蠢到会把核心技术转交给它们的中
国伙伴”。美方长期鼓吹“中国威胁
论”，一些美国政客叫嚣中国对美国
的 繁 荣 、安 全 和 价 值 观 都 构 成 挑
战。然而，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撰文
指出，中国既没有挑战美国的繁荣，
也没有威胁美国的安全，也没有对
美输出意识形态，美国要解决自身
问题，反而恰恰需要和中国合作。

人们该如何识破“美式话术”
呢？一是要提高警惕，充分意识到

“美式话术”背后的“美式心术”——
寻求将美国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
目的潜移默化地内化为人们判断是
非 的 标 准 ，实 现 对 人 们 的“ 精 神 统
治”。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避免偏
听偏信。德国作家吕德斯在其新著

《伪圣美国》中揭露，美国政府及利益
集团非常善于通过选择和歪曲事实、
刻意窄化新闻来源、极化人们的判
断 ，来 混 淆 是 非 ，左 右 公 众 的 判 断
力。三是要放下歧视和偏见，客观公
正地看待其他国家，理解世界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不被“美式话术”常常预
设的二元对立叙事框架禁锢思维。

令人欣慰的是，一段时间以来，
国际社会的理性之声、正义之声越来
越多，“美式话术”越来越难再像以前
那样，颠倒黑白无往不利，信口雌黄
所向披靡。看清“美式话术”的人，正
在一天天多起来。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警 惕“ 美 国 第 一 ”背 后 的“ 美 式 话 术 ”
新华社记者 韩 冰

到名山大川领略秀美的自然风
光，在名胜古迹感受深厚的人文底
蕴，选择休闲好去处、放松身心……
随着暑期旅游高峰的到来，多地景区
的游客数量明显增加。一些景区在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的基础上，加强旅游信息提示、应用
先进技术手段、创新管理办法，积极
排查风险隐患，织牢旅游安全网，为
游客安心畅游保驾护航。

旅途风光无限好，安全意识不可
松。多年来，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引
导和对旅游不安全行为的持续约束，
安全旅游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
与此同时，仍有少数游客不遵守景区
游览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
的区域而陷入困境或危险之中。正
因此，不久前安徽省黄山市发布《黄
山市山岳型景区有偿救援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拟将有偿救援范围
从黄山风景区扩展到黄山全市山岳
型景区，引发社会关注。

近年来，在一些景区，游客因违
反景区规定而遇险被困的事件时有
发生。无论是追求新奇体验、前往景
区禁止游玩的地带，还是抱有侥幸心
理、认为自己不会遇险，根本上都是
忽视安全、无视规则。任性的行为，
给景区管理工作带来麻烦，而一旦游
客遇险，还需要有关部门耗费人力、
物力组织救援。实行有偿救援，提高
违规成本，正是出于更好保障游客人
身安全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强化游客安全意识和规则意识。

当然，有偿救援与人道救援并不矛
盾。黄山发布的指导意见明确：“有偿救
援应当遵循‘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
念，坚持先救援后追偿原则、有偿救援与
公共救援相结合原则、教育与警示相结
合原则。”在落实过程中，怎样避免经济
成本因素对救援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如
何厘清应由游客分担救援费用的范围？
怎样有效实现救援费用的追偿？这些问
题提醒我们，坚持生命至上原则，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配套执行措施，并在运行过
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改进，才能
让有偿救援更好发挥作用。

破解救援难题，关键是要把工作做在
前面。旅游景区须从预防事故发生的角
度入手，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加大宣传警
示力度。例如，在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设
立明显的标志牌，明确告知游客违规进入
的后果；在门票上注明未开发、开放的区
域，提前告知游客可能存在的危险情形；
对容易发生险情的区域加强巡逻、监控；
等等。落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才能把安
全保障网织得更加细密。作为游客，也要
多些敬畏之心、提高自救能力，时刻绷紧
安全旅游这根弦。防患未然、携手努力，
才能打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旅游是件愉悦身心的趣事，不过游
兴再浓，都应牢记安全、行有所止。密切
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出行前合
理规划旅游行程，不参加未开发线路探
险或违规进入未开放区域……涵养良好
习惯，坚持安全第一，方能不辜负一路上
的景色，收获更多美好与舒心。

（据《人民日报》）

暑期旅游，时刻绷紧安全弦
邹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