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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议

美国地缘政治专家弗里德曼日前接
受媒体采访，对中美关系问题发出“奇
葩”言论，声称中美关系当前出现问题，
责任在中国，是中国想保持对美国的“敌
意立场”，妄言中国需要作出决定改善与
美国的关系。

听到弗里德曼关于中美关系的这番
“高论”，稍微对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是非
曲直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会感到震惊：
究竟是什么样的思维逻辑，能让弗里德
曼得出这样违背基本事实的结论？

中美关系发展出现困难，是中方不
愿意看到的。究竟是谁搞坏了中美关
系，谁是始作俑者与责任方，事实经纬一
清二楚。只要看看，是谁向中国无情抡
起了关税大棒？是谁在涉台、涉港、涉疆
等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乃至挑战中国底
线？从所谓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到
美国新版国防战略，是谁言必称“中国威

胁”，把中国当作“假想敌”？是谁在中国
周边拉帮结派、用“五眼联盟”“四国机
制”等企图形成对中国的围堵？

美国一些势力顽固地抱持零和博弈
的执念，执迷于霸权逻辑、强权思维，不
希望看到中国健康发展，不惮于为中美
关系发展设置种种障碍。美方对中国构
筑全政府、全方位的打压态势，搞乱了中
美关系，到头来却要把“修复”的责任推
到中国身上，美国一些人的霸道做派可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面对中美关系的
是非曲直，他们哪里有半点的客观，完全
就是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在“大搅
浑水”。

弗里德曼们的“奇葩”论点背后，让
人看到的是美国一些人深入骨髓的傲
慢，和习惯诿过于人的蛮横。按照他们
的“美式逻辑”，美国没有问题，如果美国
和其他国家关系出了问题，责任都在对

方。栽赃嫁祸、倒打一耙，更是美方一些
人处理对外关系时最得意的“法宝”、最
拿手的“把戏”。

对于华盛顿的政客们来说，中国似乎
成了他们的“救星”，因为自从有了中国这
个“替罪羊”，他们顿觉如释重负，抗疫不
力、失业、社会不公等美国国内的种种问
题也似乎不再成为问题，只要把责任推到
中国身上，一切问题似乎都解决了。

无论怎么栽赃，真相不容掩盖。中
国始终以负责任大国姿态，从中美两国
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出发，努力推动建
立稳定的中美关系，推动中美互利合作，
始终以建设性的态度处理分歧。中国发
展的根本目的，是让自己的人民过上更
加幸福的生活。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
路，是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美方一些人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只
会使中美关系之结愈发难解；他们诿过

推责，只能是饮鸩止渴，永远也无法真正
解决其国内自身问题。美国前劳工部长
罗伯特·赖克等许多人士都指出，美国面
临的最大危险并非来自中国，而是美国
自身，美国煽动仇外心理只会伤害自身。

当前及未来很长时间里，中美必须找
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中方已经多次指出，
中美的正确相处之道，是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而不是顽固地搞零
和博弈、“脱钩”“断链”这一套。美方对中
方多次作出“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强化
同盟关系反对中国”等表态，但人们看到，
美方屡屡说一套做一套，缺乏诚信。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搅浑水”，对于
厘清中美关系遭遇困境的原因毫无益
处，对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更是有百
害而无一利。解铃还须系铃人。搞坏中
美关系的是美方，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
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困境。

“物业只管收费，不管小区出现的问题”“不知道
每天物业都在干些什么”“每年我们都交那么多钱，最
后也没有收支情况公示”……这是很多业主对物业服
务的评价。

对于小区业主来说，物业就是个“大管家”，两者
之间本来应该是“鱼水关系”，然而，自从有了物业与
业主，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成了矛盾与对立的关系，有
时候甚至一言不合大吵大闹，拳脚相加。我们不仅疑
惑，物业管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收费标准不统一、卫生环境差、维修不及时、车位
只卖不租……这些问题反复被提及，但却从未得到有
效解决。而归其原因，就是物业的服务水平欠缺。

笔者认为，物业服务业主，若想得到小区业主的
信任和支持，靠着懒散、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心态显
然是无法立足的，必须在提高服务质量上做足功课。
一方面，物业公司要提高员工素质，打造一支专业化
的服务团队，并定期对员工进行业务培训，提高服务
水平；另一方面，物业公司应与业主及时沟通，了解并
收集业主的诉求和意愿，按照业主的需求制定物业服
务标准化清单，并定期向全体业主进行服务内容公
示，保证其知情权。

同时，有关部门也要对物业行业进行有力监管，
明确物业服务质量要求、定价调价机制等问题。也可
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科学、客观评价物业服务质量，
对于服务态度恶劣、接到投诉极多的物业公司应给予
相应的处罚，并限期整改。

无论如何，对大部分人来说，房子买来就是居住
的，这里就是给人温馨、踏实的家。在以后漫长的生
活中，与物业的联系就是最紧密的，所以，物业公司一
定要用“绣花功夫”做好物业管理大文章，化解物业与
业主之间的矛盾问题，促进物业服务高品质多样化发
展，让物业管理提质增效，让居民生活更幸福。

用“绣花功夫”
做好物业管理大文章
程浩楠

扩大有效投资，是稳增长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要精准发力，促进扩
大有效投资，以补短板、增后劲、稳增长。

今年以来，为扩大有效投资，各地区各部门积极
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例如，1月至2月，全国基础
设施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高增速，老旧小区
改造、普惠幼儿园、全民健身等补短板领域投资持续
发力。但3月份以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扩大有效投
资面临压力。

促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焦重点领域。“十四五”
规划纲要确定的102项重大工程项目既利当前又利长
远，对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

促进扩大有效投资，各方要协同发力。当前，要
着力提高对包括上述项目在内的工程的审批效率，协
调保障用工和原材料供应，推进项目顺利实施。

促进扩大有效投资，资金必须跟得上。今年用于
项目建设的专项债券额度已全部下达，各地要按照

“资金跟着项目走”的要求，抓紧将新增限额对应到符
合条件的项目上，加快资金使用，强化资金管理。

促进扩大有效投资，要善用民间投资。今年政府
财政收支压力较大，要进一步放宽准入领域、降低投
资门槛，尤其要支持民营企业在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开
展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
能。

聚焦重点领域，加快推进项目实施，激发社会投
资活力，促进扩大有效投资，将助力中国经济顶住下
行压力，实现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精准发力，促进扩大有效投资
魏玉坤 王悦阳

在全球疫情继续肆虐、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为陷入迷雾
中的人类文明进步之路点亮了一束光。

“一起向未来”，这是中国给出的答
案，也是我们向世界发出的时代强音。
两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奥林匹克盛会向
世人证明：唯有将彼此命运紧密相连、敞
开心扉携手奋斗，才能开创更加和平、团
结、进步的美好明天。

在这场盛会里，“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与平等尊
重、温和友善的人性之光交相辉映。

北京冬奥会冰壶循环赛，中国混双
组合范苏圆/凌智不敌美国组合后，仍祝

福对手并送上奥运纪念徽章；自由式滑
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后，美国选手考德
威尔第一时间拥抱获得金牌的徐梦桃，
并对她说：“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奥
运赛场上，我们见证了许多这样的温暖
瞬间，运动员们在比赛中是你追我赶的
对手，在赛场下则是互相鼓舞的朋友，他
们的友谊超越种族、国界、语言，绘就出
人类团结友爱的图景。

在这场盛会里，人们共同传递着团
结协作、共克时艰的信心与勇气。

面对日本网友“拜托中国朋友为羽
生结弦加油”的请求，中国观众不负所
托，在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比赛中为这
位日本选手送上热烈的掌声；感受到中

国志愿者的热情友好，哈萨克斯坦越野
滑雪队主教练亚·巴佳伊金由衷感慨：

“虽然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但依然难掩他
们动人的笑容。”……正如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所言：“当前，世界需要一届成
功的冬奥会，向世人发出明确信息，即任
何国家、民族、宗教的人民都可以超越分
歧，实现团结与合作。”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为人类在艰难时刻
守望相助、携手共进注入了空前的希望
与力量。

在这场盛会里，中国再次向世界发
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情呼
唤。

冬奥会开幕式上，志愿者一句“欢迎

来到中国”让美国单板滑雪选手特莎·莫
德印象深刻。她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美
妙的时刻，每次回想起来，我都会热泪盈
眶！”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比赛结束后，美
国选手马斯特斯向现场观众致意：“当我
筋疲力尽、意志动摇时，你们的加油给了
我动力，感谢你们在这里。”

过去七年来，中国同国际社会紧密
合作，克服重重困难，兑现奥运承诺，为
人类战胜挑战做出了中国贡献。事实证
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完美诠释。

冬奥余韵，绵延不绝，未来之路，已
在脚下。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人
类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
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围绕当前消费领域重
点热点问题，提出5方面20条政策举措。落实好这些
政策举措，有助于稳定当前消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持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当前，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60%。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消费是畅通国
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对经济具有持久拉
动力，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

近期，由于国内疫情多发，特别是有些突发因素
超出预期，消费特别是接触型消费受到较大影响，3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由增长转为下降，消费恢复
进一步承压。但同时也要看到，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是
阶段性的，我国消费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接
下来，随着疫情得到有效管控，正常经济秩序将快速
恢复，消费也将逐步回升。

稳定促进消费，首先要稳住市场主体。要加大助
企纾困力度，前期出台的针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
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的纾困扶持措施，以及
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各项政策要切
实落实到位，同时要鼓励地方加大帮扶力度。通过稳
住市场主体，进而保就业、稳收入，稳住消费基本盘。

稳定促进消费，重点要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
工作。在精准落实疫情防控举措的基础上，各地要全
力做好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防止各自为政、层层加
码。要落实好粮油肉蛋奶果蔬等日常消费品保供稳
价措施，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稳定促进消费，关键要坚定信心。既要看到我国
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增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有待提升、流通循环和消费环境有待优化等现实问
题，也要看到我国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
业态日益丰富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信心来自于解决
消费领域痛点难点堵点和体制机制障碍，也来自于持
续培养和挖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蕴含的潜力。

文明需要培育呵护，网络不容暴力
撒野。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
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旨在有效
防范和解决网络暴力问题，切实保障广
大网民合法权益，为个别人肆意炮制网
络谣言、实施网络暴力敲响了警钟。

今天，我们身处“人人都有麦克风”
的网络时代，享受更多元的表达、聆听更
丰富的声音，但同时也出现了无序的情
绪宣泄和肆意的网络暴力。看到体育赛
场偶发的失误，有人飞短流长、强带节
奏；面对社会热点事件的争议，有人言论
过激、跟风起哄。更不用说，人肉搜索、
辱骂攻击等网络暴力行为。尤其是一段
时间以来，从浙江女子取快递时被造谣，
到成都女孩流调信息公开后被“人肉”，

再到寻亲少年网络上被中伤……一场场
“言语风暴”的背后，是个别人“键对键”
时挑拨是非、施放“冷箭”的结果。长此
以往，不仅毒化网络风气、污染精神家
园，而且极易给当事人带来精神压力和
心灵创伤，甚至导致不可挽回的悲剧。

任由网络抹黑、网络暴力蔓延，每个
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只有利
剑出鞘、重拳出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加大对不法分子的震慑，才能营造清朗
网络空间、呵护健康精神家园。此次开
展的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的一大特
点，就在于既切除病灶，也铲除病根。建
立健全识别预警机制，及时预警网络暴
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建立健全网络暴
力当事人实时保护机制，加强重点群体

救助保护；严防网络暴力信息传播扩散，
及时清理处置涉及网络暴力的评论、弹
幕等内容；加大对违法违规账号、机构和
网站平台处置处罚力度，严肃问责处罚
失职失责网站平台；强化警示曝光和正
向引导，推动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友善
评论、理性发声……这五个方面的重点
工作，着眼于消除网络暴力滋生的土壤，
实现了完善监测识别、实时保护、干预处
置、溯源追责、宣传曝光等全链条治理，
体现了标本兼治的政策导向。

也要看到，治理网络暴力需要划定
法治红线，也要明确责任边界。一方面，
网络平台是信息内容管理的第一责任主
体，不能被流量绑架、被情绪左右，必须
立起“防火墙”、架起“高压线”，对网络暴

力行为亮出“红牌”；另一方面，广大网民
是网络空间治理的主人翁和主力军，在
尊德守法、文明互动、理性表达中既要把
控自己的“言论边界”，又要保护自己的

“权利边界”，不断涵养适应互联网发展
的网络道德、网络伦理、网络素养。可以
说，只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才能壮大
网络正能量版图，提升治理网络暴力的
成效、建设网络文明的质量。

“天下苦网暴久矣！”来自网友的一
句感慨，道出了治理网络暴力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以“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
行动”为契机，让被害者警惕，让施暴者
警示，让无知无畏者警醒，我们的网络空
间才能向上向善，精神家园才能风清气
正。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岂容“搅浑水”
郑汉根

点亮“共创未来”的人类进步之光
刘扬涛

治理网络暴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田宇

更
快
直
达

努力稳定消费 持续释放潜力
安蓓

受新一轮疫情影响，我国经济运行
压力进一步加大。当前形势下坚持稳
字当头，一系列政策举措要靠前发力、
适时加力。

对特困行业实行阶段性缓缴养老
保险费、综合施策保物流畅通和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23条金融举措出台加大支
持实体经济力度……一段时间以来，助
企纾困再出实招。这是对眼下受到疫
情影响行业企业的“雪中送炭”，迫切需
要加大力度落细落实，让政策更快直达
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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