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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恶势力要露头就打
新华社记者 丁静 高健钧

为罕见病患者增添生命色彩
新华社记者 李恒

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的中国担当
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经年有余，对
全球负面溢出效应不断显现。平息战
火、实现和平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中国政府近日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
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全面系统阐释
中方基本立场主张，契合国际社会共同
心声，符合世界根本长远利益，为解决危
机提出全面、综合、可行的方案，彰显了
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维护者的负责任大国
担当。

这份立场文件内容涵盖尊重各国
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
谈、解决人道危机、保护平民和战俘、维
护核电站安全、减少战略风险、保障粮
食外运、停止单边制裁、确保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推动战后重建等 12 个方面，
既重申了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注意吸纳
国际社会理性观点，既明确了重大原则
前提，也标注了走出危机的清晰路径，
得 到 当 事 方 在 内 的 国 际 社 会 广 泛 认
同。联合国认为，中方立场文件“对解
决乌克兰危机十分重要”，是“一项重要
贡献”。

中方立场文件以止战为首要目标，
契合有关各方和世界人民呼唤和平的
共同心声。持续的战争带来无尽伤痛，
政治解决争端符合俄乌双方和国际社
会共同利益。然而，危机全面升级一年
来，每当和谈曙光乍现，总有些外部势
力从中作梗，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抹黑
调停者。他们不希望和谈成功、不愿意
战事停止。为了所谓“更大的战略目
标”，他们煽动阵营对立，不断拱火浇
油，根本不在乎乌克兰人民的死活，对
其他国家和地区遭受的连带损害无动
于衷。中国此时站出来呼吁：这场冲突
不应再继续下去了！道出了霸权压制
下全球积蓄已久的广泛民意。匈牙利
萨佐德韦格研究所政治分析中心主任
基塞伊·佐尔坦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经济体，
以和平为目标提出建设性方案，是一个

“非常积极的进展”，代表了世界上大部
分地区和国家的声音。

中方立场文件直击乌克兰危机痛
点，为各方走出安全困境提供了重要的
方向指引。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历史经
纬，既是欧洲安全矛盾长期积累的爆发，
也是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造成的结果。

归根结底，安全问题是乌克兰危机的症
结所在，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正是一些国
家为谋求自己的绝对安全而步步紧逼将
别国“逼到了墙角”。中国直击要害地提
出：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
代价，地区安全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
事集团来保障，各国的合理安全利益和
关切都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美国外
交学者网站刊文称，“安全不可分割”原
则遭到无视是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源之
一，而遵守该原则将是化解危机办法的
一个重要部分。

中方立场文件秉持劝和促谈一贯立
场，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供了可行
路径。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始终本着为
地区和世界和平负责任态度，坚持维护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安全不
可分割的原则，秉持公道正义，积极劝和
促谈，参与人道援助。从呼吁“为和平创
造空间，为政治解决留有余地”，到提出
对乌克兰问题五点立场和缓解人道主义
危机六点倡议，再到提出化解乌克兰危
机的“四个应该”“四个共同”和“三点思
考”，中国不懈的和平努力有目共睹，得
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克罗地亚前副总
理安特·西莫尼奇表示，中国始终呼吁和

平，强调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发布的立场文件不
仅对俄乌双方，而且对国际社会都具有
重要意义。波兰总统杜达强调，谈判永
远是一条让乌克兰问题通往和平的道
路，中国作为伟大的合作伙伴和拥有强
大实力的大国，不能被忽视。

冲突战争没有赢家，复杂问题没有
简单解决办法，大国对抗必须避免。乌
克兰危机带来警示：以牺牲别国安全谋
求自身安全，必然陷入安全困境；以冷战
思维构建世界和地区安全框架，必然导
致冲突对抗。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
终是劝和促谈的“助推器”，反对做煽风
点火的“鼓风机”。从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到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再到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
场》，中国向世界表明了一个鲜明立场，
那就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站在
和平一边；在单边制裁与对话谈判之间，
中国站在对话谈判一边；在拱火浇油与
降温灭火之间，中国站在降温灭火一
边。中国主持的是公道，谋求的是和平，
着眼的是长远，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国际社
会一道共同守护人类的和平与安宁。

旗帜鲜明支持见义勇为，坚决反对“和稀泥”，着
力破解长期困扰群众的“扶不扶”“劝不劝”“追不追”

“救不救”等法律和道德风险；引领、重塑正当防卫理
念……今年两高报告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时，提到众多
通过公正裁判维护正义、弘扬正气的内容。向全社会
亮明了司法维护群众利益、彰显公义良知、维护公序
良俗的鲜明态度。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公序良俗，是经
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是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规
范。最高检指导办理“昆山反杀案”等一批正当防卫
案，连续三年发布17件典型案例；审理朱振彪追赶肇
事逃逸者案、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等……两高报告
公布众多典型案例，公正裁判让人民群众纷纷叫好。
矛盾冲突、是非曲直面前，司法严明公正，尊重生活中
的常情、常理、常识，不躲躲闪闪、不含糊其词、不姑息
迁就，为正义呐喊、为义举撑腰、为英雄站台，有助于
进一步树立社会行为规则，彰显社会道德，捍卫法律
威严，净化社会风气。

司法为民既要惩恶扬善，还要做社会正能量的创
造者和守护者。遇到不法侵害时敢于斗争而不用思
前想后，见义勇为时敢于相助而无后顾之忧，热心帮
助时敢于上前而不用唯唯诺诺，以公正裁判弘扬社会
美德，以司法正气引领社会风尚，遵法守纪者吐气扬
眉，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善举义举就会越来越多。

激浊扬清，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以法为据，以理
服人，以情感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
治精神相互浸润。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树正气、
扬善举，法德并举之下，会有更多人衷心拥护法律，遵
守社会公德，巩固崇法尚德的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就
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瓷娃娃”“蝴蝶宝贝”“黏宝宝”……
这些罕见病别名背后，是患者经历的常
人无法想象的痛。

今年 2 月 28 日，是第 16 个国际罕见
病日。了解罕见病，关爱罕见病患者，才
能为更多罕见病患者增添生命色彩。

罕见病是诊疗难度极大的疾病，也
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目
前，全世界发现的罕见病超过 7000 种。
在我国，不少罕见病患者依然面临“诊断
难、治疗难、费用高”的难题。

据调查，以往罕见病患者平均确诊时
间为4年。更快更准被诊断是许多罕见病
患者及其家庭的心愿。近年来，我国发布
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
协作网、开展罕见病病例直报、发布罕见病
诊疗指南、加强罕见病医师队伍培训、印发
国家罕见病医学中心设置标准……一系列
推进罕见病防治诊疗工作的有力举措，让
更多罕见病患者“被看见”。

“有药可用”事关罕见病患者的健康福
祉。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已知的罕见病

中95%的罕见病无有效治疗药物。对此，
我国不断提升罕见病药物研发能力，对罕
见病治疗药品实施优先审评审批，探索同
情用药。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目前已有
60余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这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生动体现，也照见医学卫生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温度。

罕见病治疗费用高，是横在全球罕
见病患者面前的一大难题。今年年初公
布的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7个
罕见病用药。5年来，医保目录内药品数

量新增 618 个，其中包括 22 个罕见病用
药，覆盖法布雷病、庞贝病、戈谢病、脊髓
性肌萎缩症等罕见病。这一惠民生的举
措有效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温暖着他
们的心。

在健康中国建设道路上，对每一个
小群体都要关爱、都不能放弃。随着社
会各界的携手努力、罕见病医疗保障体
系建设的不断推进，我们相信，越来越多
罕见病患者的生命健康将会得到更好地
呵护和保障。

依法惩治信息网络犯罪，坚决惩治网暴“按键伤
人”，今年两高报告再次强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网暴成本低，造成危害大，影响范围广。编写几
句恶毒的文字，制作一段造谣生事的视频，发到网上
费不了多少事、花不了多长时间，但对他人构成的侮
辱诽谤、威胁恐吓却十分严重；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的
言论，更会污染网络环境，败坏社会风气。

网暴“按键伤人”，涉及侵害他人人格权、侵犯个
人隐私等诸多违法行为。然而，总有人抱着法不责众
等侥幸心理顶风作案，更为恶劣的是，还有网络“黑公
关”为商业目的，专门炮制虚假信息，进行恶意传播。
像在胡某宇事件这样的社会热点中，一些不法分子借
机造谣传谣、恶意营销炒作，对受害者家属造成二次
伤害，还严重误导公众判断，干扰事件调查。对这些
侵犯公众切身权益的网络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姑息，必
须依法严惩。

网络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近些年各级司法机关
持续加强对网暴的惩治，取得良好效果。5年来检察
机关从严追诉网络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1.4万人，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9190件；
推动“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自诉转公诉，起到良
好警示作用。各级法院审理涉网络“水军”、网络“黑
公关”典型案例，对散布虚假信息、危害网络生态的犯
罪行为进行了严惩。

打击网暴“按键伤人”已经形成良好态势，不仅要
保持这种态势，还要继续完善相关立法，将覆盖网络
的法网织得更密，对网络违法犯罪查得更严，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网络环境。

“起诉涉黑涉恶犯罪 26.5 万人”“依
法审结涉黑涉恶案件 3.9 万件 26.1 万
人”……7 日发布的两高报告，披露了
扫黑除恶工作的成绩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
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
固。当前，常态化扫黑除恶不能松劲、
歇脚，对黑恶势力要做到露头就打。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司法机关对孙小果、杜少平、陈辉民、
黄鸿发等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一批

为害一方的“村霸”“街霸”“矿霸”被绳
之以法。检察机关在专项斗争中对黑
恶势力利剑出击，坚持“是黑恶犯罪一
个 不 放 过 、不 是 黑 恶 犯 罪 一 个 不 凑
数”，让人们看到国家依法严惩黑恶犯
罪、严查“保护伞”的坚定决心。一个
个案件、一次次整治，扫出河清海晏、
盈盈正气，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
义就在身边。

当前，个别地方涉黑恶犯罪还时有
发生；有的地方黑恶势力蛰伏隐藏，逃

避打击；有的行业领域，黑恶势力滋生
的土壤还未完全铲除。这表明，与黑
恶犯罪作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
巨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决
不能把扫黑除恶“常态化”当成“一般
化”“一阵风”，必须坚持露头就打，以
打早打小促常治长效。

涉黑涉恶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需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黑恶势力
长期存在，往往背后有公权力当“保护
伞”，黑恶势力与其“关系网”互为依

赖、互惠共生，“伞”的级别越高，扫黑
难度越大。因此，扫黑必须打“伞”破

“网”，只有撕掉黑恶势力的“护身符”，
才能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土
壤，确保扫黑除恶取得标本兼治的效
果。

只有保持高压态势，坚持惩恶务
尽，才能形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压
倒性态势，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
格局，为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作出积极贡献。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坚决惩治“按键伤人”
新华社记者 高健钧 丁静

给正义撑腰 让正气弘扬
新华社记者 段续 高健钧

今年3月8日是第113个国际劳动妇女节，各行各
业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商家店
铺也纷纷针对女性推出系列优惠活动，营造出浓厚的
礼赞女性、致敬女性、歌颂女性的喜庆氛围。

古往今来，女性一直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人们称为“半边天”。1300多年
前，唐朝文成公主离开繁华的都城长安，西行约3000
公里，历经千难万险，来到雪域高原，与吐蕃王松赞干
布和亲，开创了唐蕃交好的新时代；花木兰替父从军，
抒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壮烈故事。进入新时代，各条
战线上巾帼英雄更是层出不穷。“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屠呦呦以身试药，对疟疾治疗作出突出贡献，捧回了
诺贝尔奖，让中药在世界的舞台绽放光芒；“大山里的
妈妈”张桂梅化作一束光，用知识照亮了千余名贫困
山区女孩的梦想，改变了她们的命运；“第一书记”黄
文秀放弃在大城市高薪的工作，毅然回到乡村，投身
于脱贫攻坚伟大事业，并为此付出年轻的生命；抗疫
战场上，无数白衣天使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请战”，冲
锋在前，舍小家顾大家，为人民群众筑起了一道安全

“长城”……无数女性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和努力，
撑起了“半边天”，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的女性风采。

我们发自内心为女性祝福的同时，更要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事业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推动
妇女工作高质量发展。要重点关心关注贫困妇女、残
疾妇女、留守妇女等困难妇女，为她们做好事、解难
事、办实事；妇联干部要对广大妇女充满感情，真诚倾
听她们呼声，真实反映她们意愿，真心实意为广大妇
女办事，在广大妇女中产生强大感召力；要努力消除
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消除一切形式针对妇女的暴
力，包括家庭暴力，打破有碍妇女发展的落后观念和
陈规旧俗，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营造浓厚关爱女性氛围
王强

延河观览

记者3月1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
网信办近期部署开展“清朗·2023年春节
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各网站平台加大
发现处置力度，集中查处一批违法违规典
型案例，有效遏制网上突出问题，为广大网
民营造出良好的春节舆论氛围。截至目
前，重点平台累计拦截清理违法不良信息
119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群组 16万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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