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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炒作“中国网络威胁

论 ”，编 造 散 播 所 谓“ 中 国 黑

客”的谎言；限制美国在半导体

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

工智能系统等领域对华投资，

图谋阻遏中国科技发展……美

国打压遏制中国的招式层出不

穷、花样繁多。

实际上，这些针对中国的

招数只是美国霸凌世界的一个

缩影，反映的是其愈加彰明较

著的狼性文化。这种文化信奉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或掠夺，

或欺骗，或胁迫，或讹诈，或暴

力征服，不择手段以捕获猎物

为最终目标，掠夺成性而毫无

道义负担。正是在这种文化的

主导下，美国的领土不断扩张，

美国的财富不断膨胀，美国的

国力不断增强，直到成为世界

第一强国。及至冷战之后，美

国终于独霸全球，更不惮向世

界展现其狼性文化，对于它想

要的一切，不给就抢，不服就

打，打不成就黑，“抢、打、黑”

如今早已成为今日美国围猎世

界的组合拳、连环套。

第一招“不给就抢”。美

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依靠掠夺

不断扩张的历史。过去掠夺印

第安人、劫掠墨西哥等拉美国

家，今日被抢的不仅包括积贫

积弱的叙利亚、阿富汗，被美国

视为眼中钉的伊朗、委内瑞拉，

还有美国的传统盟友。抢夺叙

利亚的粮食和石油，冻结阿富

汗的海外资产，扣押伊朗的油

轮并转移回国出售变现。美国

即便对待盟友也不手软，用“广

场协议”吃掉日本几十年经济

优势，以“经济人质”为手段肢

解法国阿尔斯通，新冠疫情期

间“ 截 胡 ”法 国 、德 国 防 疫 物

资，用《通胀削减法案》等手段

把欧洲企业吸引到美国……美

国匹兹堡大学客座法学教授丹

尼尔·科瓦利克撰文指出，美国

随时准备动用“掠夺”这个屡试

不爽的传统技能。

第二招“不服就打”。美

国 在 240 多 年 历 史 中 ，超 过

90％的时间在打仗。从印第安

人战争，到美墨战争、美西战

争，再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

克战争等等，战火几乎烧遍各

大洲。美国在战争和屠杀中不

断积累扩大军队实力，为其全

球霸权保驾护航。二战后美国

利用其构建的美元霸权体系，

对于反抗者或竞争者肆意挥舞

制裁大棒，动辄发起贸易战，大

搞单边霸凌，利用科技、经济、

金融优势对敌手进行多方位打

压甚至绞杀。早在冷战时期，

美国就联合西方国家设立“巴

黎统筹委员会”限制对共产主

义国家的高科技出口，今日美

国 抛 出 的“ 脱 钩 断 链 ”“ 去 风

险”本质上与冷战时期做法并

无二致。

第 三 招“ 打 不 成 就 黑 ”。

美国基于其在传播和全球媒体

话语权的支配地位，擅长对“不

听话”的国家进行抹黑构陷，为

自己指鹿为马、巧取豪夺“正

名”。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

局就发起“知更鸟计划”，在世

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通

过操纵媒体影响大众舆论。近

年来美方针对中国罗织了一系

列耸人听闻的“罪名”，一些诸

如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

以及“一带一路”上的“债务陷

阱”等谎言，其目的无非是妖魔

化中国，为中国的对外友好合

作设障。德国作家吕德斯在其

著作《伪圣美国》中揭露，美国

政府非常善于通过选择和歪曲

事实、刻意窄化新闻来源、极化

公众判断，从而混淆是非，扰乱

视听。

美 国 自 诩 为“ 上 帝 的 选

民”，以传教士的狂热将其宗教

信条包装成所谓“普世价值”向

全世界推广，以此占据道义制

高点。美国政客甚至自称“美

国是最有宗教情怀的国家”，但

多年来，美国在世界上打杀抢

夺的所作所为，很难跟其所宣

扬的教义精神联系到一起。世

人感知更多的，只是其一以贯

之对霸权“宗教般的虔诚”。

不偷不盗不抢不骗不打

诳语，这是基本的道德约束，也

是美国人所信仰的宗教教义的

基本要求。美国政府“说一套

做一套”，其伪善面目被越来越

多的世人所认清，越来越难于

在掠夺利益和粉饰道义之间做

到逻辑自洽。

贝 宁 共 和 国 总 统 塔 隆 近

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

元首宣布中贝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共同见证签署了深化共建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数字经

济、农业食品、卫生健康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这是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和中

非领导人对话会成功举办后，

首位非洲国家元首访华，访问

成果之丰硕为新时代中非合作

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新注脚。

今 年 是 习 近 平 主 席 提 出

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 10 周

年。10 年来，中方始终秉持这

一理念，同非洲朋友一道，从中

非友好合作精神中汲取力量，

在团结合作的道路上坚定前

行，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

义，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守望相

助，推动中非关系不断迈上新

台阶，进入共筑高水平中非命

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当前，中国正在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非洲正在全力建设和平、

团结、繁荣、自强的新非洲。作

为共赴现代化征程的同行者，

中非加紧规划未来务实合作，

加速推进中非发展战略对接，

为实现各自现代化愿景提供助

力。正如塔隆总统所说，贝中

两国高质量合作互利共赢，将

有力促进贝宁工业化进程，助

力贝宁更好实现国家发展。

基 础 设 施 是 非 洲 发 展 的

关键支撑。多年来，中国帮助

非洲建设了大量互联互通基础

设施，同非盟及各次区域组织

开展了广泛合作，援建了非盟

会议中心、非洲疾控中心等泛

非标志性项目。中非合作论坛

成立 23 年以来，中国企业为非

洲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 1 万公

里、公路近 10 万公里、桥梁近

千座、港口近百个，为多国搭建

起电力供应和通讯网络，为推

进非洲大陆互联互通作出重要

贡献。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中

非领导人对话会上高度评价中

国为非洲带来的基础设施与能

源建设投资，认为这不仅推动

了经济多元化发展、增加就业

机会，还改善了非洲一体化水

平。

工 业 化 是 非 洲 现 代 化 的

前行方向。能源短缺严重掣肘

非洲工业化进程。中国已在非

洲实施数百个清洁能源发电和

电网项目，如中非共和国萨卡

伊光伏电站、布隆迪鲁齐巴齐

水电站、南非德阿风电站等，改

善了当地民众生活条件，推动

了非洲国家工业化发展，也为

非洲产业经济多元化带来了新

机遇。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大量年轻人口，蕴藏着巨

大工业化潜力。在中非领导人

对话会上，中方提出愿发起“支

持非洲工业化倡议”，调动中国

对非合作资源和企业的积极

性，支持非洲发展制造业，实现

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

农 业 是 非 洲 众 多 国 家 的

支柱产业。中国通过技术援

助，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农业产

量和农产品附加值，推动非洲

农业现代化发展。贝宁是非洲

重要棉花生产国，中国专家组

在这里开展棉花技术帮扶已有

十年，推动当地棉花大幅增产，

棉农收入明显提高。中非领导

人对话会上，中方提出愿实施

“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

划”，帮助非洲拓展粮食作物种

植，鼓励中国企业加大对非农

业投资，加强种业等农业科技

合 作 ，助 力 非 洲 农 业 转 型 升

级。贝宁中非问题专家阿乔维

认为，这一计划对非洲国家来

说意义重大。

非洲被称为“世界上最年

轻的大陆”。中国院校与企业

在加蓬、乌干达、加纳等国与当

地学校共建的职业教育中心相

继开门招生，既提供传统的机

械、电工、焊接等课程，又涉及

通信、编程、电商等新兴领域，

为当地培养高质量劳动力的同

时，也为许多非洲青年带来就

业机会。自 2019 年非洲首家鲁

班工坊落地吉布提，中国已在

非洲建成十余所鲁班工坊，促

进了非洲职业教育发展创新，

成为中非教育合作的“金字招

牌”。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中

方提出愿实施“中非人才培养

合作计划”。非盟教育、科技和

创新委员穆罕默德·贝勒侯赛

因说，中非在各个领域特别是

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将继续

推动非洲取得更高经济增长。

当今世界充满变化挑战，

中非合作与时俱进，正呈现出

更广阔的前景和光明的未来。

新的历史时期，中非合作将进

一步提质升级，双方将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共同谱写发展新

篇章，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擘画更加光明的未来。

中非携手奔赴现代化新征程
新华社记者 周楚昀 田耘 金正

抢、打、黑
——美国霸权“虔诚”的三件套

新华社记者

继“成人小饭桌”风行

之 后 ，年 轻 人 又 盯 上 了 社

区食堂。今年 7 月份，商务

部 等 13 部 门 制 定 的《全 面

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中提到，“探

索 发 展 社 区 食 堂 ，建 立 老

年 人 助 餐 服 务 网 络 ”。 各

地民政部门也根据实际情

况，对食堂建设、老年人用

餐 等 给 予 不 同 程 度 的 补

助。社区食堂正在各地悄

然兴起。

社区食堂一度被称为

老 人 食 堂 ，不 过 在 实 际 生

活 中 ，由 于 社 区 食 堂 的 饭

菜 价 格 相 对 便 宜 ，一 些 年

轻人也逐渐成为其忠实消

费者。随着就餐的年轻人

越 来 越 多 ，一 些 老 年 人 多

了 几 分 担 忧 ，社 区 食 堂 场

地 规 模 有 限 ，年 轻 人 的 进

入会不会挤占了他们的空

间 ？ 服 务 能 不 能 跟 得 上 ？

但如果只提供老年人就餐

服 务 ，社 区 食 堂 也 会 面 临

困境：社区食堂规模不大，

运 营 成 本 较 高 ，只 服 务 老

年 人 会 造 成 顾 客 群 体 单

一，加上利润并不高，仅靠

“吃补贴”维持不了日常经

营 。 长 此 以 往 ，社 区 食 堂

将难以为继。

社 区 食 堂 要 想 走 得

远，须不断探索求变，在坚

持 公 益 性 的 前 提 下 ，做 足

服 务 性 ，增 强 生 命 力 。 不

能 仅 靠 政 府“ 输 血 ”，还 要

走 市 场 化 、专 业 化 的 运 营

道 路 ，努 力 形 成 自 我“ 造

血”机制。

经营者在满足老人用

餐 需 求 的 同 时 ，应 不 断 拓

展新的客户群体。用物美

价 廉 的 菜 品 吸 引 各 类 人

群，努力做到在关心“老年

人 的 胃 ”的 同 时 ，也 照 顾

“ 年 轻 人 的 心 ”，努 力 做 到

全龄友好。

社区食堂也可以通过

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广开创

收门路。比如，依靠社区食

堂配建便利店、快件寄递服

务设施、家政服务网点等便

民商业服务设施，突破单一

的用餐功能，不断适应居民

日常生活需求。

合理有效解决社区食

堂 公 益 与 盈 利 平 衡 的 难

题 ，在 引 导 社 会 力 量 广 泛

参与、积极投资的同时，还

可以将社区食堂与困难人

群就业等相结合。让社区

食 堂 充 满 生 机 活 力 ，不 断

提高社区群众的获得感与

幸福感。

小 小 的 食 堂 背 后 ，折

射的是社会基层治理水平

的 精 细 化 程 度 ，反 映 的 是

地 方 政 府 改 善 民 生 、促 进

民 生 的 努 力 。 摒 弃“ 一 条

腿”走路的发展思路，尊重

规律，多维联动，社区食堂

才能走得更远。

来源：经济日报

社区食堂应“多条腿”走路
陈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