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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国会发表国

情咨文演讲，除了高调宣扬任内工作亮

点并为即将到来的大选造势，这位承诺

“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的总统再次毫

无意外地提及中国，称美国希望与中国

竞争，而不是冲突，同时声称：“在 21 世

纪的竞争中，我们更有能力战胜中国或

其他任何人。”

虽然涉华篇幅不多，但字里行间

“对抗中国”的底色依然明显。这表明，

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但美

国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

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的定位不会改

变，两国关系重返健康稳定轨道的互信

基础依然脆弱。

中美两国元首去年在旧金山达成

重要共识，为双边关系止跌企稳注入正

向预期。然而美方说一套、做一套，所做

承诺没有真正兑现。从切断北卡罗莱纳

州某军营使用的宁德时代储能电池连

接，到以“港口安全”为名计划投入巨额

资金更换全美港口中国产起重机，再到

把 1000 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

单，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实

施管控，围猎包括 TikTok 在内的中国多

款应用程序等……美方打压中国的手段

花样翻新，单边制裁的清单不断拉长，欲

加之罪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中美关系面临困难，最大问题是美

方对华错误认知仍在延续。无论是近

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所谓“北京能让

300 万辆美国道路上行驶的中国汽车同

时熄火”的言论，还是美驻华大使伯恩

斯所谓“美方不愿生活在中国主导的世

界”的表态，美国一些政客仍抱持零和

博弈的输赢叙事，频繁传递逻辑与现实

自相矛盾的政治信号，侵蚀着双方通过

接触累积的互信土壤。

美方应该认识到，美国面对的挑战

在自身，不在中国。当前美国愈演愈烈

的诸多问题——党派纷争、两极分化、

民粹主义、劳资矛盾、种族冲突、债务规

模、枪支暴力……没有一个问题的根源

是中国。打“中国牌”治不了“美国病”，

执迷于把中国当“假想敌”无助于美国

找回国家的目标感，只会将中美关系推

向冲突对抗。正如美国外交史学会前

主席梅尔文·莱弗勒所指出的，思考美

中关系的未来时，应更多将焦点放在国

内，因为真正的挑战是让“自己的系统”

在国内运行良好。

美国遏制打压不会奏效，根本原因

是其无的放矢。中国的战略意图光明磊

落，一再重申中国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超越

或取代美国，而是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

己，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同时为

世界提供更多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公共

产品，成为更好的中国。就在美国总统

宣称要“战胜中国”的时候，中国全国两

会商讨的是如何提升新质生产力、加快

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全面提

升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布鲁金斯学会外

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认为，任

何炒作中国威胁以弥合国内分歧的企图

都将弊大于利，美国真正要做的不是考虑

如何让中国减速，而是着眼于加强自身。

中国不怕竞争，更不惧打压。中国

国家发展振兴的力量基点在自己身上，

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

意志和热情。香港《亚洲周刊》近日发

表题为《中美政治模式之争启示录》的

评论文章称，中国将集体主义的举国体

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兴建全球最大基建

系统——高铁、地铁、高速公路、桥梁、

隧道、航天系统，也培育了全球最大的

专业系统、最大的工程师队伍、最大的

教师队伍、最大的律师队伍，形成专业

队伍的自主性，加速中国式现代化的步

伐，中国民企出海的奇迹打造了“变形

金刚”供应链，中国不惧美国打压……

面对霸权衰落的焦虑，美国展现出

好斗本性，解决方案是遏制打压其他国

家崛起。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选择了立己

达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实

际上代表了“二元对立”和“天下为公”两

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把世界

进行敌我、内外、异同的政治区分，另一

种则将世界视作“无外”的整体，前者通

过征服他者或所谓“普世化”获得整体性

和安全感，后者则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以维护整体的和谐。在全球化深入发

展、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哪种思维

更具感召力？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在

《华盛顿正在打一场注定会输的对华比

赛》一文中指出，美国如继续选择与中国

对抗，只会在国际上失道寡助，因为要想

建设一个有更好治理和教育，更加平等、

开放、创新、健康和自由的社会，其方式

不是对抗，而是合作。

打“中国牌”治不了“美国病”
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

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

出，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

俗。坚持疏堵结合、标本

兼治，创新移风易俗抓手

载体，发挥村民自治作用，

强化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功

能，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

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

问题综合治理。

近年来，我国在移风

易俗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各地针对农村新情况开展

了诸多专项治理并取得一

定成效。事实上，我国正

经历现代社会家庭组织、

家庭结构以及婚姻等的深

刻变化，而如何让移风易

俗在新时代新农村蔚然成

风，无疑是一道新考题。

反对陈规陋习，推进移风易俗，推

进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重要

抓手。各地因此出台了不少措施，但

如何让移风易俗入脑入心还有更多工

作要做，这也是持续推进移风易俗的

根本原因。因此要坚决落实《意见》

精神，“强化正向引导激励，加强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推广清单制、积分制

等有效办法。”当然，推进移风易俗，

还要“因地施策”、找准病因，还要“问

计于民，问需于民”，用好“土办法”，

“ 对 症 下 药 ”，做 到“ 标 本 兼 治 ”。 此

外，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强化

村规民约的遵守和落实，都是实践证

明的有效办法，对提升文明素养和群

众精神面貌具有重要意义。总之，持

续推进移风易俗，树立乡村文明新风

要结合实际、用心去做，让移风易俗的

好方法入脑入心，为乡村振兴注入更

多正能量。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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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最近的“顶流”热词是什么，

那非“新中式”莫属。据某电商平台数

据，近两个月来“新中式”搜索量同比

增长超 200%，遍及服装美妆、家居装

潢、奶茶餐饮等多个领域。而线下，穿

着旗袍、马面裙的年轻人频现大街小

巷；各大秀场上，新中式更是成了明星

们的“战袍”。

到底啥是“新中式”？尽管没有

明确定义，但“新”+“中式”，可从诸多

例子中窥斑：羽绒服搭配马面裙是新

中式服装，鲜奶现制中国茶是新中式

茶饮，彩妆画出“国泰民安”范儿也是

新中式妆容……简言之，将中国传统

元素与当下审美潮流相结合的各类设

计、产品，均可被称为“新中式”。

为何受到年轻人如此追捧？就

拿新中式服装为例。近年来，商家对

传统元素不断设计改良、大胆创新，服

装的品类、颜色等都不再局限于传统，

样式大气好看、“百搭”各类场合，更

有完善的产业链支撑产品持续创新。

但必须认识到，新中式的风靡不只因

其“新”得实用、“新”得好看，更因其

足够“中式”——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强烈认同和坚定选择。正因如此，年

轻人的文化自信不是空口无凭的“血

脉觉醒”，而是实打实的消费选择，想

把新中式穿出去、“晒”出去，更想把

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安利”出去。

可 以 说 ，新 中 式 的 走 红 并 非 偶

然，更非一蹴而就，而是千年文化的厚

积薄发，是市场功底的稳扎稳打，更是

消费者与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新中

式走红，道理自在其中。

来源：广州日报

“新中式”走红并不意外
赵萱

杯水车薪，政治作秀
新华社记者 李军

“就像用一杯水去对付五级大火，

同时又给纵火犯提供燃料。”华盛顿阿

拉伯中心巴以项目负责人优素福·穆

纳耶尔这样点评美国近期在加沙地带

所作所为。美国日前一边向加沙空投

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并承诺在加沙建一

个临时港口运送物资，一边又源源不

断地向以色列输送军事武器，如此两

面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质疑。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

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

过3万人死亡。目前加沙民众深陷人道

危机，联合国警告称，约57.6万无辜加沙

民众距离饥荒仅“一步之遥”。联合国分

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马丁·格里

菲思惊呼“加沙人的生命正在以可怕的

速度消亡。”当务之急是立即停火。

然而，加沙冲突爆发近 5 个月来，

美国独家滥用否决权，四次强行阻挠

安理会要求停火的行动。此外，据美

国现任和前任官员披露，冲突爆发后，

美国政府已秘密通过 100 多笔单独军

售向以色列输送大量武器，但迄今仅

对外公布其中两项。美国《华盛顿邮

报》报道，这些未公开军售显示，美国

早已深度介入本轮冲突。

美国乐施会官员斯科特·保罗表

示，美国向加沙地带空投救援物资只

是 为 了“ 减 轻 美 国 高 级 官 员 的 负 罪

感”，正是他们推行的政策加剧了加沙

各地持续发生的暴行和饥荒风险。英

国《经济学人》周刊说，“拜登拒绝利

用美国的影响力迫使以色列允许向加

沙地带提供更多援助。现在，在纵容

以色列行为数月之后，他正在寻找免

除自己责任的法子。”

人 道“ 投 送 ”实 为 一 场 政 治 作

秀。美国国内民众反对支持以色列的

抗议此起彼伏，民主党党内意见也严

重撕裂。在密歇根州 2 月底的民主党

初选中，10 万人把票投给“不作承诺”

选项，以抗议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

来拜登政府“拉偏架”的做法。有分析

指出，大选背景下，人道“投送”只是

为了试图“骗取”关键摇摆州内阿拉伯

裔和穆斯林群体选民的支持。国际危

机组织联合国项目主任理查德·高恩

表示，空投物资是很好的“作秀”机

会。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

克尔·法赫里指出，美国一边向以色列

输送武器，一边向加沙地带提供“微乎

其微”的人道物资，这一行径“荒谬且

自私”，是美国政客在总统大选即将到

来之际迎合国内选民的“政治作秀”。

向加沙地带空投或海运人道主

义救援物资只是“杯水车薪”。加沙人

民要想获得足够的人道主义援助，唯

一的办法就是巴以双方实现停火并由

援助车队进入加沙地带。只有彻底实

现停火，加沙民众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