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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做好

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发布《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实施办法》，印发《政府性融资

担 保 发 展 管

理 办 法 》支

持 小 微 企 业

等 经 营 主

体 ，推 动 创

新 主 体 培 育

工作……座谈会后，从中央到

地方密集出台一系列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狠抓政

策落地实效，将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落到实处。

2 月份，我国中小企业发

展指数升至 89.8，创下近 4 年来

的最高值；前两个月制造业民

间投资同比增长 10.2％。巩固

好势头、促进新发展，尤需各方

持续给足政策暖风、打出更多

真招硬招实招。

民营经济的关切在哪里，

真 招 实 招 就 要 跟 进 到 哪 里 。

市场准入、企业负担、执法监

督等营商环境问题，是民营企

业普遍关心的话题。要坚决

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

碍；继续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集中整

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

查封等……近期党中央一系列

部署传递出大力支持民营经济

的鲜明信号。各地各部门要结

合实际，进一步深化、细化、实

化举措，提高政策精准度，层层

抓好落实，切实解决好民营经

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动力，真招实招要着力增机遇。

我国在铁路、核电、水利、新型基

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推出了一批

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的重大项目，

为民营经济打开了发展空间，注

入了更多信心。激发民营经济

活力，发挥民营企业优势，要继

续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在新兴

产业、未来产业投资布局，在基

础设施领域推出一批有吸引力

的重大项目，为民营企业参与

“两重”“两新”提供更多便利。

同时也要推动更多重大科技项

目、重要应用场景向民营企业开

放，让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在重大

技术攻关项目中挑大梁。

政 策 暖 风 与 市 场 活 力 共

振，真招实招与狠抓落实结合，

民营经济这片森林将更加本固

枝荣、茂密苍翠。

以真招实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新华社记者 周圆

“假设你是一位遭到美国

威胁的国家领导人，你会怎么

办？”针对“特朗普 2.0”的冲击，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的一篇

文章反映出当下国际政治的现

状：美国新政府上台仅两个月有

余，但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连

其盟友都感到“头痛不已”。

从挥舞“关税大棒”扰乱全

球贸易，到退出《巴黎协定》、世

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或机制；

从威胁以“军事或经济胁迫”手

段控制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

到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

国湾”；从扬言“清空”并“接管”

加沙，到以断援胁迫埃及、约旦

接受并安置加沙难民……美国

新政府的“任性外交”行为令人

侧目。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事

务实践学教授罗伯特·萨特在美

国外交学者网站上撰文指出，美

国新政府正在走上一条方向不

明的道路，在国内外引起了相当

大的争议。曾在特朗普首个任

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的约翰·博尔顿说，特朗普没

有任何外交战略，只是凭着冲动

行事，结果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加

危险。

反复无常的政策、语出惊

人的言论、咄咄逼人的语气、居

高临下的姿态，美国新政府的

“任性外交”处处透露着熟悉的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气息。透

过其种种表现不难看出，“美国

优先”政策服务的是美国的一己

私利，其本质仍是美国一贯奉行

的“丛林法则”。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网站刊文指出，美国新政

府对其他国家政治的任性干预，

正在展示一种理念，即美国的实

力允许其欺侮其他国家，这是

“美国优先”政策的一个更粗鲁

的新化身。《纽约时报》专栏作

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则直白地将

美国新政府的外交政策理念归

结为“打砸抢”。

无视国际规则与全球治理

秩序，只会推高国家间的不信任

感。西班牙“世界秩序”网站刊

文指出，按照美国新政府所展现

出的逻辑，那些拥有足够军事和

经济实力的国家可以向其他国

家强加条件，输家一如既往是较

弱的国家，世界将变得更加不确

定和不安全。以色列前驻纽约

总领事阿隆·平卡斯在以色列

《国土报》网站上撰文指出，美

国采用粗暴的经济恐吓手段，进

行帝国主义式武力炫耀，这将导

致一个混乱、不稳定、危险、各

行其是的国际体系。

信誉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

会中的立身之本，每一次的恣意

妄为和出尔反尔都是对自身信

誉的消耗。作为大国，美国选择

以“美国优先”为其对外政策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向世界投去巨

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已

然成为世界最大的风险源。如

今欧洲多国掀起“抵制美国”的

活动，加拿大总理卡尼把美国

描述为加拿大“不再信任”的国

家，阿拉伯国家纷纷谴责美国

提 出 的 迁 移 加 沙 地 带 居 民 计

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

日发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

受访者认为美国新政府的外交

政策和行动有损美国在世界的

地位。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奈

斯琳·马利克撰文指出，随着美

国自身道德和政治的崩溃，其

他国家和机制正在重塑全球秩

序，美国随心所欲推进各类议

程的能力日益受到削弱，这是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在特朗

普投下一片巨大阴影之际，越

来越多国家正在试图走出美国

的阴影。”

彭 博 社 一 篇 文 章 说 ，“ 美

国 优 先 ”政 策 ，最终会让美国

“ 众 叛 亲 离 ”，成 为“ 孤 家 寡

人”。在当前多极化进程加速推

进的背景下，美国的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做法只会加速其霸权

的衰落。

“任性外交”祸害全球秩序
——美国何以成为全球“风险源”③

新华社记者 谢彬彬

3 月 28 日，2025 年青海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湟中

区职业教育中心开幕。与往

届不同，本届大赛首次采用

“赛 道 模 式 ”，设 置 42 个 赛

道，覆盖财经商贸 、医药卫

生等传统领域，并创新增设

清 洁 能 源 等 无 组 别 赛 项 。

此 次 技 能 大 赛 是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领 域 产 教 融 合 的 一 次

有 效 创 新 。 这 不 仅 是 青 海

职 业 院 校 技 能 赛 事 形 式 的

升级，更是青海职业教育深

化产教融合、精准对接产业

需求的生动实践。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近年

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职业

技术教育在培养 高 素 质 技

能 型 人 才 方 面 发 挥 着 越 来

越重要的作用。同时，职业

教育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其 生 命 力 在 于 与 市 场 需 求

的紧密结合。然而，长期以

来，一些职业院校的专业设

置、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

求存在脱节，导致“学用分

离”的现象。尤其是青海地

处 西 部 地 区 ，经 济 基 础 薄

弱，职业教育起步较晚，存

在校企融合度低、就业质量

低等突出问题。目前，全省

现 有 高 职 院 校 和 中 职 学 校

规模远低于东部省份，职业

院 校 的 专 业 设 置 主 要 集 中

在传统领域，如机电、护理、

畜牧等，而新能源 、生态旅

游、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相关

专业较少，难以匹配青海产

业“四地”建设的需求。

此次青海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以赛道模式举办，正

是 破 解 这 一 难 题 的 有 益 尝

试。大赛设置的清洁能源等

新兴赛项，正是响应青海打

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

战略需求。这种深度融合，

使职业教育从“闭门造车”转

向“开门办学”，让人才培养

更 加 有 的 放 矢 。 这 种 以 产

业需求为导向的思路，确保

了 人 才 培 养 的 针 对 性 和 实

用性，为破解“学用分离”、

深 化 产 教 融 合 方 面 提 供 了

新思路。然而，产教融合不

是一场大赛就能完成的，同

时 也 印 证 了 职 业 技 能 竞 赛

的本质，是检验职业教育是

否真正“以用为本”。青海

此次大赛的探索证明，当赛

事设计扎根产业土壤、瞄准

人才缺口时，职业技术教育

体系才能焕发蓬勃生命力，

才 能 为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坚

实支撑。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

景下，职业技术教育与产业

发展的深度融合，既是应对

“卡脖子”技术难题的人才基

石，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

不容忽视的是，当前，青海职

业教育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深

化，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也正

在不断加大。青海应抓住机

遇，立足省情，走出一条“小

而精 、特而强”的职业教育

发展之路。具体而言，它需

要政府 、学校 、企业和社会

各方的持续努力，建立长效

机制，推动校企合作从“松

散型”转向“紧密型”，真正

实 现 职 业 教 育 与 产 业 发 展

的同频共振。

职业院校应主动围绕产

业“四地”建设，服务高质量

发展，动态调整专业设置，让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

振。破除“重普教、轻职教”

的观念，打破传统“重理论轻

实践”的教学模式，构建“做

中学、学中做”的教学体系，

不断推动培养体系、学科体

系、知识体系、就业体系一体

协同。同时，需要坚持目标

导向，以产业需求为办学导

向，确保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和实用性。锚定产业需求、

将产业升级扎根教育沃土，

精准对接新能源、生态旅游、

大数据、绿色算力等产业，提

升本地人才培养质量。加大

实训基地建设投入，推进现

代学徒制改革，让更多企业

技术骨干走进课堂，把真实

生产案例引入教学，为青海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和

人才支撑。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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