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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参
与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之任
之、失职失责甚至包庇纵容、充当
“保护伞”问题专项整治阶段性工
作成效

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中等职业学校德育
工作的意见，提出中等职业学校
应按照规定开足开齐开好思想政
治必修课程，并按照规定选用国

家统编教材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公开征求意见
联合国难民署 4日发表声

明说，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当天在
毛里塔尼亚附近海域沉没，造成
至少58人死亡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
会 4日举行针对总统特朗普弹劾
调查的公开听证会（均据新华社）

中国人权研究会

中国人权研究会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

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院罔顾事实，

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悍然通过

所谓“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充分暴露了美国的霸权思

维和强权逻辑，中国人权研究会对此予以

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声明强调，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

心。中国新疆已连续 3 年未发生暴恐事

件，目前呈现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

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人民的各

项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知者自知，明者自明。美国在反恐和

人权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把反恐作为推

行地缘政治的手段，不仅越反越恐，还造成

地区动乱不安。美国国会众议院无视客观

事实，企图以所谓“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

法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了国际

道义和人类良知，是彻头彻尾的霸权主义

行径。谎言永远无法抹杀真相，任何企图

诬蔑抹黑中国新疆的图谋不会得逞，任何

妄图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

新疆稳定发展的图谋注定会失败。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

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美国国

会众议院审议通过“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

策法案”。这一法案无视客观事实，对我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和中国政府

治疆政策进行歪曲抹黑和无端指责。我们

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声明强调，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

斗争的主战场。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

育培训中心，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最大

限度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

展权等基本权利，取得了反恐、去极端化斗

争重要阶段性胜利。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客

观事实，停止借宗教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

政、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就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对美

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的“2019 年维吾尔

人权政策法案”表示强烈谴责和抗议。该

法案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粗暴干涉中国

内政，14亿中国人民绝不接受、绝不答应。

声明强调，美国一些政客对新疆暴恐

事件造成的大量无辜伤亡置若罔闻，对新

疆反恐、去极端化的显著成效和人权保障

成就视而不见，执意炮制通过该法案，这充

分说明他们并不是真心关心中国的人权，

而是别有用心。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口所谓

新疆问题丑化中国的形象，破坏中国的稳

定，遏制中国的发展。我们正告美国停止

这场颠倒黑白、荒唐可笑的政治闹剧，停止

威胁、干涉中国的主权与人权。

新疆伊斯兰教协会

新疆伊斯兰教协会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

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作为代表包括维吾尔族在

内的新疆 1000 多万穆斯林群众组织——

新疆伊斯兰教协会，我们对美国的这一所

谓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我们想

问一问美国的议员们，你们了解新疆吗？

你们来过新疆吗？你们有什么权利对我们

的人权说三道四。我们新疆伊斯兰教协会

有责任、有义务告诉你们真实的新疆、真实

的新疆穆斯林生活状况、真实的新疆人权

状况。

穆斯林正常宗教活动需求得到满足。

新疆现有清真寺 2 万多座，伊斯兰教教职

人员 2.9 万人。伊斯兰教健康传承发展。

新疆现有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及喀什、和

田、伊犁等 8 所分院和新疆伊斯兰教经文

学校共 10 所宗教院校，每年招收一定数量

的本科、大专、中专学生。穆斯林朝觐功课

得到保障。自 1996 年以来，政府每年安排

包机组织穆斯林群众前往沙特阿拉伯麦加

朝觐，并对朝觐人员的医疗、翻译等给予资

助。事实证明，宗教信仰自由在新疆得到

全面落实，穆斯林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得到依法保障。

声明强调，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全

疆各族穆斯林正告你们，请不要再打着人

权、宗教的幌子，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新疆

穆斯林的人权我们自己最有发言权！

（综合新华社北京12月 5日电）

中国内政 不容干涉

中方强烈反对美众议院通过所谓涉疆法案

12 月 5 日，在日本东京，月球

村协会主席朱塞佩·雷巴尔迪向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

程院院士吴伟仁（右）颁奖。

当日，在东京开幕的第三届

国际月球村研讨会上，中国嫦娥

四号探月任务获得月球村协会颁

发的优秀探月任务奖。这也是嫦

娥四号任务获得的又一个国际奖

项。 新华社记者 华义 摄

嫦娥四号任务再获国际奖项

（上接第一版）锄地、播种、收割、打场、拉运

粮食、挑担送肥，农村的活他几乎都干过。

1970 年，张良公社开始实施“村村通

电”工程，公社抽调陈业昭负责此项工作。

白天，陈业昭下村，与各村派出的民

工一起爬杆架线、安变压器、装配电盘。

晚上，他伏案编写电工培训教材。

一年多时间，陈业昭带着一帮人奔

波在张良公社的 34 个村。1972 年，张良

公社“村村通电”工程终于完工，各家各

户都用上了电灯。

一天，公社领导把陈业昭找来，有些

犯难地说：“满生啊，电通了，但好多村里

都没有电工，你说咋办？”“办个班吧，培训

电工人才就没事了！”陈业昭爽快答道。

就这样，一个40多人参加的电工培训

班很快开班，陈业昭拿着自己早已编好的

教材给大家讲课，还把一些电器搬到现场

进行拆装，给大家讲机器的工作原理，讲

安全使用方法，讲如何维护修理。

1973 年，陈业昭与 24 岁的当地姑娘

杨淑琴结为连理，公社特意给他们分了

两间住房。

有了家庭后，陈业昭如获新生，干劲

儿更足了。

张良公社三间房村一台电磨坏了，

村民大老远请陈业昭去修理。检查后，

他在机器内部加上一个小铁片，电磨就

匀速地转了起来，村民夸他“妙手回春”。

石庙村的铡草机“吃”掉了一个年轻

人的手臂，陈业昭仔细查看现场，又测量

了铡草机关键部位的数据后，为铡草机设

计了一个入料的辅助设备。改造后的铡

草机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他的有关数据很

快无偿被鲁山县机械厂要去……

在陈业昭的影响下，热心好学的杨

淑琴也学会了修马达、修收音机，他们家

里也成了维修部，陈业昭每天除了上班

忙公社的事，下班回家还要和妻子一起

为乡亲们修电器。

杨淑琴告诉记者：“修那么多电机，

我们一分钱都不收，纯属给乡亲们做好

事儿。有时候乡亲们过意不去，我们就

只收一点材料费，老陈不止一次嘱咐我，

给乡亲做事，坚决不能要报酬！”

学校的“万能老师”
什么课都能教，自编教材培训 3000

多民师

1977年，知青开始返城。陈业昭的同

学和朋友纷纷来信，动员他回京，公社领

导也劝他回京，可他就一句话：“张良就是

我的家，我在这儿挺好的，为啥回京？”

继母专程回到张良，紧紧拉住陈业

昭的手，泪流满面地说:“满生，你是咱家

的独子呀，你不回京，难道要在这儿待一

辈子吗？再说了，咱北京的房子你还要

不要了？”

陈业昭毫不动心，回答得很干脆：“房

子给妹妹吧，比起北京，这里更需要我！”

1979 年春节，国家对社会科技人员

进行招干，陈业昭考了全省第一名。鲁

山县领导劝他在县城工作，他却说：“张

良需要培养人才，我想到张良高中当一

名老师。”组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

他站上了讲台。

然而，在办理工作手续时，有关部门

发现陈业昭的文凭和档案丢失，他只能

暂时被录用为一名代课老师，每月工资

30 元，且每月还要给张北三队交 10 元，

靠买工分吃饭。

张良高中物理老师短缺，陈业昭就

教起了物理。站在三尺讲台上，他讲起

课来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学生们都喜欢

上他的课。

“他上每堂课都准备充分，写好教案、

做好教具，他认为课堂上的每一分钟都是

学生的‘专利’，老师不能随意处置，要充

分利用，把课讲深、讲透、讲活。”陈业昭的

同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

田红旗的父亲田世珍这样评价道。

陈业昭很快成了张良高中的骨干，

年年教毕业班兼班主任。当时，班主任

每月有 15 元的补助，月薪只有 30 元的陈

业昭没有把这 15 元装进自己的腰包，而

是当成班费使用。

1984 年夏，鲁山县开始落实干部“四

化”政策，陈业昭被县委组织部确定为县

电业局副局长人选。

在考核时，陈业昭诚恳地表示，自己

不适合做行政管理，只适合从事教育教

学工作。最后，他被安排到鲁山县教师

进修学校担任教导处主任。

上任伊始，陈业昭发现，学校居然没

有开设《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并且也

没有这方面的教师。《教育心理学》不仅是

师资培训的必修课程，也是民师转正的必

考科目，陈业昭认识到必须马上改变。

没有教师，他自己上；没有教材，他

自己编。由于是工科毕业，没有学过这

两门课，他就从头学起，自己钻研。半个

学期下来，陈业昭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

再加上在平工作的老校友梁惠泉的帮

忙，他编写出了通俗易懂的《教育学》和

《教育心理学》教材。

今年 72 岁、时任鲁山县教育局副局

长的张春亮说，当时教师进修学校的首

要任务就是对全县 3000 多名小学民办

教师分期分批进行轮训，让他们通过考

试取得教师资格证，同时还要培训在校

的其他学员取得教师资格证。

那个年代，民师不仅待遇低，还承担着

义务工和各种摊派任务。按照规定，只有获

得中师学历的民师才可以转为公办教师。

为了让更多的民师得到培训，每逢

假期，陈业昭就带着老师们深入山区，深

入偏远的乡村，给当地的民师讲课。一

年间，陈业昭用巡回讲课的方式跑遍了

鲁山县的 20 多个乡镇，让居住在偏远山

区的民师足不出户就能得到有效的学习

和培训。

教师进修学校开设有语文、数学、物

理、化学、历史、音乐等 8 门课程，数学老

师请假，他顶上去教数学；语文老师请

假，他顶上去教语文……大家都说他是

“万能老师”。

据时任鲁山县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

的张国强介绍，陈业昭到教师进修学校

之后，通过数年努力，不仅让越来越多的

民师拿到了中师文凭、拿到了教师资格

证，而且民师转正考试的成绩一年比一

年好，转正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

由于成绩突出，1985 年底，经组织批

准，陈业昭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

年评职称时，他被评为讲师，从此全家由

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

短短两三年时间，全县 3000 余名民

师全部拿到教师资格证书，考试合格率

连续 3年居全市第一。

企业的高工
严把设备管理关，为国家挽回百万

元损失

1989年，原平煤集团决定筹建坑口电

厂，全套设备由俄罗斯进口，因此迫切需

要精通俄文的电机专家。经过多方寻找，

最后认定陈业昭为最佳人选，遂于1992年

10月正式将其调入坑口电厂任高级工程

师，专门负责设备项目谈判、引进、安装以

及技术培训。

陈业昭将妻子和 3 个孩子匆匆安排

到单位分配的一处小平房内，就投入繁

忙的工作中。

陈业昭的二女儿陈慧丽告诉记者：

“那几年，爸爸实在太忙了，很少在家，在

厂里一住就是半个月。那时，妈妈在电

厂当临时工，每天打扫机关办公楼卫生，

也很少碰见爸爸。”

在引进设备时，由于前期工作没有介

入，陈业昭发现已签订的合同存在不少漏

洞。比如，引进设备清单纲目中有一个锅

炉预热器，中文版本写的是俄方供货，而

俄文版本写的却是自备。另外，引进设备

图纸上一个油泵的油路器不翼而飞……

发现诸如此类的情况后，陈业昭立即向集

团领导汇报，很快被指令全权负责与省有

关部门和俄方供货商交涉。

去俄罗斯交涉时，对方起初极其傲

慢，一副不屑的样子。陈业昭凭着娴熟

的俄语和对电气知识的精通，挑出对方

的几个问题后，俄方代表立马正襟危坐。

接 下 来 ，俄 方 代 表 试 图 收 买 陈 业

昭。请吃，请不动，对方干脆直接给钱，

拿出一万美金塞给陈业昭。陈业昭坚决

拒绝，并斥责这是对他人格的不尊重。

在俄罗斯的一个月里，陈业昭以严

谨认真的作风征服了俄方工作人员。回

国时，一名俄国专家对陈业昭说：“我们

再也不能以老大哥自居了！”陈业昭回答

道：“我们之间的技术商务往来是平等互

惠的，期盼我们合作愉快。”

经过多方努力，坑口电厂于 1996 年

12月一次点火发电成功，各界人士和全厂

职工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此时，陈业昭却

不声不响地着手向俄方索赔。

1997年，陈业昭从一件件进口设备的

差件登记入手，写出索赔清单，从直接损

失到间接损失，一式两份，分别用中文和

俄文写成，材料共装了两大箱，送到原河

南省商检局。经商检认证和交涉，俄方在

确凿的证据面前，终于签下了向坑口电厂

赔偿116万元人民币的支付单。

时任坑口电厂党委委员的彭增保

说 ，陈 业 昭 在 设 备 管 理 上 可 没 少 下 劲

儿。进口设备，他一样一样都要检验核

准、把关签字。他把这些涉外工作做得

细致入微，让领导和同事赞不绝口。

2000 年，陈业昭退休。

2001年的一天，彭增保给陈业昭打电

话：“老陈，厂里决定把你返聘回来，抓一

抓职工培训，提高工人们的技术能力。”陈

业昭放下电话，第二天就回厂里报到。

陈业昭上任仅一个星期，就把培训机

构组建好。之后，他一边编教材，一边给

工人上课。前后两年时间，陈业昭孜孜不

倦，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工人，全厂工人都

拿到了国家颁发的中级工等级证书。

培训结束后，已经 66 岁的陈业昭满

以为可以歇一歇了，但集团领导又让他

参加八矿热电厂的筹备工作。

陈业昭没提任何条件，满口答应，一

干就是 4年。

子女眼中的楷模
安贫乐道，用实际行动培养好家风

70岁那年，陈业昭终于安定下来。此

时，60岁的老伴儿也从矿区临时工的岗位

上退了下来。尽管他一个人的退休金得

两个人花，有时还要接济乡下的亲戚朋

友，但他们依旧把日子过得津津有味。

有一次，杨淑琴不解地问陈业昭：

“为什么那年你们清华校友聚会时，一位

市委领导问咱家里有什么困难没有，你

说‘没有、没有’，你就不知道把我当临时

工的事给人家说一下吗？”

陈业昭意味深长地说：“咱们的日子

虽然清贫一点，但是不算苦，比咱困难的

人还多着呢！”并当即赋诗一首赠给妻子

表示安慰，从此杨淑琴再也不提这事了。

记者近日在陈业昭家中看到，90 平

方米的屋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餐桌、

沙发虽然破旧但很整洁；一台彩电，已经

看了近 20年。

家里堆着大量书籍，陈业昭的大女

儿陈涛丽说：“这是爸爸留给我们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

陈涛丽说：“爸爸爱买书，节俭的妈妈

没少批评他，他从不反驳，只管看书。小

时候，我们在同一间屋子里用木板拼出 3

张床，分别住着爸爸、妈妈、哥哥、我和妹

妹。不管什么时候我醒来，总看见爸爸坐

在床头、靠着墙看书，看的大多是俄文书

和一些技术书籍。后来，爸爸调到坑口电

厂，电厂看我们家没有家具，就配了 3张单

人床，我们住进了大间隔成的 3小间平房，

爸爸终于有了看书不被打扰的空间。”

陈业昭彻底退下来后并没有闲着，

他是平顶山市清华校友会副会长，积极

为校友联谊作贡献；他是市政府采购招

标委员会委员，严格把守招标规则；他还

应聘于河南省科协，参与国家建设项目

的评审评估工作。

2018 年 12 月 23 日，一向乐观豁达的

陈业昭突感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检查，已

是癌症晚期。

从那天起，陈业昭开始与病魔抗争，

他始终抱着战胜病魔的信心，一方面积

极配合治疗，一方面忍着病痛坚持读书

看报。

今年 5 月 30 日，在与病魔抗争了 158

天后，陈业昭永远地走了。

陈涛丽至今忘不了爸爸去世前的一

幕：5 月 24 日，躺在病床上的爸爸看着瘦

骨伶仃的妈妈，不由地心生愧疚。正是

他的原因，妈妈没有正式工作，更别说有

退休金了。爸爸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妈

妈以后的生活他不能不为之忧心。那一

刻，他的泪水夺眶而出。

妈妈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伏在他

耳边平静地说：“你会好的，只要你在，咱

过啥日子都是幸福的！”

彭增保说，他亲眼看到杨淑琴在附

近的菜市场捡菜叶。他上前问：“嫂子，

你捡菜叶干啥用？”杨淑琴说：“这些菜叶

扔了可惜，捡回家可以蒸包子用。”

陈业昭的儿子陈志勇说：“我考上中

专那一年，家里穷得连 400 元学费都缴

不起，还是我爸向同事借了钱，我才去学

校报到。”

陈业昭安贫乐道，内心淡定从容。他

教育孩子们：“从小吃苦是财富，唯其艰

难，方显可贵！”在他的教育和感召下，不

管生活多么清苦、多么艰难，妻子从来没

有抱怨过，孩子们也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陈业昭在家中对妻子十分尊重和爱

护，从不惹妻子生气，不让妻子受一点委

屈，并教育孩子们都要听妈妈的话。在

采访中，杨淑琴说：“和老陈结婚几十年，

我们俩从来没吵过一次架，没红过一次

脸，有时候即使我发点脾气，他也总是笑

嘻嘻的，或者不作声。”

陈业昭一辈子没为个人利益求过

人、求过组织，即便是领导和同志们问他

有何困难时，他也总是说没有。实际上，

他并非没有困难，几十年没有为妻子谋

个正式工作，儿子至今还是一名普通工

人，二女儿还在南方打工。

当然，陈业昭是爱他的子女的。陈

业昭的好友裴建民说，孩子们要过生日

了，买不起生日蛋糕，他就把孩子们叫到

一起，用个纸盒盛满沙子，插上几根木棍

当蜡烛，带头唱生日快乐歌，时而用汉

语，时而用英语，时而用俄语，其乐融融。

陈涛丽说：“尽管爸爸经历了那么多

艰苦和磨难，但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始终

乐观向上。我的脑海里至今回响着《在

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我小时候，

爸爸总是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前杠上

坐着我，后座上坐着哥哥，一路唱着这支

他心爱的歌。”

陈业昭去世后，单位为他举行了简

朴低调的送别仪式，许多闻讯而来的人

泪流满面。

质朴的乡亲们说，他是我们永远忘

不掉的人。

教育界的园丁说，他是我们为人师

表的楷模。

古稀的老友说，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清华的校友说，他是我们清华人的骄

傲，更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

今年 9 月 8 日，陈业昭生前的领导、

同事、清华校友、学生、家人共计 50 余

人，在平煤神马集团职工休养院举行追

忆陈业昭先生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许

多人含泪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散文，表

达对陈业昭的思念之情。

10 月 27 日，在青岛举行的清华大学

第二十一次校友工作会议上，清华大学

校友总会授予陈业昭清华大学校友杰出

贡献奖。

初 心 不 改 赤 子 情

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所谓“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恶毒攻击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歪曲抹黑

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无

端指责中国政府治疆政策，粗暴干涉中国

内政。这虚伪的嘴脸、霸权的本性，早被世

人看穿；种种图谋妄想，注定枉费心机。

众所周知，人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其

中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保

障个人和集体其他权利的前提与基础。如果

没有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生存权和

发展权难以得到保障，其他权利无从谈起。

长期以来，恐怖袭击不仅残害民众生

命，造成财产损失，更引起极大恐慌，恶化

社会环境，阻碍经济发展和民生进步，使民

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严重威胁。时至

今日，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仍在全球

肆虐，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毒瘤。

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争的主

战场。上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新疆恐

怖袭击事件频繁发生，极大危害各族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威胁各族群众基本人

权。在此形势下，新疆采取包括开展职业

技能教育培训工作在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

举措，不仅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也符合联合

国关于预防性反恐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事

实证明，有关举措取得良好成效，受到新疆

各族人民欢迎和支持。目前，新疆社会治

安状况明显好转，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得到

有效遏制，各民族团结和睦，各宗教和谐和

顺，人民生活安定祥和，社会风气明显好

转，追求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文明生活风尚

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各族人民的基本权

利得到了有力保障。截至目前，新疆已连

续 3年没有发生暴力恐怖案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国会不但对

新疆依法依规打击恐怖主义、去极端化和

保护人权的努力视而不见，对新疆当前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

大好局面视而不见，反而捏造事实、诋毁抹

黑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正义之举。这是

在反恐问题上典型的双重标准，其在人权

问题上的虚伪暴露无遗。

事实上，美方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在反

恐问题上早已玩惯了“合则用、不合则弃”的

双重标准。美国打着人权和反恐的旗号，在

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发动战

争、燃起战火，导致数百万无辜民众伤亡，大

量难民流离失所，但对中国新疆采取教育培

训方式去极端化的做法却横加指责、恶意攻

击，这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美方这种蛮

横无理的双重标准，只会激起一切有公正心

和有良知的人们的极大义愤！

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对美方

的虚伪霸道行径，国际社会纷纷予以谴责。

同时，中国新疆在反恐、去极端化和社会治理

方面取得的成绩，全世界都有目共睹。新疆教

培中心的设立和教培工作的实施，目的是消除

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土壤

和条件，有效遏制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

许多国际人士通过到新疆实地参观访问，理

解了新疆开展教培工作的紧迫性、必要性、合

法性、合理性，认为教培工作挽救了那些受恐

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控制的学员，为国际社

会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下，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仍是

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许多国家都在结合

本国实际积极探索解决路径。美方借所谓

人权问题诬蔑攻击中国新疆反恐努力的卑

劣做法，为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所不齿。我

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摒弃在反恐、去极端

化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停止在所谓新疆人

权问题上做文章，停止借所谓涉疆问题干

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北京12月 5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国大搞反恐双重标准令人不齿

据新华社纽约 12 月 5 日电
（记者罗婧婧 杨士龙）中国经过

长期摸索发展出一套适合自身的

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有效地回应

了中国人民的需求。世界知名的

麦肯锡咨询公司荣誉高级合伙人

彼得·沃克日前在纽约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沃克自 15 年前开始频繁前往

中国，在与中国政府官员、企业高

管和普通民众的交流中，他深入

了解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以及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沃克说，中国政府领导人民过

上好生活，成就非凡，是否更有利

于人民是其决策的出发点。他认

为，中国政府高层官员经验丰富而

且非常勤奋，通过达成共识作出决

策的模式是中国繁荣富强的原因。

沃克表示，他认为美方对中国

存在误解。中国政府一直以维护国

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先，曾多次在国

际场合强调这一点。在社会治理领

域，中国一切改革和行动的目的都

是让中国人民过得更好。这是美方

一直没有理解和正确认知的。

沃克说，美国应尝试理解中

国。中国追求和谐和双赢的价值

理念，“中国人真正的想法是和睦

相处，互助共赢”。

美国商界人士表示

中国的治理模式有效回应了人民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