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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记者温馨）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25 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就美国副总统
彭斯涉华言论发表谈话。

华春莹说， 10月 24
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
讲话，对中国社会制度和
人权宗教状况进行蓄意歪
曲，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
无端指责。彭斯的言论与
其去年 10 月的演讲如出
一辙，流露出十足傲慢和
虚伪，充满了政治偏见和
谎言，中方表示强烈愤慨
和坚决反对。

华春莹指出，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
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中国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8 亿
多中国人实现脱贫，中国
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经
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
中保持首屈一指，连续多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超过 30% ；中国已经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
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
贸易国。历史和事实充分
证明，中国选择的发展道
路完全正确，得到人民群
众的衷心拥护支持。中国
人民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充
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
更大胜利。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

华春莹表示，中国人权状况好不
好，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中国人民是否
满意。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人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越来越强。中国政府
高度重视保护和促进人权。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
公认的卓越成就，中国人民享受着前所
未有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任何不带“有
色眼镜”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中国
各类信教群众近 2 亿人，其中 2000 多
万人是穆斯林。中国各族人民依法享有
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华春莹说，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台湾、香港、
新疆等事务都纯属中国内政，决不允许
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以彭斯为首的一小
撮美国政客在这些问题上颠倒黑白，说
三道四，造谣污蔑，就是要干涉中国内
政，阻挠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是，乌
云挡不住阳光，谎言盖不住真相。中国
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任何破坏中国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
会稳定以及任何给中方栽
污名、泼脏水的图谋注定
都是痴心妄想，注定都必
将被历史唾弃。

华春莹说，中方坚
持改革开放，致力于保
护知识产权，为各国企
业在华投资创造良好环
境的政策不会变，保护
在华外国企业合法权益
的政策不会变。任何外
国企业在遵守中国法律
法规的基础上享有充分
的经营自主权，不存在
所 谓 “ 受 到 胁 迫 ”
问题。

华春莹表示，中国的
对外政策光明磊落、堂堂
正正。中国奉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
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推动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绝
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
发展自己，中国的发展不
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
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
扩张。正因如此，中国的
朋友遍天下。任何想给中
国扣上这样那样的“帽
子”、离间中国与世界其
他国家关系的图谋都不会
得逞，都只会自取其辱。

华春莹说，彭斯之流
动辄对别国说三道四、颐
指气使，却对美国自身存
在的各种严重问题熟视无
睹，企图通过诋毁其他国
家转移美国公众的视线，
掩盖自己的政治弊端。从

“棱镜门”大规模监听到频繁发生的严
重枪击案，从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到一
目了然的贫富差距，从动辄对别国制
裁、动武到任性地退出国际协议、条
约，劣迹斑斑，道义和信用早已荡然
无存。

“我们奉劝美国一些人好好照照镜
子，认清自己的问题，管好自己的事
情，不要再满世界大放厥词，早点收起
那套损人不利己的把戏。”华春莹说。

华春莹强调，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立
场是一贯、明确的。中美关系不是零和
游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
尊重、求同存异是两国的相处之道。当
前，中美关系处在关键阶段。“我们敦
促美方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
发，尊重事实，纠正错误，停止发表不
负责任的言论，停止损害两国关系和互
信合作的做法，切实按照两国元首确定
的共识，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在互利
互惠的基础上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
稳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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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记者陈
芳、田晓航、屈婷、侠克）一株小草改
变世界、一枚银针联通中西、一缕药香
跨越古今……发祥于中华大地的中医
药，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卓越贡
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权威人
士指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让这一中华文明的瑰宝焕发新的光
彩—— 25 日在京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大
会，吹响了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号角，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大好
时机。

从“治已病”到“治未病”：

独特优势护佑百姓健康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屡经
天灾、战乱和瘟疫，一次次转危为安，
人口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药
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医药学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
疾病观、防治观，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
想，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
智慧。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贫瘠的家
底，一条具有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之
路开启——乡村医生依靠“一根针、一
把草”，用中西医结合的“土法”治
病、制药，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燃眉之
急，护佑了亿万群众的生命健康。

从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新中国卫
生工作方针之一，到新时代坚持中西医
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
协调发展，中医药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医
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
势，在治未病、防治重大疾病和康复中
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

酝酿 30 年的中医药法终于出台，
首次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 2016 — 2030 年）》，首次发布《中
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国粹”发展
有了“国法”保障，中医药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

中医医疗机构年诊疗人次超 10
亿，中药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元，
全国 98 . 5%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9 7 . 0% 的乡镇卫生院提供中医药服
务……中医药迎来了振兴发展的大好
时机。

“古老的《本草纲目》被时下年轻
人追捧，是因为中医药凝结着先人‘尝
百草’的智慧和勇气，是中华民族文化
自信的流露。”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
国强说。

丸、散、膏、丹，针灸、推拿、拔
罐、刮痧……以“简便验廉”著称的中
医药，成为受人追捧的养生保健和诊疗
方式。

“治未病是中医的主要特色和优
势。随着卫生健康工作重心由以治病为
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中医药
越来越显示出独特价值。”中国工程院
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说。

当前，中医药发展站在了新的起点
上。王国强说，将中医药全面融入基本
医疗卫生制度、完善有利于激发和释放
中医药发展活力的政策体系，就能够不
断传承精华，守住中医药生存发展的
根基。

传承“国宝”基因：让古老

岐黄之术薪火相传

国医大师陈可冀悬壶行医 70 年，
首届国医大师路志正 9 9 岁仍在出
诊…… 25 日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大会

上，一批耄耋之年的中医大咖，精神矍
铄地登上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的领奖台。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曾获 2003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的陈可冀院士说：“传承数千年的‘岐
黄之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中医值得像宝库、金矿一样去挖
掘。”

“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高质量
发展，人才是根本。”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主任马晓伟表示。

培养出近 200 万名中医药专门人
才，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
和继续教育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正
在构建……为了让中华文化瑰宝“代代
相传”，我国加快培养各类中医专业人
才，一批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不断
涌现。

“临床疗效是中医立业之本，是中
医的生命力。”路志正为中医药人才培
养把脉，培养出会看病、看好病的中医
医生，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虽然中医药法明
确，注重中医药经典理论和中医药临床
实践，但在一些地方暴露出学历教育和
临床实践脱节，中医药人才青黄不接，
中医不姓“中”的倾向。

“要加大师承教育力度，做好典籍
的系统挖掘、整理和利用，对散存在国
医大师、老中医、老药工手里的中医药
精髓进行抢救式保护。”中国中医科学
院广安门医院院长王阶说。

北京中医药大学开设岐黄国医班、
成都中医药大学设立李斯炽班……越来
越多的中医药院校开设师承教改实验
班，探索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
新型模式，推进中医药活态传承。

中医药的口碑在于老百姓口口相
传。让人们方便看中医，放心用中药，
“国宝”传承不走样，至关重要。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
贵必不敢减物力。”同仁堂的一副对
联，道出了加工炮制对中药疗效的重要
影响。

不只是炮制，中药材产地、气候等
因素都会影响中药疗效。而以假乱真、
以次充好、速生种植，不仅削弱疗效，
还让中医药背上污名骂名。

“不能让中医亡于中药。”关心
中医药发展的专家，一次次发出振聋
发聩的呼声：质量稳了，人才强了，
中医药事业才能高质量发展。

创新步履不停：让中医

现代化赢得未来

10月 22 日， 2019 年度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
学研究奖颁给了三个人，其中之一便
是屠呦呦。

诺奖之后再获国际社会认可，屠
呦呦为什么能？

“中医药来源于实践，并一直以
患者的临床需求为导向来发展，这就
是中医药的牢固根基。”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
琦说。

中医药需要传承精华，更需要跟
上时代的脚步，守正创新。

癌性疼痛治疗，是一个世界难
题。麻醉止痛药普遍有副作用和成瘾
性。来自中医药的一种经验方，研制
变成新型外用镇痛制剂——蟾酥膏，
镇痛效果达到 90% 以上，当时令跨
国制药巨头开出百万美元的“天
价”。它的研制者就是国医大师、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刘嘉湘
教授。

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
史。从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奠定中医理
论体系，到明清时期瘟病学的产生；
从中医典籍中焕发新生的青蒿素，到
将传统中药的砷剂与西药结合治疗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创新，始终
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

脑梗死、肝癌、帕金森病……治
疗这些常见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
结合”有了越来越多的用武之地。

2018 年初，我国启动重大疑难
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通过中西
医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对 15 个专
业 33 个病种开展协同攻关，“中医
药现代化”迈开关键步伐。

引智育才、国际合作、学科交
叉……一批高水平的中药科技创新和
转化平台突破以前“政府主导”的老
思路，通过“产学研”密切合作，共

同“孵化”着中医药未来的“青蒿
素”。

马晓伟强调，要坚持中医药原创
思维，既不“以西律中”，也不“以
古非今”。综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在跨学科中协同创新、集智攻关，才
能让中医药赢得未来。

走出去的闪亮名片：墙

里开花墙外也香

在坦桑尼亚鲁菲吉地区莫贺罗
村，孩子们有了来自中国的抗疟疾
“礼物”——一种用于儿童非重症疟
疾治疗的新一代青蒿素口服药。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是全球疟
疾“重灾区”，近 2000 万儿童此前
缺少儿童剂型的抗疟药物，中国研发
的新药填补了空白。

回望来路，中医药从未像今天这
样，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历
史机遇，变得“国际范儿”十足。

——《黄帝内经》《本草纲目》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
录，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分别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医药传播到 183 个国家和
地区；世界卫生组织的 103 个会员国
认可使用针灸，其中 29 个设立了传
统医学的法律法规；

——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会今年
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
订本（ ICD-11 ）》，首次纳入起源
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

当“神奇”中医被口口相传，中医
药将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
的独特优势融入多国医药文化中，成为
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最佳写照。

2019 年 1 月，美国《国家地
理》杂志发表长文说，许多文化都发
展了自己的传统疗法，但中医药拥有
最古老的持续医学观察记录，是有待
现代医学深入发掘的“最大宝库”。

中医药振兴，关乎亿万人民健康
福祉，关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切实
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历久弥
新的中医药，一定能书写建设健康中
国的新篇章。

让中华瑰宝为呵护人类健康再放异彩
我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迈进新时代

本报评论员刘晶瑶

大连市公安局通报称，一名 10 岁女
童被害后遭抛尸，嫌疑人为同小区的一
名 13 岁男孩。因其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
年龄，将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据媒体
报道，小区里多名女性称曾遭该男孩不
同程度的骚扰和尾随；案发后，该嫌疑人
曾在班级群强调自己未满 14 岁。

这起案件的更多真相还有待权威

结论，但警方和媒体披露的诸多细节，
都让人感到震惊。近年来，已发生多起
涉及未成年人的恶性事件，且呈现低龄
化、成年人化、暴力化特征。极少数未成
年施暴者因种种原因，对陌生人、同学、
老师甚至家人痛下杀手，严重挑战道德
伦理底线。

目前，舆论场最大的争议在于罪
与罚是否相适。凡达到一定年龄、精神
正常者实施犯罪行为，都应负刑事责
任。但我国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

为年满 14 周岁，所以目前本案嫌疑人
仅被收容教养。据最新消息，死者家属
对这一结果不满 ，已聘请律师准备
上诉。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
的生理、心理状态出现成人化的趋势。
与本案一样，部分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
年人，体型发育已经与成年人无异，一
旦他们决定施暴，对他人造成的威胁
和伤害可能不亚于成年人。

近些年，很多人都曾呼吁修法降
低刑事责任年龄。尤其出现未成年人
极端犯罪时，不少人都建议借鉴欧美
法律规定，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为 12 岁
甚至 10 岁，以便对“早熟”的极端犯罪
加以惩戒。是否应该调整刑事责任年
龄，有关方面不妨结合我国当前国情，
进行严格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极端案件中

的未成年人，几乎都具有性格偏执、自
卑敏感、对亲情淡漠、欠缺法律意识等
特征。这与家庭教育缺失直接相关。家
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作为监护人，父母有责
任对自己孩子言传身教，并对不良行
为进行矫正。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家庭、学
校、社会多方形成合力，加强对未成年
人生命教育、青春期教育和心理教育，
预防一些未成年人滑向犯罪的深渊。
同时，有关部门也应设计出更合理的
处置机制，杜绝一些未成年人产生“犯
罪不坐牢”的侥幸心理，进一步减少未
成年极端犯罪，让社会更加安宁。

未成年人极端犯罪该如何惩戒矫正？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日前发布报告，称美国以“国家安全”

为由对中美科研合作设限是冷战思维的
延续，美政府应确保在科研开放与国家
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这并非美国机构第一次呼吁政府不
要对中美科研合作设限。就在不久前，
美国 60 家科学组织联名发表公开信，
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打压外国科研人员和
阻碍国际科学合作；约 150 名美国科研
领军人物联合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政府
排挤、打压中国和华裔科学家。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不断鼓
吹甚至采取动作谋求在科技领域与中国
“脱钩”。这种危险之举与全球科技合
作发展的历史大势逆流而动，引发国际
社会深深的忧虑。最近，美方以不发签
证之伎俩阻挠中国代表参加国际宇航大
会，各国代表对此十分不满。

长期以来，美国是全球科技开放和
合作的巨大受益者。工业革命兴起后，
火车、轮船等科技发明将全球各国日益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依靠与当时世
界科技中心欧洲的“挂钩”而非“脱
钩” ，让自身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如
今，美国一些人看到别国科技发展迅
速，就意欲拉下“科技铁幕”，妄图以
政治手段阻挠科技合作，阻止他国发展
进步。殊不知，如此图谋不仅损害自身
利益，也贻害全世界。

“技术脱钩”的企图，正在让美国
自身受损。对于美国高科技企业而言，
失去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市场、与全球
最活跃的应用市场脱离，必将大大削弱
其全球竞争力。频频对华裔学者进行无
端审查乃至采取开除手段，正在恶化美
国一直引以为豪的学术自由环境，恐慌
气氛让越来越多的外国科研人才开始对
美国望而却步。美《华尔街日报》网站
批评美国政府“以有损美国自己利益的
方式在行事”。

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拥有全球新一
轮科技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全部资源、技
术和能力，“技术脱钩”只会掣肘美国
科技发展步伐。美《大西洋月刊》刊文
称，即将到来的 5G 电信网络的建设，
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在供应链
上做出贡献，限制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
合作只会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微软总裁
史密斯指出：“如果不能把你的技术推

广至全球，你就无法成为全球技术领军
者。”

此外，美国自身可能因科技“脱
钩”而面临更大的安全危险。美国麦克
罗波洛智库研究员马特·希恩认为，人
工智能领域存在复杂的风险因素，真正
的安全有赖于共同防范可能的风险，对
美国来说，“极端脱钩会造成危险”。

“技术脱钩”的企图，让全球科技
发展遭受巨大威胁。全球市场的分割、
技术标准的分裂，势必将大大阻碍世界
科技创新和应用，破坏成熟的全球供应
链。美《外交政策》网站指出，谋求技
术“脱钩”的做法“严重扰乱了全球化
秩序”。实际上，人为切割市场远非一
些人所想的那么容易。美国政府在发布
针对华为的交易禁令后，又不得不发布
允许一些交易活动的 “临时通用许
可”。对此，美国政府承认“有必要给
予更多时间以避免混乱”。

“技术脱钩”的企图，让世界各国
忧心忡忡、无所适从。在经济科技深度
一体化的当今世界，“脱钩”将制造巨
大成本和不便，让各国企业深受其累，
也让许多国家面临“选边站”的难题。
西班牙《国家报》明确指出，欧洲不愿
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悉尼先驱晨报》
评论说，澳大利亚需要表达对科技领域
日益加剧的不稳定性的担忧。

全球科技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
趋。美《科学》杂志网站刊文说，当美
国一些人将中国科技发展视为威胁之
际，欧洲正在拥抱与中国的科技合作。

时间将证明，通过“脱钩”阻挠中
国技术进步的企图，只能是一厢情愿。
中国科技发展的步伐不可阻挡。《华尔
街日报》就此指出，美方遏制中国的想
法“很幼稚”，“很可能适得其反”。

在科技发展大潮面前何去何从，答
案并不难找。放弃“脱钩”的冲动，继
续推进开放合作，才是世界科技持续进
步的光明之路。

（记者黄堃、郑汉根）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科技“脱钩”贻害世界

▲ 6 月 5 日，作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张同泰道地药材项目保护单位的杭州张同泰国药馆举办了以中
医药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化遗产展示活动。这是中外留学生们在张同泰国药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传统端午香
包的制作。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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