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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民

警邹红刚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

093595，特此声明。

▲华北理工大学迁安学院 2022

届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毕业生王

科 三 方 协 议 丢 失 ，编 号 ：

20221008110445，声明作废。

▲邯郸市昆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431677399113L）财 务 专 用 章

（备案编号：1304315008467）、法人章

（原法人：刘智勇）丢失，声明作废。

▲穆士增医师资格证丢失，编

号：199813120130122570105003，声明

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

院 2022 届新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郭

肖 阳 就 业 协 议 书 丢 失 ，编 号 ：

2204490，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 2022 届

秘书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刘佳就业协

议书丢失，编号：【2210099】0201200，

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 2010 届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毕业生张喆报

到证丢失，编号：101009900372，声明

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 2022 届音乐学

专业毕业生李子涵报到证丢失，编

号：202210099200326，声明作废。

▲北京中医大学东方学院 2020

届中医学专业毕业生乔仕丹就业协

议书丢失，编号：2002364，声明作废。

▲湖北志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遗失石家庄市建设工程劳务管理中

心开具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收据，收

据号：0267480，金额：伍万元整，声明

作废。

▲河北地质大学艺术学院 2022

届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毕业生秦佳

硕 就 业 协 议 书 丢 失 ，编 号 ：

20221007703434，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记者
马卓言）针对近期日本政要涉靖国
神社消极动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 15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
时表示，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
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严正立场。
中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

汪文斌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
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
具和象征，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
日本政要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再次
反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
度，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
出严正交涉，表达严正立场。

汪文斌说，8 月 15 日是日本战
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 77 周年的日
子。77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
一道，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和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

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
伟大胜利。这一伟大胜利永远铭刻
在中华民族和人类正义事业的史
册上。

“正视历史、深刻反省，是战后
日本得以同亚洲邻国恢复发展正常
关系的必要前提。”汪文斌说，一段
时间以来，日本一些政治人物频频
以各种方式歪曲美化侵略历史。公
然违背明确规定把台湾归还中国的

《开罗宣言》等重要法律文件。这是
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
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一切爱好
和平、主张正义的人们不会答应。

汪文斌说，开历史倒车者，必将
再次走入歧途。日本只有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才能找到自身正确位
置。中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
训，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避免进一
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外交部发言人：

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彻 底 同 军 国 主 义 切 割

在今年高考中，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第
二高级中学再次刷新校史纪录，本科上线
率达62.43%，重点本科率26.47%，比2019
年分别增长15.91%和14.51%。

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教育援藏工作者
的努力。作为这三年变化的见证者，李敏
最有发言权。2019年7月，作为教育人才

“组团式”援藏成员，他从安徽省巢湖市第
二中学来到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担任山南
市第二高级中学校长，开始了三年的援藏
工作。

亲身体会到所在校的学校教育与内
地省市的差距后，李敏和援藏团队成员通
过送教下乡、空中课堂、高考加油站、学生
成绩建档立卡等多种方式，为学生答疑解
惑、补差补缺，同时开展集体备课教研、与
本地教师师徒结对、教师沙龙等活动，加
强受援学校教师自主教学能力。

“学校三年间的成长和进步，也离不
开我的前任们打下的基础。”他说，得益于
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机制，一批又一批
的援藏教师持续接力，共同帮助受援学校
实现基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始于2016年的教育人才“组团式”援
藏，标志着教育援藏由过去的分散、短期

帮扶变为集中力量整体援建。17个省市
和教育部直属高校附属中小学，每年选派
上百名援藏教师组成团队，对口支援西藏
21 所中小学；同时西藏中小学每年选派
骨干教师和学校管理干部，到对口援藏省
市和部属高校挂职锻炼、集中培训。

数据显示，2021 年西藏受援学校高
考总上线率、本科率、重点本科率，中考区
内重点高中、普通高中升学率等，均稳步
上升。

针对当地学生数理化学科基础薄弱
的现状，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有侧重地

加强进藏支教力度，把内地数理化学科的
教师作为选派重点，解决当地学生的偏科
问题。

日常学习的同时，当地学生在课余
时间还能学到各种课外知识。天津援藏
教师、西藏昌都市实验小学校长李东锐
在受援学校开设机器人操作科创课程，
并组建“机器人战队”参加了全国性的机
器人比赛；浙江援藏教师发挥所长，在西
藏拉萨那曲第一高级中学办起了女子篮
球队、美术社等社团，还建成了学校第一
间通用实验室；在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
安徽援藏教师金慧琳带领学生组建了藏
汉双语黄梅戏社团，促进皖藏两地文化
交流。

为了与内地学生同步体验优质课堂
资源，西藏受援学校开展了“云端课堂”、
直播教学、异地授课、线上交流等活动。
今年4月，陕西省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和西
藏拉萨阿里地区高级中学的学生在“云
端”共上一堂思政课。在授课现场，西安
高新一中直播教师作为“线上主讲教
师”，负责教学授课，而拉萨阿里地区高
级中学的教师则在线下开展课前预习、
课中笔记、课后答疑等学习效果提升
工作。

到今年上半年，全区受援学校实现
“西藏教育珠峰旗云”平台 100%覆盖，建
成资源共享和远程教育平台 19 个、智慧
教室 473间，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网络
互动教学活动2500余场次。

新华社拉萨8月15日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出
席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来到西藏，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
部群众，给各族干部群众送来党中央的
关怀。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抓好稳定、发展、
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推动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
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西藏各族
干部群众笃行不怠，携手奋进在建设团结
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西藏的康庄大道上。

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

在 2015 年 8 月召开的中央第六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
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
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西藏各
族人民将民族团结视为生命线，坚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形有感
有效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创建
工作。

10 年来，全区获表彰的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集体140个、模范个人189人；

63 家单位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单位”。2020年5月1日，《西藏自治区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正式实
施，西藏成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形式提
出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模范区创建省份。

团结稳定是西藏发展进步的基石，凝
聚起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强大力量。

走进玉麦乡，“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八个红色大字映入眼帘，这是卓嘎、央宗
姐妹和父亲桑杰曲巴的坚定信念。“民族
团结就是力量，让边境老百姓像格桑花一
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央宗说。

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2020年8月，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护好高
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把青藏高原打
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

西藏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各类自然保护区的设立，是10年来西
藏生态建设的新进展。除珠穆朗玛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外，西藏还建立了羌塘、
雅鲁藏布大峡谷等1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个国家地质
公园、9 个国家森林公园、22 个国家湿地

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38.75%，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达到60.8万平
方公里。

保护生态要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
举。西藏陆续发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政
策、措施，为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驾
护航。

2013 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考核办法（试行）》，
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权重最大的核心指
标之一，对全区 74 个县（区）政府进行政
绩考核。

2017 年，《西藏自治区各级党委、政
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及

《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实施细则》出台实施。

目前，西藏动植物栖息环境明显改
善，高原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主要江河
湖泊水质全部达到国家规定相应水域的
环境质量标准；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达到99%以上……

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
察时指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要坚持
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
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都

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2019 年底，西藏所有贫困县区全部
摘帽，62万多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今正
在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民生改善意义重
大。10年来，随着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
兴号列车开上雪域高原，实现了对 31 个
省区市的全覆盖。建成青藏、川藏、藏中、
阿里电力联网工程，主电网覆盖所有县城
和主要乡镇。建制村通光纤率、4G 信号
覆盖率均达到99%，为高原上的人们打开
接轨世界的窗口。

放眼雪域高原，10年来数据的变化，
反映了群众生活的巨大变迁——

在群众增收上，西藏城镇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 2012 年的 18362 元提高到 46503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
的5698元提高到16935元。

在教育事业上，2012年至2021年，国
家累计向西藏投入教育经费 2153.92 亿
元。西藏已经建起包含学前教育、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特殊
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西藏
各族干部群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同
心携手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据新华社电

西藏：团结奋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翟永冠 陈尚才

教育援藏:情注高原育雏鹰
新华社记者 李 键 陈尚才

最近一场配方奶粉供应危机席卷美
国，数百万嗷嗷待哺的婴儿在这个世界
头号发达国家面临饥饿威胁，成为美国

“病态”经济体系下资本垄断损害民生的
最新写照。

长久以来，美国名义上搞“自由市场
经济”，实则放任资本横行操控市场，严重
背离市场经济原则，逾越伦理底线，导致
失衡不公乱象肆虐，经济正义完全丧失。

寡头垄断 民生遭殃

数月来，美国配方奶粉供应危机揭
开了垄断之下的民生伤疤。密歇根州一
家雅培实验室发现致命细菌样本导致工
厂暂停运营，引发轰动全美的“奶粉
荒”。其背后是包括雅培在内的三家美
国公司对全美 95%配方奶粉的市场垄
断。一旦供应链出现问题，往往“牵一发
而动全身”，遭殃的就是普通民众。

高度垄断的奶粉行业是美国经济内
在缺陷的一个缩影。分析人士指出，在
诸如食品、日用品、医疗保健、金融服务
等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大量资源高度
集中于私人大资本手中，加剧了供应链
脆弱性。

新冠疫情暴发让这种系统的脆弱性
暴露无遗。肉类、日用品等供应时常短
缺，严重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高度集中的
医疗系统昂贵而脆弱，医院床位短缺、抗
疫物资不足、疫苗推广受阻，健康服务受

限；众多中小企业艰难求生，而龙头企业
收益明显提升，社会不公加剧。

美国开放市场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指
出，这些现象看似缘于疫情冲击供应链，
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反垄断政策不力加
剧了经济系统性风险，阻碍了行业良性
增长，对经济韧性造成破坏。

垄断顽疾难除，根源在于资本与政
治勾连。据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
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
得。这些所谓“民意代表”成功当选后，
往往为其背后的金主服务，化身既得利
益的代言人。

资本横行 侵犯人权

美式“市场经济”模式下，内政外交
沦为垄断财团牟利的工具，底层民众成
为资本的牺牲品。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显
示，近年来美国枪支暴力造成的死亡人
数急剧上升，2021年接近 4.5万人，为有
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其根源在于美国枪
支利益集团利用资本游说政客、左右司
法，导致控枪法案难产。

在美国这个世界监禁人口数量最
多、比例最高的国家，监狱成为一桩私人
可以经营获利的生意。研究数据显示，
从2000年到2016年，美国私营监狱囚犯
数量占比翻了两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美国史教授罗宾·凯利指出，美国

已沦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狱国家”，其
重要原因在于公共监狱私有化、私营监
狱大肆敛财、穷人成为监禁和压榨对象。

军火商高度垄断资本更是沾满世界
多国人民的鲜血。美国穷兵黩武，军费
居高不下，很大程度是由军方、军火商及
政客捆绑形成的军工复合体在背后作
祟。军工复合体深度渗透到美国外交和
国家安全决策中，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挑
起冲突，赚得盆满钵满。曾在美国国防
部长办公室工作多年的富兰克林·斯平
尼直言，乌克兰危机让美国一些人“开香
槟庆祝”。

种种乱象显示，在美国政客眼中，民
众的基本权利在资本利益面前微不足
道。美国专栏作家拉娜·福鲁哈尔坦言：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的决策，都毫无例
外地在整体上偏向私营部门，尤其是大
型公司的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和劳动者
的利益。”

贫富分化 社会不公

寡头垄断、资本野蛮扩张等积弊难
除，财富在美国不同群体中分配日趋不
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不平等持续
加剧。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数据显示，去
年美国最富有的 1%的人口财富总和达
45.9 万亿美元，超过了底层 90%美国人
口的财富总和。1990年至2021年，美国

家庭财富中位数只增加了 5.37%，同期
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长了19倍。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
丁·沃尔夫表示，美国是贫富差距最大的
西方高收入国家之一，外界看到的是其
食利资本主义、弱化的竞争、萎靡不振的
生产力增长和严重的贫富不均。十多年
来，亚马逊、苹果、谷歌和微软等科技巨
头在全球开展数百次并购，行业集中度
高，龙头企业地位稳固，缺乏竞争的局面
也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

疫情冲击经济的困难形势下，资本
优先、富人更富的现象越发显著。美国总
统拜登2021年4月在国会发表演讲时坦
言，疫情期间，美国大约650位亿万富翁
财富增加超过1万亿美元，同期2000多万
美国人失去工作。《纽约时报》撰文评论，
支配美国经济运转的游戏规则从来都偏
向富人，这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并造成市场
力量向各行业中的大公司加速集中。

美式“市场经济”正在使贫富鸿沟不
断加大，直接导致民众失去信心。美国
媒体 5 月初公布的调查显示，美国民众
对国家经济的看法为10年来最糟，多数
人认为政府推行的政策有损经济。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
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所言：美国经
济和政治都只为社会顶层 1%富人而存
在，也被这1%的人操纵。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美国资本霸道践踏公平正义
——解构美国“市场经济”真相述评

新华社记者 许嘉桐 徐 超 欧阳为

援藏教师潘杰带领藏族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资料片）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今年
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7
周年。全国不少地方举办不同形式
的纪念活动，铭记抗战历史，赓续抗
战精神。

8 月 15 日，本是周一闭馆的沈
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正常对外开
放，人们自发来到博物馆参观。

展馆内，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
朱嘉德在“国歌墙”前久久驻足。“这
是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却的历史，
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的
铁蹄践踏华夏大地，不甘屈辱的中
华儿女挺起民族的脊梁，以血肉之
躯筑起新的长城。”他说。

由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
局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
举办的“凝聚的历史 永恒的初心”
红色雕塑展，15日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展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
罗存康表示，这些红色雕塑作品，铭
刻着坚如磐石的信仰信念，彰显着
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是进行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
因的生动教材。

位于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
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

念馆，15 日举行以“胜利的这一
天”为主题的群众性活动，纪念日
本 战 败 并 宣 布 无 条 件 投 降 77
周年。

活动现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说，站
在新的时代，回望历史，令人感慨万
千，每个人都应铭记和传承那段中
国人民英勇抗争史诗中凝聚和传承
的民族精神。

8 月 14 日，重庆大轰炸“六五”
隧道惨案史实展馆举行“纪念抗战
胜利 77 周年——从大轰炸看这座
英雄之城”公益讲座，现场还开展了
缅怀献花、交流座谈、主题朗诵、纪
录片观影等纪念活动。大家在献花
台前庄严肃立，缅怀在大轰炸中不
幸遇难的同胞并献上鲜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
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韩亮说，中国人
民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最终赢得
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通过举办
抗战主题展览，开展丰富多彩的爱
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可以让更多
的人走进纪念馆，学习了解抗战历
史，缅怀抗战先烈，增强忧患意识，
勇担时代重任。”（记者罗鑫、赵洪
南、柯高阳、余春生）

全国各地举办活动纪念

日本无条件投降七十七周年

铭记抗战历史
赓续抗战精神

8月15日，观众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当日，“凝聚的历
史 永恒的初心”红色雕塑展在位于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
展，各界群众前来观展，铭记历史，追忆先烈。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