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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美国政府正式实施所谓“维吾尔强迫

劳动预防法”，这是一部充满谎言的恶法，它假定新疆存

在“强迫劳动”，并以此为由禁止美国企业进口与新疆相

关的所有商品。这是美方政治操弄新疆问题的升级，暴

露了其妄图“以疆制华”的险恶用心。事实上，新疆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显著，各民族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各族人

民生产生活的现实有力回击了美国炮制的谎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地区生产总值从 1952 年的 7.91 亿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1.77 万亿元。新疆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医疗保健和人

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医疗卫生

事业极其落后，只有医疗机构 54 个、病床 696 张，每千

人拥有病床 0.16 张、医生 0.019 名。至 2019 年，新疆医

疗卫生体系全面形成，医疗机构遍布城乡，共有 18376
个医疗机构、186426 张病床。人均预期寿命由 1949 年

的不到 30 岁提高到 2019 年的 74.7 岁。

新疆发展成就惠及广大各族民众，教育事业稳步

发展。1949 年，新疆仅有 1 所大学、9 所中学、1355 所小

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 19.8%，文盲率在 90%以上。

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新疆已形成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的完整教育体系。至 2020 年，全疆村村建有幼儿园，

共有小学 3641 所、普通中学 1211 所、中等职业学校（不

含技工学校）147 所、普通高校 56 所、成人高校 6 所，学

前 教 育 毛 入 园 率 达 到 98%以 上 ，小 学 净 入 学 率 达 到

99.9%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以上，高中阶

段 毛 入 学 率 达 到 98% 以 上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50.37%。在少数民族人口聚集的阿克苏、克州、喀什、

和田四地州实施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 15 年免费教育。

从受教育程度看，维吾尔族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维吾尔族每 10 万人中拥

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8944 人，与 2000 年相比增加

6540 人，15 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从 2000 年的 7.06

年提高到 2020 年的 9.19 年。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文

明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劳动的权利

和义务。保障劳动权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就是保障人

权。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大力实施就业惠民工程，持

续加大就业培训力度，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有效扩大就

业容量，就业形势持续向好，各族群众收入水平不断提

升、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

强 。 2014 年 至 2020 年 ，新 疆 的 劳 动 就 业 总 人 数 从

1135.24 万人增加到 1356 万人，增长 19.4%；年均新增城

镇就业 47 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年均实现转移就业

281.82 万人次。

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经济收入的增长，离不开劳

动者劳动技能的提升以及观念的转变。近些年，新疆

少数民族青少年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通过参加政府

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能力与水平得到有效提

升。随着妇女经济、社会和家庭地位不断提高，各族妇

女有更多机会接受中高等教育、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妇

女就业人数和比例大幅提升。各级政府积极保障妇女

平 等 就 业 权 利 ，积 极 制 定 实 施 扶 持 妇 女 自 主 创 业 政

策。仅以 2019 年为例，新疆城镇新增妇女就业 22.81 万

人，占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 47.43%。

新疆积极践行国际劳工和人权标准，充分尊重劳动

者意愿，切实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依法保护劳动者

合法收入，严厉打击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确保劳动

者不因民族、地域、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也不因

城乡、行业、身份等而受限制。完善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

和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标

准调整机制，出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

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积极稳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并不

断扩大覆盖面。2014年至 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32万元增至 3.76万元，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8724元增至 1.56万元。

新疆充分尊重和保障各族劳动者宗教信仰自由权

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在依法推广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同时，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劳动者使

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劳动者可以自主选择使用

何种语言文字进行交流。

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保障人权

的重要内容。中国积极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坚持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一个民族

都不能掉队。2020 年底，新疆现行标准下 306.49 万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3666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5 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以上数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体现了新疆

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

族人民艰苦奋斗出来的。美国强推“维吾尔强迫劳动

预防法”，绝非关心子虚乌有的新疆“强迫劳动”问题，

而是要剥夺新疆民众的工作权利，制造“强迫失业”；是

要破坏新疆各族人民的生计，制造“强迫返贫”；是要破

坏国际经贸秩序和产业链供应链，在国际上制造“强迫

脱钩断链”。美方的所作所为，本质上是打着人权的幌

子危害人权、打着规则的旗号破坏规则、打着法律的招

牌践踏法律，目的是靠政治操弄打压新疆产业竞争优

势，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侵害新疆劳动者的工作权利，

破坏新疆产业生态。

真理必将战胜谬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新疆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无法比拟

的，也是任何尊重事实的人士都不会否认的。在事实

面前，谎言将不堪一击。美方编造涉疆谎言和谬论，企

图误导国际舆论，阻遏中国发展进步，这种用心险恶的

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新疆智库专家）

新疆发展成就有力回击“美式谎言”
吕文利

为期 3 天的联合国 2023 年水事会议于

3 月 24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会议

通过了《水行动议程》，包含 700 多项保护水

资源的相关承诺，并涵盖一系列行动计划，涉

及能力建设、数据、监测系统以及改善基础设

施等。

联合国水事会议是近 50年来联合国召开

的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涉水专题会议。

本次会议由荷兰和塔吉克斯坦共同主办，共

有来自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约

6000人与会。在全球面临日益严峻水资源形

势下，与会各方共同讨论解决方案，呼吁加强

国际合作，携手推动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会议开幕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

合国水机制共同发布的《2023 联合国世界水

发展报告》指出，当前全球有 20 亿人（约占世

界人口的 26%）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36 亿人

缺乏管理得当的卫生设施，20 亿至 30 亿人每

年至少有一个月会遇到缺水问题。如果不加

强国际合作，缺水问题在未来几十年内将愈

演愈烈，预计全球面临缺水问题的城市人口

将从 2016 年的 9.3 亿增长到 2050 年的 17 亿

至 24 亿。报告强调，要通过可持续的水资源

管理来保障水、粮食和能源安全，向所有人提

供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服务。

“水资源正处于重重危机之中。获得水

资源是一项人权，对于世界发展至关重要，有

利于实现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在会上呼吁要从四个方面加强水资

源的利用，包括减少水资源管理鸿沟、大规模

投资水利卫生系统、加强复原力建设、应对气

候变化。古特雷斯强调，人类未来享有水安

全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基于科学

的新路线，以实现《水行动议程》，并取决于各

方努力实现承诺，将它们转化为行动。

第七十七届联大主席克勒希在会上倡议

各方携手努力，建立全球水资源信息系统，

“ 帮 助 解 决 水 资 源 获 取 、需 求 和 储 存 的 难

题”。他呼吁制订综合的土地利用、水资源和

气候相关政策，使水资源成为“气候变化减缓

和适应的杠杆”。克勒希也肯定了会议达成

的成果，“各方为支持《水行动议程》做出的

3000 亿美元的承诺，有可能释放出至少 1 万

亿美元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收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说：“我

们迫切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国际机制，以防止

全球水资源紧缺问题走向失控。水是我们共

同的未来，我们必须采取共同行动来公平分

享水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水资源。”

中国以占全球 6%的淡水资源，保障了全球近 20%的人口用水，创造了全球

18%以上的经济总量，同时加快复苏河湖生态环境，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

越来越多的流域重现生机。中国积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水利建设援助，联

合开展水资源综合管理、节水灌溉等领域的能力建设、科学研究等务实合作，积

极支持各国水利事业发展。

中国代表在会上介绍了中国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水目标

的实践和经验，提出了保障人人享有安全饮水的基本权利、共同履行可持续利用

淡水资源的义务和责任、尊重自然界河流生存的基本权利等倡议。与会代表和

专家普遍认可并积极肯定中国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思路，以及加大现代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积极

建立水资源综合管理体系、创新应用数字化技术等治水方案和措施。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表示，此次会议既促进了各国对水资源问题带来严

重挑战的清晰认识，又推动了各国对解决方案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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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亚洲青年领袖论坛”在广州举行

本报广州 3月 26日电 （记者罗艾桦）以“增强青年合作、凝聚共同价值、促

进亚洲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亚洲青年领袖论坛”25 日在广州举行，近

400 名亚洲各国嘉宾及青年代表欢聚一堂，聚焦高质量发展、健康与医疗、金融

与投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等话题深入交流。

论坛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广州市人民政府、亚洲青

年领袖联合会共同主办，旨在推动中国与亚洲各国的青年交流，促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助力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聚合青年

力量共谋“亚洲方案”。

老挝政府与中农钾肥签署工业园项目备忘录

新华社万象 3月 25日电 （记者章建华）老挝政府与中农钾肥有限公司 24
日在老挝首都万象签署“亚钾国际智慧型循环工业园”项目备忘录。

据悉，该工业园划分为钾肥工业园、非钾工业园和亚钾小镇三部分，预计总

投资规模 43.1 亿美元。钾肥工业园依托当地钾盐矿资源，提速发展钾肥产业；非

钾工业园则利用钾盐矿伴生资源和老挝的煤矿及铝土矿等资源，通过招商引资

拓展资源利用产业链、供应链；亚钾小镇将促进老挝城镇化，吸引投资者和人才

集聚老挝创业。

老挝计划投资部副部长坎占表示，老挝政府全力支持并将共同推动工业园

项目建设，打造样板工程，为老挝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中农钾肥执行董事、总经理佟永恒表示，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将为老

挝带来约 3.2 亿美元财政收入，带动当地就业 3 万至 5 万人，为老挝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

■国际视点R

葡萄牙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 年葡萄牙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6.7%，

实现 35 年来最高增速。葡萄牙经济自 2020 年

出现负增长以来，已连续两年保持复苏势头。

葡萄牙财政部长费尔南多·梅迪纳表示，国家整

体经济形势稳步向好，2022 年出现的较快增长

势头给 2023 年经济走势注入信心和动力。

葡萄牙旅游资源丰富、世界文化遗产众多，

旅游业长期以来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最新数据显示，葡萄牙旅游业去年 8 月已恢复

至新冠疫情前水平，去年全年有超过 1530 万国

际 游 客 入 住 葡 萄 牙 境 内 酒 店 ，较 前 一 年 增 长

159% 。 国 际 航 班 数 量 和 国 际 游 客 访 问 量 在

2022 年第二季度也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仅

葡萄牙航空公司 2022 年运送乘客就达到 1380
万人次，比上一年增加 136.1%；运营航班增加

74.9%，恢复至新冠疫情前的 79%。葡萄牙旅游

业联合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列罗斯表示，2022
年葡萄牙酒店入住率接近 100%，旅游业复苏迹

象明显。

传统制造业也为葡萄牙经济发展赋予新

动能。作为欧洲传统制鞋大国，上世纪 90 年

代制鞋业最兴盛时，葡萄牙全国曾有超过 6 万

人从事这一行业，年产量达 1.1 亿双。近年来，

葡萄牙制鞋企业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增强产品

创新能力，产业规模趋于稳定。2022 年共出口

7600 万双鞋，出口额首次突破 20 亿欧元，同比

增长 20.2%。葡萄牙制鞋业的增长得益于政策

支持，葡政府去年 9 月宣布拨款 14 亿欧元，推

动制鞋业发展，其中 3000 万欧元用于支持本

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当前，葡萄牙政府着力推动经济改革，并采

取各种举措应对通胀问题。政府去年下半年推

出了一项总额为 24 亿欧元的纾困计划，主要包

括下调电力增值税、提供育儿补贴、设置住宅和

商业租金涨幅上限、禁止公交和火车票涨价等，取得一定效果。2023
年 1 月和 2 月的通胀率降至 8.4%和 8.2%，食品、交通、住房和公用事

业等领域的价格上涨趋势减缓。梅迪纳表示，削减公共债务已成为

当前葡萄牙政府的首要任务，今年的目标是将公共债务削减 10 个百

分点，改善家庭和企业的财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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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 是“ 缅 怀

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

奴 隶 行 为 受 害 者 国 际

日”。塞内加尔戈雷岛

又称“奴隶岛”，从 15 世

纪 到 19 世 纪 先 后 被 西

方多国殖民者占领，用

来贩运、关押黑人奴隶，

是西非最大的奴隶转运

站。现在，这里依然遗

留着当年关押奴隶的牢

房和堡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于 1978年将戈雷岛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如今，

戈雷岛是塞内加尔的著

名景点之一。图为近日

拍摄的戈雷岛一角。

新华社记者

韩 旭摄

联合国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不久前

在访问英国后发表声明指出，非洲裔在英国持

续遭受结构性、体制性和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基

本权利受到侵犯。声明说：“英国的刑事司法系

统对非洲裔存在差别对待，有非洲裔遭到警察

逮捕后在拘留期间死亡。他们还往往被以‘共

同犯罪’的罪名定罪，会遭到拦截和脱衣搜身等

区别对待。针对这些歧视问题，英国当局不予

解 决 并 存 在 有 罪 不 罚 现 象 ，我 们 对 此 深 表 关

切。”联合国专家组还表示，非洲裔作为受害者，

往往无法从当局或司法系统中获得有效救济。

联合国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于 1 月

18 日至 27 日访问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

和布里斯托尔，并将于 9 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递交报告。工作组专家表示，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后，英国长期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加剧了

针对非洲裔的种族歧视，侵犯了他们的基本权

利。“从非洲裔角度看，英国的种族主义是结构

性、体制性和系统性的，他们在英国公共机构、

私营部门和社会中都能感受到长期存在的种族

等级制度。”

在美国爆发“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的

影响下，英国政府设立了“种族与族裔差距委员

会”，并于 2021 年向联合国提交了有关英国种

族主义和族裔差距的报告。当时，联合国非洲

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在阅读报告后表示“震

惊”，认为该报告歪曲和篡改历史事实，粉饰奴

隶制和殖民主义历史，扭曲并错误使用相关统

计数据，所得出的结论会加剧英国社会的种族

主义倾向，助长种族偏见和歧视行为。英国政

府当时拒绝对报告作出回应。

多年来，英国种族主义事件频发。2017 年

6 月，位于伦敦西部的公寓楼格伦费尔塔发生

火灾，造成 70 多人死亡。调查显示，这栋楼里

的居民主要是少数族裔，建筑存在楼体老旧、电

路混乱、紧急出口堵塞等诸多消防隐患，楼内居

民曾多次反映问题却无人理睬。火灾发生后，

英国舆论界评论此事“暴露了英国社会的种族

主义”。 5 年后，英国人权慈善机构的调查显

示，该社区仍得不到支持和保护，再次暴露出

社会经济不平等、监管不足、制度性种族歧视

等问题。

新冠疫情凸显英国种族间的“健康鸿沟”。

医学期刊《柳叶刀》曾发表研究报告指出，英国少

数族裔比白人面临更大的新冠肺炎重症和病亡

风险。英国国家统计局认为，非洲裔和其他少数

族裔糟糕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选择，使他们面

临更大的风险。英国经济智库决议基金会的报

告显示，疫情期间，英国非洲裔年轻人的失业率

攀升至 35%，而同龄的白人失业率仅为 13%。

联合国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主席纳

马库拉说，英国政府亟须构建开放、独立、有效

的投诉机制来解决种族主义问题，并确保警察

接受问责，保证人人能够得到公正审判，并为相

关案件的受害者提供赔偿。

参与联合国调查工作的一家英国人权慈善

机构负责人黛博拉·科尔斯在接受英国媒体采

访时表示，结构性种族主义在英国社会根深蒂

固。“为了结束非洲裔受到的持续不公正待遇，

短期内我们必须对这些事件进行有针对性的调

查和监督；长远看，我们必须加强在福利、健康、

住房、教育等领域的投入。” （本报伦敦电）

联合国专家组访英后指出——

英国非洲裔面临系统性种族歧视
本报记者 邢 雪

第十届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幕
中国代表团斩获6金

新华社法国梅斯 3月 26日电 （记者肖亚卓）第十届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

赛于当地时间 25 日晚在法国梅斯落幕，来自中国代表团的 29 名选手参加了 9 个

类别 20 个项目的竞赛，获得 6 金 7 银 7 铜的成绩。

本次竞赛于 24 日和 25 日举行，共设置了 10 个类别 45 个比赛项目，共有来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余名选手参加比赛。中国选手代表团的郑云海、陈良杰、

王晓珍、王俊、胡春芳和布云秀分别在食物雕刻、文本处理、美发、按摩、钩针编织

和刺绣 6 个项目上夺金。

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从 1981 年开始举办，中国从一开始派观察员观

摩，到后来派一定数量选手参与，现在已经逐步成为赛场参赛人数最多的代表团

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