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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山东潍坊。金黄的玉米压弯了开始
发黄的植株，农民们掰下饱满的玉米棒子，运
到村子里的广场上，趁着秋日的阳光晒干。粮
囤早已备好，等着储存这丰收的果实。从这里
走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麦子黄了、
玉米黄了的时候，我都会回高密。

秋天，大江南北都能看到黄橙橙的一片。
这是丰收的颜色，而丰收是难得的喜悦。

跨越万里的收割
中国很大。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东西

跨越 5 个时区，南北跨越 5500 公里。因为大，
这里有着永远不会同步的温度、高度、湿度与
土壤条件；也因为大，秋天收获的品类格外繁
多、方式更加多样。

北方的冬小麦早已收割 3 个月，天山脚下
的春小麦方才成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七十七团今年种了11.6783万亩小麦，如今已经
进入收割季节，当地投入收割机78台，金黄色
的麦粒迅速入仓。

从北向南，广袤万里，收割是一样的节奏。
在黑龙江佳木斯，桦川县创业乡春鹏水稻

合作社收获的是金灿灿的粳稻米，黝黑的北方
汉子开着拖拉机到收割机边上，稻米倾泻而
下，不一会就满了车斗。在安徽怀宁县，涛涛
农场周围的树依然郁郁葱葱，农民们戴着遮阳
帽把收割机开进稻田，这里收获的是中季的籼
稻米。在云南广南县，为了收获八宝镇的 3 万
亩水稻，当地出动了 100 多台套收割机，还主
动联系外来水稻收割机械 200 余台套，专门开
辟绿色通道，为丰收让路。

时值秋分，这个一年中的第十九个节气，
意味着收获季节正式到来。在广大的北方地
区，玉米、花生等传统作物也进入瓜熟蒂落
时。收获，是农民一年中最为重要和快乐的时
刻。在田间地头，用拖拉机、小推车，农民们
或把粮食运到平地上晾晒，或摘几个玉米棒
子、几株花生，回家煮来吃。

传承千年的希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收获，是古

老的传统，有千年的传承。
在新疆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里的万亩旱

田到了麦收季节。这个平均海拔1700米以上的
地方，从汉代开始就已开荒种田，距今已有
2000多年的耕作历史。万亩旱田见证过汉代耿
恭抗击匈奴，见证过游牧民族逐渐拥抱农耕文
化。如今，这里的平地和坡、谷、沟里，小
麦、大麦连绵不断、起伏不止。

在安徽歙县，古朴的徽派建筑灰墙白瓦村
落外，金黄色的稻浪翻滚，正是稻米成熟飘香
时。收割机来回穿梭于村落间，大车小车装满
收获的水稻。这些古建筑有多古老，当地收获
水稻的记忆就有多老。

在贵州榕江，侗族群众迎来烧鱼节。每年
到这时候，家家户户从稻田里捉来放养的鲤

鱼，请亲朋好友共赴烧鱼宴。炭火上，鱼皮烤
得焦黄，盖上红红绿绿的辣椒，和地里采的生
姜、大蒜、韭菜等拌匀，就是舌尖上最美的味
道。收获的季节就是载歌载舞的季节，换上传
统服装，人们像祖先们那样，满脸笑容，和着
音乐翩翩起舞。

庆祝收获，是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人们无
比欢乐的时刻。

更为美好的收获
一些特别的地方，也在期待丰收。
比如武汉城边上，中国种子生命科学技术

中心的育种部总监周发松博士，紧张地盯着诸
多实验成果。这位曾经游历各国的育种专家，
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理想中的“绿色超级稻”
种子。这件事情全世界都没人做过，而中国的
水稻研究，就是世界领先的。

比如三亚城边上，育种专家王万福的水
稻黄了，但他不急着收割，而是一点点统计
稻田的特征，详细记录。科技的力量让丰收
更美好，早已成为近几十年来中国丰收的一
抹亮色。

“这一季水稻，我培养了五六个新品种，再
观察一阵都有很大的希望能投入市场，这些水
稻一定更高产！”老王高兴地告诉本报记者。

“对于农民来说，沉甸甸的稻谷是丰收；对于我
们育种专家来说，培养出更好的种子就是为了
他们的丰收。”

有的人则在忙着让水稻尽快走上餐桌。割
稻、打捆、装车，进入粮仓的稻米，正在湖北
孝感被做成米酒，在辽宁沈阳被端上开镰节的
饭桌。在湖北仙桃的中粮米业加工厂里，生产
线开始了忙碌的季节，人们很快就能在超市买
到这些包装精美的大米。

风吹过湖南省浏阳市古港镇梅田村的48亩
稻田，当地人用 3 个品种的水稻种出了巨幅的

“吉祥福娃”画像，将绘画艺术植到了稻田里。
这个彩色稻田画如今也快到收获的季节了，人
们争相前来观看，欣赏着另一种丰收——赏心
悦目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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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 8日电 （记者李
丽辉） 记者从财政部获悉，2015年中
央财政下达补助资金 111.24 亿元，用
于支持公立医院改革。补助资金的用
途主要包括：支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支持试点城市和二级及以下公
立医院开展改革试点、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等。

根据改革任务要求，2015 年县
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
面推开，新增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试点城市 66 个。中央财政具体补助
标准如下：

按每个县补助300万元的标准下
达补助资金 59.31 亿元，支持全面推
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按 每 个 试 点 城 市 一 次 性 补 助
2000 万元的标准下达补助资金 13.2
亿元，支持第三批 66 个城市开展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使试点城市扩
大到100个；

对100个试点城市所辖区，按每
个区 100 万元的标准下达补助资金
2.73亿元，支持二级及以下医院开展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

按人均每年3万元的标准下达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补助资金36亿元，支持
12万名学员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此 外 ， 为 支 持 地 方 提 前 做 好
2016 年公立医院改革相关工作，中
央财政于近日提前下达 2016 年公立
医院改革补助资金98.04亿元。

中央百亿元支持公立医院改革
提前下达2016年补助资金98.04亿元

中央百亿元支持公立医院改革
提前下达2016年补助资金98.04亿元

本报北京10月 8日电 （记者许
志峰、王观）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一期） 8 日成功上线运行，为境内
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
供资金清算、结算服务。

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我国第二
大跨境支付货币和全球第四大支付货
币，迫切需要建设基础设施支撑业务
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2 年启动
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按计划，该系统分两期建设，一期工
程便利跨境人民币业务处理，支持跨
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结算、跨境直
接投资、跨境融资和跨境个人汇款等
业务。其主要功能特点包括：采用实
时全额结算方式处理客户汇款和金融
机构汇款业务；各直接参与者一点接
入，集中清算业务，缩短清算路径，

提高清算效率；运行时间覆盖欧洲、
亚洲、非洲、大洋洲等人民币业务主
要时区等。

为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人民币跨境支付
系统业务暂行规则》，规定了参与者
准入条件、账户管理要求和业务处理
要求等。同时，推动成立了跨境银行
间支付清算 （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独立运营 CIPS，该公司接受人
民银行的监督和管理。

CIPS 首批直接参与机构包括工
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
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
行等 19 家境内中外资银行。此外，
同步上线的间接参与者包括位于亚
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区的
38家境内银行和138家境外银行。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上线运行
◀◀ 1010月月 88日日，，江西省靖安县江西省靖安县，，农民在金黄农民在金黄

的稻田的稻田中忙碌中忙碌。。 徐仲庭徐仲庭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 金秋十月，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西吴镇
西一村村民抓紧晴好天气将收获的玉米剥皮晾
晒。 高新生摄 （人民图片）

生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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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马德里 10 月 8 日电 （记者王迪）
“2015新疆文化周”开幕式 7日在西班牙马德
里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在接下来几天，当地
民众将通过参观摄影展、观看民族歌舞演
出、倾听讲座等方式，感受新疆的发展，增
进对中国的了解。

此次新疆文化周活动由文化部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办，以“魅力中国，多彩
新疆”为主题。文化周期间将分别举办“欢
乐新疆”文艺演出、“大美新疆”摄影展、

“魅力新疆”专题片展播、“印象新疆”纪录
片展播、“探秘新疆”文物讲座5项活动。

2015新疆文化周在马德里开幕

截至 9月底，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6.6级地震灾区已有 1.8万多户民房完
成拆除重建工作，占民房拆除重建总户数逾八成，灾区恢复重建工作扎实推进。

图为10月8日，云南景谷县迁糯村大寨一、二小组村民在喜迁新居活动中载歌
载舞。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载歌载舞迁新居载歌载舞迁新居

不久前，中美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举
行会谈。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时，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在南
海问题上有着诸多共同利益。

他还指出，中美双方都支持维护南
海和平稳定，支持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
协商和平解决争议，支持维护各国依据
国际法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支持通过
对话管控分歧，支持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协商一致基
础上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建设性沟
通。

没错，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沟
通应该保持“建设性”。对此，双方没有
异议。

然而美国军方一些人，如美国太平
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上将，却于
近日在悉尼举行的一次海军会议上很不

“建设性”地表示，“北京 （在南海） 造
岛和在亚洲的海上胁迫行为不会不受惩
罚”。

这不是美国军方第一次发表很不
“建设性”的话语。对于美国一些人士一
再宣扬中国制造“海上威胁”，中国不得
不与其理论理论。中国的行为合理、合
情、合法，中国既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进

行岛礁建设的国家，也很可能不是最后
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对于早已在南海
长期造岛的国家，美国此前为何未予提
出？在中国停止相关建造之后，美国对
仍在南海继续造岛的国家为何不释放必
将严惩的信号？

很显然，美国某些军人罔顾国际
法，并滥用双重甚至多重标准，以致于
他们发表的一些很不具有建设性的观
点，有时会误导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认知。

对于“海上威胁”的帽子，中国无
法接受。中国在南海的现有活动，并未
干扰任何他国在此地的正常航行。如果
美国确实担心中国海军将来可能在南海
阻碍他国的航行，或者相关岛礁建设将使
中国拥有这种能力，那么对于这种担忧应
该更多进行沟通，以增进彼此了解，而
非直接扣帽子。事实上，中国过去没有
在南海阻挡他国航行，将来也不会。

斯上将还有一个奇妙的观点，“如果
不勇敢面对像中国所表现的海上欺凌行
为，那么这种行为就会扩大到陆地，变
成一个‘摩擦点’”。乍一听，人们还以
为是在说美国自己。检索历史不难发
现，美国海军是于 1893 年从海上来到夏
威夷并吞并这个岛国、是于 1950 年从海
上来到中国台湾这片陆地并在此长期驻

军，美国是于 1964 年从北部湾发起对北
越的大规模轰炸、是于 2003 年从海路联
合发动推翻伊拉克政府的行动的。这一
切，都是从海上到陆上，但皆非中国所
为。

拥有极强忧患意识的美国，对未来
愈加未雨绸缪——这一点可以理解。而
要防范他国模仿美国在盛极时期的霸权
行为，美国首先得改掉霸道作风。美国
海军若有什么想不开，理应按照两国元
首会谈达成的共识精神，与中方认真进
行建设性对话，以消除误解、增加互
信，而非四处散布一些并无依据的言论。

中国坚决维护海上正当利益，但无
意学习美国称霸。中国不会制造“海上
威胁”，更不会惧怕海上霸权对中国施加

“海上威胁”。鉴于在防范真正的“海上
威胁”方面中美均有责任，两个大国理
应保持建设性沟通、进行建设性对话。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
院长、教授）

南海问题，中美应保持建设性沟通
■ 沈丁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