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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但近段时间
以来，美国政府挑起并持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使两国政府和人
民多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使多边
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严重威胁。

9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关于中美经贸摩擦
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以大量事实和详实数据，对中美
经贸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白皮书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
本质是互利共赢，指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
霸凌主义行为。白皮书阐明中国的政策立场，充分展示了中方
推动问题合理解决、保持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坚定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和意志。

2017 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 5837 亿美元，是 1979 年建
交时的 233 倍。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中美经贸合作是双赢关系，
绝非零和博弈，既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也使美国企业
和国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美经贸交往规模庞大、内
涵丰富、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元，产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难免，
两国应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务实化解矛盾。然而，现
任美国政府通过发布《对华 301 调查报告》等方式，对中国作出
“经济侵略”“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
列污名化指责，严重歪曲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无视中国改革
开放的巨大成绩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心血汗水，这既是对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对美国人民真实利益的不尊重，
只会导致分歧加大、摩擦升级，最终损害双方根本利益。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面对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多的
国际形势，中国始终与世界同行，顺大势、担正义、行正道，坚定维
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坚定
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
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促进
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坚定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
得不打。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任何外
部因素都不可能阻止中国发展壮大。中国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
但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
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代价。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大局，不能只
盯着两国之间的分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
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繁荣、稳定。处理中美经贸摩擦，推动问题
合理解决，要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合作是唯一正确的
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合作是处理中美经贸

摩 擦 唯 一 正 确 选 择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
电(记者韩洁、刘劼)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 24 日发布《关于
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
立场》白皮书，旨在澄清中美
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
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
推动问题合理解决。

白皮书全文约 3 . 6 万
字，除前言外，共包括六个部
分，分别是中美经贸合作互
利共赢、中美经贸关系的事
实、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
义行为、美国政府的贸易霸
凌主义行为、美国政府不当
做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
害、中国的立场。

白皮书说，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
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
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白皮书指出，中美两国
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
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的，
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
合作、管控分歧。长期以来，
两国政府本着平等、理性、相
向而行的原则，先后建立了
中美商贸联委会、战略经济
对话、战略与经济对话、全面
经济对话等沟通协调机制，
双方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
保障了中美经贸关系在近
40 年时间里克服各种障碍，
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美关
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白皮书说，2017 年新一
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在“美
国优先”的口号下，抛弃相互
尊重、平等协商等国际交往
基本准则，实行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对
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
作出一系列不实指责，利用
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进行经
济恫吓，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

白皮书说，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世
界贸易秩序大局出发，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原
则，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国关切，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
善处理分歧，克服各种困难，同美国开展多轮对话磋商，提出
务实解决方案，为稳定双边经贸关系作出了艰苦努力。然而，
美国出尔反尔、不断发难，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时间内持续
升级，使两国政府和人民多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受
到极大损害，也使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严重威
胁。为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
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中国政府特发布此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中美经贸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
界和平、繁荣、稳定。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
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
的、坚定的。 （相关报道见 3-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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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9 月 24 日电(张玉清、张汨
汨、王猛)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是
新中国首支组建、首支参战、首获战功的英
雄飞行大队。抗美援朝战场上，年轻的飞行
员们与世界头号强敌决战长空，创造了“宁
可血洒蓝天，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的“空
中拼刺刀”精神。

60 多年来，作为“尖刀的刀尖”，飞
行一大队始终奋飞在练兵备战第一线，在重
大军事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被空军授予
“先锋飞行大队”荣誉称号，被中央军委表
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第一”是打出来的、拼出来的

89 岁的张洪清每次回到飞行一大队，
都要去史馆看看，给墙上那些旧照片里的战
友们敬个礼。当年，他们 10 个小伙子是人
民空军第一批飞向战场的飞行员。

那是充满勇敢与信念的天空。许多战友
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有的是驾着冒火的战机
撞向敌人的。张洪清记得，距离最近的对决
发生在 100 米之间，甚至看得清对手惊恐的
表情。

这种打法与拼劲，后来被形容为“空中
拼刺刀”。正是凭着这种“空中拼刺刀”精
神，他们为所在航空兵师打出了“第一”的
荣誉番号，打出了共和国天空长达半个多世

纪的安宁。
从那时起，“第一”就成为飞行一大队

的荣誉和标杆，而“空中拼刺刀”精神，成
为一代代飞行员信念的图腾。

“‘第一’的红旗是打出来的、拼出来
的，一定要扛下去，一定不能倒。”满头白
发的张洪清，面对着年轻飞行员一张张朝气
蓬勃的面孔，反复叮咛。

一大队的后来者们高举战旗，一路奋
飞：第一次高原试飞，第一个试射某型导
弹，第一批换装两代最新国产战机……这些
年来，飞行一大队创造了数十个“第一”。

不久前的一次实兵对抗演习，一大队迎
战“敌”方两架某型先进战机。面对平台、
雷达、电子设备和武器挂载都远远胜于自己
的对手，大队飞行员毫无惧色。

副大队长张威发下狠话：“哪怕是只狮
子，也要敲掉它两颗牙！”

他们做了周密的战术部署，最后设计了
一套堪称“狡诈”的“尖刀战法”，利用对
手雷达性能和战场心理，一举全歼“来
敌”。

作为诱饵，张威的战机与对手“同归于
尽”。“作战目的达到了，我‘死’得值！”他说。

“学习力”就是战斗力

就在空军掀起实战化训练大潮之际，飞

行一大队却遭遇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失败———
2011 年，空军第一届对抗空战比武竞

赛，一大队代表所在单位出征。作为种子选

手的他们，却在第一个演练日就以 59 ∶
166 的大比分被淘汰出局。

（下转 2 版）

“空 中 拼 刺 刀 ”新 传 奇
空军“先锋飞行大队”传承胜战基因提升打赢本领记事

▲空军“先锋飞行大队”飞行员在训练中组成四机编队，扑向地面目标展开进攻作战（9
月 17 日摄）。 新华社发（杨盼摄）

▲ 9 月 23 日，在安徽省亳州市林拥城景区的“赏月荟”活动现场，人们和一个巨大的“月
亮”合影。 新华社发（倪树斌摄）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玉兔东
升，清辉朗照，正所谓“月到中秋
分外明”。而在“分外明”之外，中
秋的月光也“格外暖”。向来清冷
的它，唯有在这个夜晚，在亿万中
国人的心中，不但更为明亮，还顿
生几分暖意。

这几分温暖，生发于对幸福
的期盼。中国人历来以圆为美，
重视家庭，把家庭和睦、亲人团
圆视作无比的幸福。天上月圆，
人间团圆，中秋就是一个团圆的
节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
古来今，概莫能外，当幸福来临
之时，窗外的月光自然也有了格
外的意蕴。

这几分温暖，来自于对文化的共鸣。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露从今夜白，月
是故乡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
要吟诵起这些千古绝唱，就会感到前人的文
化血脉在我们身上流动，而明月在我们眼中，
也就有了跨越时空的温情。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团圆之日更显

家国情怀。只有在国泰民安之时，
四海九州方能真正共此明月，也
只有在家给人足之日，人们才有
闲情雅致，遥望当空皓月，生发思
古幽情。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
梦，也是每个中国家庭的梦。每个
家庭的幸福团圆，与华夏大家庭
的幸福团圆，互为一体，密不可
分。

没有国的强，哪有家的富，幸
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感谢
前人为后人留下一片锦绣天地，
也要感谢中秋月圆之夜，在国家
和人民需要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的
守望者，更应牢记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用心经营自己的小家，
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让中秋的
月光照亮中国人的梦想，温暖中
国人的心房。

传统节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
基因、文化血脉和精神命脉。对传统文化，我
们要继承弘扬，更要推陈出新。在这个传统节
日里，唤醒内心深处的文化记忆，传承祖辈的
精神，把家国团圆梦融入中华复兴梦，激发民
族凝聚力和爱国热情。这样的中国，可以历久
弥新。 (记者冯源)新华社杭州 9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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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9 月 24 日电(记者王淮
志、邹大鹏、梁冬)34 岁的工人毕苍兆今年
可谓“双喜临门”：一喜是“七一”前夕，
圆了 10 年的入党梦；二喜是从操作员晋升
为主管技师，年收入将增加 10 多万元。他
所在的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去年告别连
续多年亏损，今年 1-8 月更是实现利润比
去年同期增加 9792 万元。

企业兴、干劲足。在黑龙江省走访多家
“老字号”国有企业时，记者从忙碌的车
间、工人的笑脸、自信的言谈里，真切感受
到，一批饱经沧桑和市场历练的国企正绽放

出新容颜。

“老字号”深化内部改革发“新芽”

我国“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 156 项
重点工程，其中 22 项在黑龙江省，这些
“老字号”造就的无数个“中国第一”，挺
起了中国的工业脊梁。

然而，由于受计划经济长期影响，一些
“老字号”国企体制机制僵化、设备老化、负担
沉重、市场拓展滞后，资产负债率高，生存陷
入危机，成为国企改革攻坚的“硬骨头”。对

此，黑龙江以钢牙啃硬骨头的精神，与央企合
力向顽瘴痼疾开刀，“老字号”实现扭亏为盈，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资产负债率高达 300% ，企业停产、
职工面临失业，当时感觉天快塌了。”建龙
北满特钢炼钢一厂副厂长任辉耀说，企业曾
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共和国“掌上明珠”，受
大股东东北特钢破产重整等因素影响，于
2016 年 12 月破产重组。

攻坚时刻，黑龙江协调多方创造性设计
清偿方案，引进战略投资方，支持企业开展
内部改革。去年 11 月，建龙北满特钢恢复

生产时，企业 36 个一级机构被整合为 23
个部门，公开竞聘部门主管，从副总经理
到基层员工，全部建立月度个人绩效，管
理体制焕然一新。今年 1-8 月主营收入
24 亿余元，实现利润 5318 万元。

为支持“老字号”国企勇涉改革深水
区，黑龙江组建了由省级领导领衔推进的
国企改革专班，承接驻省央企供水、供电、
供暖和物业分离移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保障企业瘦身健体、精干主业。截至 8 月
底，累计完成约 100 万户职工家属区“三供
一业”分离移交。 （下转 8 版）

黑龙江“老字号”国企绽放新容颜

明月寄相思

家国总关情

诗词引出的中秋故事

（ 2 版）

新华社昆明 9 月 24 日电(记者王长山、
王研、杨牧源、周磊)听到左邻右舍开割的
消息不断传来，哈尼族汉子卢世雄也坐不住
了。他去了一下自家的田块，看到稻穗饱
满，已然成熟，便打定主意：开割。

秋高气爽，稻浪起伏。层层叠叠的梯田
像金黄的色块，从山脚垒到云端，一幅层次
分明、色彩丰富的画卷在山间铺开。进入九
月，世界遗产地哈尼梯田的 7 万多亩稻子日
渐成熟，从山脚到山顶，村民们也陆续开镰
收割，要持续至十月中旬。

“它又要派上用场了。”看着梯田日渐
金黄，嗅着空气中香甜的稻香，卢世雄把摸
着镰刀喃喃自语。

整体弯如钩形，刀片短窄布满锈迹，刀
刃略呈锯齿形，下部是段 10 厘米左右的木
柄——— 这把很土气的镰刀，在 50 岁的卢世

雄眼中可不简单：父亲传下来的，用它割过
一季又一季的稻子，至今仍很锋利。

卢世雄甚至能感受到上面浸过的父亲的
汗水。“握着它，站在稻田里似乎有使不完的
劲儿，那可是先辈们传下来的力量。”

卢世雄的家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元阳县新街镇全福庄村委会中寨村民小
组，家里种着 10 余亩的水稻，产的稻米被
称为梯田红米，因生态绿色颇受青睐。和许
多稻农一样，他春种秋收，四季劳作。

不同的是，卢世雄和当地村民们的稻田
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哈尼梯田。他们是在
世界文化遗产地上种稻子，不使用机器，人
工劳作，延续着千百年来传统的耕种方式：
浇灌的是山泉水，施用的是农家肥，收割用
的是镰刀，田里还养着鱼。在这里，一块块
稻田，一个个村庄，甚至这些辛勤劳作的村

民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元阳县的红河哈尼梯田于 2013 年在

第 37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遗产区面积 16603 公顷，包括最具
代表性的集中连片分布的水稻梯田及其所
依存的水源林、灌溉系统、民族村寨，梯
田集中连片的核心区域主要有 3 个片区
82 个村寨。

哈尼梯田从山脚分布延伸至海拔
2000 多米的山巅，级数最多可达 3700 多
级。站在山腰处望去，顶端梯田仿佛一直
垒到云里，当地人自豪地说，这是云上梯
田。

“这是可以吃的文化，也是活着的文化
遗产，82 个村庄 6 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
特别是遗产区的传统农耕文化世代传承尤
为宝贵和难得。” （下转 8 版）

父辈的镰刀——— 哈尼梯田丰收图

9 月 23 日，渔船在滇池上行进。

近日，云南高原湖泊滇池进入开湖捕捞季。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滇池开捕
9 月 23 日，拉萨市林周县松盘乡松盘村两名

藏族农民在麦子堆旁聊天。

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喜迎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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