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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洛杉矶 8 月 21 日电（记者
谭晶晶）近期，美国猴痘病例数持续激
增，截至目前已报告超过 1.4 万例确诊
病例，病例数居全球之首。美国政府本
月初宣布猴痘疫情为该国公共卫生紧急
事件，不少公共卫生专家警告相关形势
恐不乐观。美国舆论批评，美政府仍在
重复新冠疫情期间犯过的错误，暴露公
共卫生政策的失败。
　　 5 月 18 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公共卫
生部门报告今年美国的首例猴痘确诊病
例。此后 3 个多月时间里，猴痘病毒迅
速传播至全美各地。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 8 月 18 日，美国已累计报告
14115 例猴痘病例，其中纽约州、加利福
尼亚州、佛罗里达州是报告猴痘病例数

最多的 3 个州，纽约州病例数达 2744 例。各
地报告病例数还在不断增加。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由于检测能力
不足，美国实际猴痘病例数可能远高于官方
统计数据。大部分疑似患者未得到及时检
测，可能将病毒传给更多人。专家说，美政
府正在犯下与新冠疫情出现时同样的应对
不力错误，在病例数据采集、检测和疫苗方
面都处于落后和混乱状态。
　　美国舆论认为，继应对新冠疫情不力之
后，美国政府应对猴痘疫情依然不力，彻底暴
露美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失败。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18 日报道说，
猴痘疫情是对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一项测
试，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波士顿环球报》网站近日刊文称，美国公
共卫生官员和政界领导人应对猴痘疫情重复

着 2020 年应对新冠疫情时的几乎每一个错
误：检测能力不足、疫苗分发低效、感染者就
诊面临重重困难、政府欠缺与民众的沟
通等。
　　美国政府 18 日表示，已向各地分发近
100 万剂“吉尼奥斯”猴痘疫苗。但《纽约
时报》披露，专家预计当前控制疫情需 350
万剂疫苗。
　　面对疫苗供应窘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 9 日紧急授权猴痘疫苗新接种方案，接
种方式由皮下注射改为皮内注射，每次注射
所需疫苗剂量仅为原来的五分之一。美国
舆论指出，这清晰地表明政府没有足够疫苗
来应对猴痘疫情。这一新方案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引发争议。路透社报道，“吉尼奥斯”
猴痘疫苗生产厂商丹麦药企巴伐利亚北欧
公司对新接种方式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认为

其缺乏数据支持，且有证据表明皮内注射
方式可能导致副作用增加。
　　《华盛顿邮报》17 日刊文指出，美国政
府应对猴痘疫情时接连犯错，如猴痘疫苗和
治疗手段供应不足、检测能力受限、降低疫
苗注射剂量引发疫苗生产商不满等等，这些
错误加剧了本已严峻的猴痘疫情形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称，
尽管美国政府正在加大猴痘疫苗供应，
但没有证据显示这些疫苗主要提供给了
猴痘感染高风险人群。
　　此外，美国疫情相关数据的缺乏也备受
诟病。美国沃克斯网站日前刊文称，缺乏准
确数据是美国应对猴痘疫情和新冠疫情过
程中犯下的相同错误之一。应对任何疫情
都要以获取准确数据为基础，但美国长期以
来支离破碎的卫生系统并不具备这种能力。

　　新华社旧金山 8 月 21 日电（记者吴
晓凌）20 日，位于美国旧金山市中心的海
外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纪念已故华裔作家
张纯如的阅览室开设仪式。
　　张纯如是让西方社会了解南京大屠杀
真相的著名作家。1997 年，她以英文写作
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出版，
轰动西方社会。她还是《拉贝日记》《魏特
琳日记》的重要发现人之一。这两本日记
与她所著的作品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在南京
实施暴行的铁证。
　　阅览室位于纪念馆三层，被命名为“一
个人的力量”。“这是纯如一生的信念，也是她

践行一生的写照。”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说。
　　纪念馆发起人、旧金山著名华人社会活
动家方李邦琴女士在致辞中说，张纯如把中
国抗日的血泪史介绍给全世界，她是我们最
尊敬的女士之一。方李邦琴表示，必须永远
铭记用鲜血书写的历史，这是她 7 年前捐
赠、建立海外首座抗战纪念馆的初衷。
　　很多外国民众对中国抗战历史缺乏了
解。纪念馆开馆 7 年来，借助实物展品、
图文和音视频等方式，向旧金山当地民众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展现中国抗战史
实，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顾中美并肩抗击
侵略者的历史，影响深远。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会长张蓝真
说，张纯如让西方社会广泛了解南京大屠杀这
场人类浩劫，做出的贡献是无价的。“我希望可以
成为纯如身后的一个脚印，也希望我们身后有
更多的脚印，坚持她的信念。”张蓝真还担任南
京大屠杀索赔联盟主席。她说：“正是这种力
量感染、鞭策着我们一往无前。我们一定要
伸张正义，让日本政府向受害者正式道歉和赔
偿。”她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海外华侨
华人都与祖国血脉相通、荣辱与共。旧金山
湾区各界华侨华人已经连续 25 年举行“南京
祭”活动，悼念惨遭日军屠杀的死难同胞，呼
吁全人类牢记历史教训，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 8 月 20 日，在美国旧金山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张纯如母亲张盈
盈参加阅览室开设仪式。    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吴晓凌摄

  ▲ 8 月 20 日，在美国旧金山，一名男子进入海外抗日
战争纪念馆参观。

美政府对猴痘疫情防控不力遭批评质疑

美国旧金山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开设阅览室纪念华裔作家张纯如

“她把中国抗日血泪史介绍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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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华 社华盛顿 8
月 2 1 日 电（记 者 孙
丁、熊茂伶）美国首都
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国
家 动 物 园 2 1 日 为 大
熊猫幼崽“小奇迹”庆
祝两岁生日。
　　记者看到，熊猫馆
里挤满了前来给“小奇
迹”过生日的粉丝和游
客，许多人穿戴着印有
大熊猫图案的服饰以
及有“小奇迹”头像的
胸章，还有人为了占个
好 位 置 特 意 起 了 个
大早。
  一位头发花白的
大熊猫资深粉丝热情
洋溢地教身边的小朋
友“小奇迹”名字的中
文发音，还说自己多次
去中国看大熊猫。
　　饲养员们专门为

“小奇迹”制作了营养
美味的冰冻果蔬蛋糕，
蛋糕正面的红色数字

“ 2 ”十分醒目，蛋糕周
围点缀着红薯、苹果、
胡 萝 卜 、梨 、甘 蔗 、香
蕉和竹子。
　　上午 9 时许，“小
奇 迹 ”在 欢 呼 声 中 亮
相，它不急不慢踱步到
蛋糕旁开始享用，观众
一边齐声唱起生日歌，
一边用手机记录这一
珍贵时刻。
  “小奇迹”憨态可
掬 ，融 化 了 所 有 人

的心。
  华盛顿市居民基尔斯滕拍下“小
奇迹”吃蛋糕的瞬间并上传到社交媒
体。基尔斯滕还不忘称赞“小奇迹”
的 母 亲“ 美 香 ”，感 谢 它 生 下“ 小 奇
迹”。
　　“美香”上个月庆祝了 24 岁生日，

“小奇迹”的父亲“添添”将在本月 27 日
迎来 25 岁生日。
  2000 年，“美香”和“添添”赴美，

“美香”旅美期间先后诞下 4 只健康大
熊猫幼崽，其中“泰山”“宝宝”和“贝贝”
均在 4 岁时被送回中国。

　　(上接 1 版)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
山。作为“后来者”，不少客家人依山而
居，胼手胝足开垦梯田。今天，循着江西
赣州、广东河源、惠州等赣深高铁沿线，围
屋、梯田等客家人南迁的足迹依稀可见。
　　“原未有室居，缝纸为裳，取竹架树，
覆以草，独止其下”“豺豹熊象，过而驯之”

“因野人遂成三百家”……在有着“岭南第
一山”之称的惠州罗浮山，史书记载了唐
代陕西王野人来此垦种茶园的情形。

奋起的振兴

　　客家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
牲。新中国成立后，客家乡亲逐渐过上了
安稳的生活，但因交通等条件所限，一度
发展滞后。以赣南老区为例，到 2011 年
仍有贫困人口 215.5 万人，贫困发生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进入新时代，随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
兴的接续推进，随着中央支持赣南等原中
央苏区振兴发展的一揽子政策的实施，客
家人聚居地彻底告别贫困，奔向小康。
　　鸭子还是鸭子，白鹭已经腾飞。白鹭
乡党委书记罗本昌说，伴随着赣深高铁的开
通，白鹭村村民大力发展的优质稻、脐橙、油
茶、梨、湖羊等产业，不愁销路，有了好奔头。
　　“通过与桔柚种植相结合，开展立体农
业的湖羊养殖，既科学消耗牲畜粪便，又有
效保护环境。”钟菁说，以前家里穷得连单
车都要借，现在家里有 10 多万元年收入，

过去养鸭却不舍得吃鸭子，现在是“吃鸭自由”。
  6 月 17 日，赣州市兴国县华坑村。晨雨洗过
的山村，空气里弥漫着草木清香，散布山间的红
砖房前，层叠的梯田水镜中倒映着细细的禾苗。
　　 10 年前，赖德源家还是贫困户，连孩子
读大学的学费都交不起，“当时一年学费生活
费 3 万多，压力山大”。
　　如今，已脱贫6年的赖德源种了5亩水稻、30
多亩油茶，还有 5 亩鱼塘，自繁自养的 6 头母猪
一年能出栏 100 多头猪，几个孩子也大学毕业了。
　　沿着赣深高铁南行罗浮山下，广东罗浮
山客家婆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强，正憧
憬带着自己的豆腐花“反客为主”。
　　在长年累月的生活中，客家人逐渐摸索出
了一套独特的石磨工艺，流传形成酿豆腐、豆
腐花等饮食文化。自 2007 年开始创业，经过
机器换代、工艺改良、提升品质、拓宽渠道等尝
试，李国强的豆腐花事业迈入稳定发展阶段。
　　高铁开通，南下北上的客流越来越多，豆腐
花市场不断扩大。这家公司现有工人 100 名，
大多是本地村民。在公司做包装工作的同镇村
民邓秋翔说：“以前家里就是种水稻、花生等农
作物，由于地少人多一年挣不到几个钱，现在公
司上班一个月有 6000 多块钱。”
　　做大做强客家人的传统产品，带动客家人就
地脱贫振兴，李国强信心满满：“我们的产品沿高
铁线热卖，更多人将品尝到正宗的客家豆腐花。”

行进的共富

　　“20 年前，我去广东沿海城市足足蹲了 2 个

月，每天去企业登门拜访，却怎么也引进不了一
家企业。”赣州蓉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凌回忆
说，那时客商还总要问上一句“赣州在哪里”。
　　区区数百公里，曾因交通闭塞，外界对于
既不靠海、又不沿边的赣州颇感陌生。赣深
高铁的开通，赣州至深圳的最快铁路旅行时
间由 5 小时 32 分压缩至 1 小时 49 分，高铁
将赣州与粤港澳大湾区紧密相连，沿海企业、
项目、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加速流向腹地。
　　作为赣州市对接大湾区的“桥头堡”，
蓉江新区不久前与深圳线上一次性签下 9
个项目；在赣县高新产业园区，2019 年以
来引进大湾区项目 14 个；在赣州市定南
县，仅 2021 年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16 个。
　　“一年来，我们在蓉江新区建设的科技
园顺利引进了商汤科技、腾讯动漫、西部证
券等湾区企业入驻，也为园区带来了湾区
人才。”从深圳迁到蓉江新区的启迪（赣州）
科技城总经理陈新说。
　　从封闭走向开放，企业来了，项目来
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也随之而来。
　　从东莞转移到赣县区的赣州市陈展木
工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51 岁的操作
工朱育林正在切割板材。自 1993 年辗转多地
打工的他，已经回到老家县城上班，目前月收
入五千多元，公司提供免费食宿。他在县城买
了房子，开着小轿车上下班。
　　与朱育林一样，本地有 40 多名工人在
这家公司上班。
　　河源，广东最后一个通高铁的地级市。乡
村振兴和赣深高铁，给当地带来一派新景象。

　　距离赣深高铁龙川西站仅十多分钟车
程，河源龙川县佳派村村民葛春良正准备放
手干一场。近来，他和5个村民一起投入100
多万元成立了百园经济合作社，流转了 100
多亩土地，准备都种上花生。同村村民邓伟海
则利用自己的厨艺，回乡创业开起了农家乐。
　　佳派村党支部书记葛业显说，村里
共有 1972 人，以前村里穷，垃圾靠风
刮、污水靠日晒，能出去的都出去打工
了，村里一度只留下五六百人。“如今，环
境变好了，交通顺畅了，村里还建起了花
生产业园，看得见的好日子就在眼前！”
　　行走在赣深高铁沿线上，“美丽经
济”纷至沓来。
　　在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围仔村，一片
400 多亩的稻田犹如巨幅画卷舒展在人们眼
前。2021 年起该村打造的“稻田盛宴”，将永
记腊味、响螺橄榄汤、大闸蟹、三文鱼、盐焗
大虾、鲍鱼、乳鸽等丰盛的金秋盛宴设在
这片稻田中央，吸引众多城里人前来“打卡”。
　　活动连续十天，每人报名费 300 元，依
然供不应求。围仔村村支部书记刘佛焯感叹
道：“村民祖祖辈辈没种过这么‘贵’的田！”
　　“你们先聊，我得赶紧去接来采摘的
游客了。”在赣县区茅店镇东田村，没来
得及跟记者聊上两句，种植大户范春连
便骑着电动车，一溜烟消失在村口的暮
色中。如今，她经营的观光采摘基地，每
亩地可挣 2 万多元。
　　美丽的全面小康画卷，在客家人千
年迁徙路线上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历史悠久、发
展成熟，在世界职业教育领域颇具影响力。
这种模式将课堂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
合，既让企业能按需培养未来员工，也让学
生能在培训后对口就业，是支撑德国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新冠疫情对“双元制”模式造成一定冲
击，德国政府为此出台政策加以应对。专
家认为，受疫情影响，数字技术将在未来职
业教育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所谓“双元制”教育，“一元”指职业学
校，另“一元”指培训企业。接受这种职业
教育的学生要与培训企业签订合同，部分
时间在校学习理论知识，部分时间在企业
当“学徒”，把课堂知识应用于实践。
　　通常情况下，学生会在两年至三年半
内完成培训，毕业时参加评估考试，通过后
将获得由相关行业协会颁发、全国承认的
执业资格证书，随后进入之前受训企业或
其他同类企业工作。目前，德国共有 320
多个国家承认的职业教育专业。
　　早在 1969 年，德国便出台了《职业教
育法》，该法与其他相关法规一起，为如今
的“双元制”模式奠定了制度基础。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德国与时俱进，又引入了

“专业学士”“专业硕士”等学位制度，旨
在强化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等值对应，
增强职业教育的大众认可度和对年轻人的
吸引力。
　　德国前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曾指出，
得益于“双元制”模式，德国的青年失业率
低于欧盟其他国家。优秀的“学徒”在 18
岁或 19 岁时就可以成为正式的商人或熟
练的工人。“今天的‘学徒’就是明天的专
家，他们是德国最大的优势之一。”
　　但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主席弗里
德里希·胡贝特·埃塞尔在 2021 年发表的
一篇研究文章中指出，受不同职业发展前
景、收入潜力、职业形象等因素影响，某些
时间或者情形下，德国“双元制”模式也会
存在供需不匹配的问题，即企业招不到合
适的学生，学生找不到心仪的岗位。
　　新冠疫情也为德国“双元制”模式带来
了新的问题。一方面，企业开始削减培训名
额，另一方面，符合条件的学生更倾向于进
入被认为“抗风险性”更高的高等院校学习，
这导致德国的职业教育规模出现萎缩。
　　德国政府今年 5 月发布的《职业教育报告 2022》显示，
去年德国新签订职业教育合同约 47.31 万份，同比增长
1.2% ，但仍低于疫情前 2019 年的水平。此外，还有约 6.32
万个职业培训名额空缺，约 2.46 万名职业教育申请学生未获
得岗位，供需不匹配问题依然突出。
　　德国教育和研究部长贝蒂娜·施塔克-瓦青格在报告发
布后表示，新冠疫情对德国职业教育培训影响明显。尽管
2021 年的初步复苏迹象让人鼓舞，但没有资格证书的学生仍
有很多，企业在填补培训名额空缺方面面临更大挑战。她呼
吁各方进一步努力，让更多年轻人参加职业教育，因为这事关
个人的受教育机会和德国未来的技术劳动力。
　　据了解，疫情暴发后，德国政府推出一系列资助计划，支
持企业界，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职业教育培训计划。2022 年
5 月，在德国各级政府、企业、工会联合举办的“夏季职业培
训”推广活动期间，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双元制’模式将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代表着良好的职业机会和工作前景，也代表
着进步和尊重。它确保了企业、接受培训者以及我们所有人
的未来。”
　　埃塞尔在文章中指出，新冠疫情在冲击展会布展、酒店餐
饮、商务出行、固定场所贸易等行业的同时，也使在线贸易、信
息技术、虚拟会议服务等行业蓬勃发展，而这种新经济结构预
计会在疫情结束后继续维持。因此，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将
取决于培训企业如何适应经济技术变革、技术性工作的日益
数字化以及社会各领域的媒介化，并将这些变化纳入培训中。
        （记者张毅荣）新华社柏林 8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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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美 启 动 联 合 军 演

韩民间团体集会抗议

  ▲ 8 月 22 日，集会者手持标语牌在韩国首尔参加集会反
对韩美军演。韩美两国军队 22 日正式启动下半年“乙支自由
之盾”联合军演。韩国多个民间团体当天在首尔举行抗议集
会。            新华社记者王益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