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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发
言人 10 日发
表谈话，宣布

中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
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这是中方对近来立陶
宛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宣布允
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错误
行径作出的正当、合理反制。立方必须认识

到，一个中国原则不容任何挑战，任何无视、
否定一中原则的企图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
识，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
前提和政治基础。立方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代表处”，这一行径
无异于开历史倒车，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在这一问
题上，中方不会作出任何妥协、退让。此前，
中方已就此反复交涉、晓以利害，立方却置若
罔闻、一意孤行。中立关系陷入困难局面，责
任完全在立方。

　　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
不可动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
线不容触碰。立方应当充分认识到台湾问
题的极端重要性和敏感性，及时意识到在
台湾问题上玩火的严重后果。奉劝立方立
即悬崖勒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
  （记者温馨）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近日 ，
南京通报 ，
一 名 2 岁
儿 童 随 家

人做核酸检测时，因排队期间与确诊病例
近距离交谈后被感染。另外，江苏省扬州市
纪委监委 8 日通报称，7 月 29 日，广陵区
湾头镇联合村核酸检测点设置不规范、现
场组织混乱，导致在该检测点与王某（被确
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密切接触的 23 名人员
被感染。核酸检测本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一
环，结果却因为思想麻痹、组织不精细、工
作 不 规 范 而 成 为 病 毒 的“突 破 口”，实 属
不该。
  当前，德尔塔毒株来势汹汹，国内疫情呈
多点散发态势，为防止疫情扩散，各地陆续开
展核酸检测。但是，个别检测点出现人员聚

集、无序检测等安全规范问题，令人忧心；还
有参与检测的市民反映，由于组织不科学，不
少人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现场填写身份信息
等流程上，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另外，“大家挤
在一起，前胸贴后背”，将“一米线”安全距离
抛之脑后。
  相关部门对核酸检测安全管理早有规范，
核酸检测点因管理不科学不规范让病毒“钻了
空子”，暴露出地方疫情防控思想松懈、政策落
实不到位、管理“缺位”等严重问题。
  落实有关规定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
题”。作为管理者，切不可在疫情防控上“打折
扣”；检测机构和医务人员也应指导群众戴口
罩、保持 1 米安全距离，绝不能给病毒留
机会。
  当 然 ，部 分 地 区 核 酸 检 测 时 间 紧 任
务重，防疫人手不够、检测能力不足等问

题同样客观存在。但困难不是出错的借
口，越是急难险重，越是考验各地的精
细化管理。各地要因地制宜，统筹组织
安排，在细节处下功夫，优化防疫的各
个环节，利用现代化通信手段实现无接
触信息登记等流程，让医疗卫生机构、
疾控中心、科研机构等部门通力合作参
与检测，以此减少人群聚集，形成有效
分流。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相关部门人员
要举一反三，汲取教训，学习优秀防疫经
验，为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做好应急预
案。此外，防控这根弦还得大家合力紧绷，
容不得半点马虎和丝毫麻木，只有人人有
责，上下一心，措施到位，科学防控，才能
真正取得这场战“疫”的胜利。
         （本报评论员张博令）

　　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
西藏，平均海拔 4000 米以
上，高寒缺氧，生存条件艰
苦。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却
在这里留下了世人传颂的红
色佳话，铸就了鼓舞人心的
红色精神。
　　背女进藏的张国华、把
骨灰埋在西藏的谭冠三、情
洒高原的孔繁森，先遣连纪
念馆、十勇士纪念碑、民主
改革第一村陈列馆……一
个个红色故事，一处处红色
遗迹，赓续着红色血脉，镌
刻着西藏大地上诞生的红
色精神。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
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
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
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
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这些由汗水、鲜血甚至生命凝
聚而成的精神资源，成为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宝库中独具风
采的明珠，激励着雪域儿女为
建设美丽家园而奋斗。
　　一代又一代人奔赴高原、
扎根高原，他们舍弃常人所拥
有的、放弃常人所享受的，克
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忍受
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肩负起
解放西藏、巩固边疆的重任；
他们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
吃苦，不断为高原的红色精神
注入新时代内涵。
　　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
以来，屹立在“世界屋脊”上
的精神丰碑，因一代代共产
党人的牺牲奉献越筑越高，

也激励着高原儿女为了美好明天继续奋斗、
前行。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建设团
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
藏，就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承
和发扬解放西藏、建设西藏过程中厚植的红
色基因与红色精神，不断为西藏的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记者张京品、陈尚才）
新华社拉萨 8 月 10 日电

　　多家智库 9 日联合发布
《“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
研究报告，全面还原美国抗疫
的真实状况。报告再次表明，为
了人类早日战胜疫情，需要正
视并总结吸取美式抗疫教训。
　　报告发布之际，美官方统
计显示，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已
累计超过 3500 万例，死亡病例
超过 61 万例，双双位列世界第
一。凋零的生命令人痛心，正视
真相正是为了挽救更多人的
生命。
　　美国抗疫真相是，美国一
些政客重视党争胜过呵护生
命，漠视美国人民整体利益和
生命健康。去年疫情暴发初期，
特朗普政府为稳住经济增长、
营造有利选情，一再忽视疫情
警告，刻意淡化疫情风险。两党
缠斗不休，防疫抗疫机制运转
失灵，控制疫情的窗口期被一
而再、再而三地错过。
　　美国抗疫真相是，美国“金
权”政府重视资本高于人命。疫
情在美国暴发以来，美国政府
视“救市”如“救火”，释放新增
货币数量达数万亿美元，刺激
股市不断膨胀，令美国顶尖富
豪财富暴增。据美国媒体《福布
斯》统计，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1 月，600 多名美国亿万富
豪财富总额增幅达 38.6% 。而
据牛津经济研究院测算，同期美国收入排名后 20%
人口的资产减少 1800 多亿美元。老人等弱势群体成
为美国政府抗疫不力的“牺牲品”。得克萨斯州副州
长丹·帕特里克甚至公开宣称，同意以老年人的生命
为代价“冒险重启美国经济”。
　　美国抗疫真相是 ，一方面政客们津津乐道

“人人平等”“人权至上”，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却充
满歧视与不公。疫情期间，失败的美国抗疫激化
美国种族矛盾，“我无法呼吸”的绝望呐喊回响不
绝，亚裔受到的歧视与攻击明显增多，美国群体
枪击案数量呈激增趋势。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
指出 ，由于美国公共机构难以保障人民的生存
权、发展权，“民众对这个国家的信任度——— 对我
们的机构、我们的政治以及彼此的信任度——— 正
在急剧下降”。
　　美国抗疫真相是，美方大搞疫情政治化、病毒
污名化、溯源工具化，丝毫不尊重事实、科学和正
义。为了借疫情达到政治目的，科学家和专业意见
受到打压，反智言论不绝于耳。美国政府大搞“溯
源恐怖主义”，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无端制造国际纷
争，对于本国疫情早期传播存在的疑点、国际社会
的相应关切却始终讳莫如深。
　　“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

“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
美国抗疫的真实状况，容不得肆意美化篡改。
　　最近，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连超过 10 万。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承认，美国在遏制
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新冠病例激增问题上“失败”，并
且“现在正在付出可怕的代价”。
　　当前，美国各界仍在奋力抗击疫情。美国政界应
正视本国抗疫真相，真正将人民的生命放在首位，让
悲剧不再重演。
                 （记者韩冰）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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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点不可变成病毒扩散点

（上接 1 版）
　　“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障人象两平安，这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底线！”国家林草局北移大
象处置工作指导组常务副组长、野生动植物
保护司司长张志忠如是说。
　　这场罕见的亚洲象长距离北移，注定是
对野生动物保护理念、管理水平、人文素养等
方面的一次全方位重大考验。

“大象到我们这里啦！”

　　象群一路向北游走，公众的担心也在增
加：大象能适应吗？会不会与人冲突呢？但接
下来的一幕幕，让人们的心放下了———
　　在昆明市晋宁区夕阳彝族乡高粱地村，
听说大象快到村里了，49 岁的村民唐正芳兴
奋得像个孩子：“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大象。”
他担心大象吃不饱，主动联系了乡政府，捐出
自家种植的玉米投喂大象。
　　在玉溪，对于被象群吃掉的庄稼，村民表
示：“大象贪吃点儿没事儿，它想吃就吃。我们
的庄稼被吃掉了明年可以长，大象如果饿坏
了就没有了。”
　　在红河，为了不惊扰象群，人们庆祝传统
节日时，不搞庆典，不点火祈福，转而通过粘
贴吉“象”标语、绘出心中吉“象”等方式表达
对亚洲象的关爱。
　　沿途企业在亚洲象经过时，关灯停产，保
持静默……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亚洲象北移途中
的一幕幕感人情景，温暖了全球，成为中国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范例。
　　不仅没有发生人象冲突，这群象还“自带
流量”刷爆网络，一时间成为出圈的“网红
象”。
　　聪明的大象“刷屏”了。在一个农庄里，
大象竟然用鼻子拧开了水龙头，然后排队
喝水。
　　友爱的大象也很快传遍世界。大象家族

休息时，总有几只大象
在站岗守卫。
　　温情的大象触动人
们的内心。旅途漫漫，小
象累了，无人机拍下了
它窝在象妈妈身边酣睡的时刻。
　　在绿水青山之间，象群所到之处，百姓
悄然避让。对象群踩踏作物、偷吃玉米、破
坏房屋等行为，无论是亲历的村民还是围
观的网民，大家都对大象保持了极大的爱
护与宽容，绘就了一幅人与野生动物和谐
相处的美好画卷。
　　“为了争取老百姓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
持，我们一直在努力传播生态理念、野生动
物保护知识，综合施策防控亚洲象肇事，并
积极落实合理补偿措施。”云南省林草局副
局长王卫斌说。
　　截至 8 月 8 日，野生动物公众责任承保
公司受理亚洲象肇事损失申报 1501 件，评
估定损 512.52 万元。目前已完成理赔 939
件，兑付保险金 216.48 万元。

象群终于南返了！

　　大象的北移之路，终于有了新动向———
6 月 17 日 21 时 48 分，象群进入玉溪市峨山
彝族自治县辖区，向西偏北方向迁移 13.5 公
里，在峨山县大龙潭乡附近活动。专家初步研
判，象群呈现南返趋势。
　　得知这个消息后，参与大象助迁工作的
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亚洲象作为一种巨兽，受惊吓后极有可
能对人类发动攻击，对象群通常采用的方法
是柔性疏堵、投食引导。”云南大学生态与环
境学院教授陈明勇介绍，这种操作其实并不
像听起来那么简单。
　　他解释说，由于大象的活动空间多数时
候是野外自然环境，上山、下河的时候很难全
方位围堵，“有时候突然赶上大雨天，为了保

障山上的象群安全，还要为它们开辟新路”。
象群吃完投喂食物，偏离既定路线也是正常
情况，应对这种情况也唯有更多一些耐心。
　　指挥部多次成功阻止象群进入人群密集
区域，并帮助象群折返迁移。“象群呈现南返
势头，虽然是气候变化、自身选择等多种因素
的综合结果，但助迁团队的工作人员和专家
们不遗余力地日夜监测、科学引导也发挥了
重要推动作用。”陈明勇说。
　　虽然象群显现初步的南返势头，但不确
定因素仍然很多。比如象群随时都有变换路
线的可能，具体路径还需要进一步研判；再比
如，象群南归需要过元江，元江 7 月份后就
进入丰水期，水流量的剧增成为象群南归的
巨大障碍。
　　只要象群一天没有过元江南返，助迁工
作就一刻也不能放松！
　　大象们不会知道，有太多的人为它们一
路守护。
　　受领亚洲象监测任务之前，云南省森林
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分队队长杨翔
宇和队员们大多从事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应急
救援工作。连续 70 多天象群监测下来，杨翔
宇带领监测队员转场 3 州市 8 县 20 多个乡
镇，机动近 1200 公里，无人机飞行 2200 余
公里，标绘 200 多份地图，指导紧急疏散群
众 370 余次。
　　“监测是做好大象处置工作的基础，我
们一刻都不敢懈怠。”杨翔宇说，刚来的时
候分队才 10 个人，每天 24 小时持续不间
断搜寻监测，最多在大象白天睡觉的时候
能休息 3 、4 个小时，一个月下来瘦了 10
多斤。
　　截至 8 月 8 日，云南省共出动警力和工

作 人 员 2 . 5 万 多 人
次 、无 人 机 9 7 3 架
次 、布 控 应 急 车 辆
1.5 万多台次，疏散
转移群众 15 万多人

次，投放象食近 180 吨。
　　 6 月 6 日，1 头公象离开象群开始单
独行动，助迁团队监测、决策等人手不得
不兵分两路。自从离群后，这头公象反复
进入人群密集区域，为了防止人象冲突造
成公共安全风险，指挥部 7 月 7 日紧急启
动捕捉转移应急管控方案，将独象短暂麻
醉，连夜安全转移至西双版纳。
　　“我们两天两夜没有合眼。虽然前期
人员、物资、实施方案都讨论过很多次，技
术手段也成熟，但每一个细节仍然不敢轻
易放过，尤其是麻醉过程我们的心都是悬
着的。”陈明勇说，他亲眼看着这只离群公
象走进他们选好的适宜栖息地游泳洗澡，
心里特别欣慰。
　　象群终于一路走到元江附近了。随着
雨季到来，元江 7 月、8 月平均水流量达到
120 立方米每秒，最高水流量达 628 立方
米每秒。
  玉溪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杨应勇介绍，
为帮助象群顺利跨越元江干流，工作人员
步行走完元江县境内 76 公里的元江河
道，结合象群位置进行分析研究，最终选择
让象群从老 213 国道元江老桥过江。在助
迁过程中，象群无数次偏移预计线路，但经
各方共同努力，奋战 13 天 12 夜后，象群
从桥面上顺利跨过元江。
　　就这样，北移的 15 头亚洲象全部安
全南返，象群总体情况平稳，沿途未造成人
象伤亡。

让“象”往之路成为和谐家园

　　象群跨过元江到达适宜栖息地，是否

会回归原栖息地西双版纳？随着象群种群繁衍，是否
会再度大范围迁移？
　　北移亚洲象群专家组成员、云南西双版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工程师沈庆仲解释说：

“对于这 14 头大象来说，能返回原本栖息的西双版
纳自然保护区最好。如果不能返回，象群回归普洱
市或者西双版纳州之后，我们会按照‘人象平安’的
总体要求，依托原栖息地已经建立的预警防范体
系，做好持续跟踪监测，保障象群在适宜区域内自
由活动。”
　　由于亚洲象的迁移习性，随着云南亚洲象种群
数量的快速增长，迁移扩散不可避免。
　　“就现阶段而言，应当迅速构建完善的监测防控
体系，运用合适的技术手段对亚洲象活动进行有效
管控，尽量将象群活动范围控制在适宜栖息地区域，
避免亚洲象大规模迁移扩散。”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
会教授级高工严旬说。
　　未来，随着生态环境趋好，亚洲象种群将不可避
免地继续增长，它们需要更大更适宜的“家”。
　　对此，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
挥部指挥长、省林草局局长万勇表示，将通过整合优
化现有栖息地范围，建立统一的保护管理体系，进一
步提升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水平。
　　下一步，张志忠说，国家林草局和云南省将加快
推进亚洲象国家公园创建，着力加强栖息地保护和
恢复，持续提升栖息地质量；加大调查监测、容纳量
科学评估、种群间基因交流以及解决人象冲突问题
的研究；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
体系建设，全力以赴促进人象和谐。
　　“此次云南亚洲象北移事件，是一次人与大型野
生动物的生动交流。我们从中看到多年来的保护成
效，也感受到人类对大型野生动物生活繁衍习惯的
专业研究有待进一步提高。”张志忠表示，未来将继
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立足生物多样性
保护，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之路。
　　我们期待，所有的“象”往之路都是更美的
家园。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8 月 1 0 日，在
张家界市永定区官
黎坪街道，居民站在
画好的圆圈内排队
等待做核酸检测。网
友形象地把圆圈称
为“悟空圈”。
  当日，湖南省
张家界市启动第六
轮全民核酸检测工
作。自 7 月 29 日张
家界市发现首例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以
来，截至 8 月 9 日
24 时，张家界市累
计报告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53 例，无症
状感染者 3 例。目
前张家界市共有高
风险地区 3 个，中
风险地区 11 个。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悟空圈”

大 象 奇 游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