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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哈拉雷 11 月 30 日电（记者张
玉亮、吉莉）“谢谢你，中国！”在津巴布韦南
马塔贝莱兰省省会关达的塞农多小学，学
生们边喝着从中国援建水井里打上的水，
边竖起大拇指。今年 8 月，塞农多小学的
水井顺利出水，这也是中国为津巴布韦援
建的第 1000 口水井。
　　在“千丘之国”卢旺达，中国技术人员
正在紧张地操作钻机，为完成 200 口“中
国井”援建任务日夜奔忙。当地村民望着钻
机，期待着生命之源从井中喷涌而出。

　　为学校和医院带来“生命一

样宝贵的水”

　　塞农多小学创立于 1992 年。近年来，
当地市政供水面临困难，有时停水会长达
一个多月，全校 1600 多名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深受影响。校长乔伊丝·姆德隆古瓦
说，由于停水，学校的卫生间都无法使用，
学校甚至一度被迫停课。
　　在“中国井”出水后，用水不再是难题。
姆德隆古瓦告诉记者，现在孩子们有了安
全的饮用水，洗手、清洁也有足够的水用，

“中国井”让她有了更大的“野心”，她计划
在满是乱石的操场铺上土、种上草，让学生
们能自由奔跑。她还想在校园里开出菜园、
果园和鱼塘，为学生们的午餐加菜。
　　在距塞农多小学约 80 公里的埃斯戈
迪尼地区医院，“中国井”同样解决了大难
题。常驻医院的地区医务官西纳拉沃说，
2020 年，医院唯一的一口水井干涸，医院
只能买桶装水救急，日常用水难以保证。
　　今年 7 月，“中国井”在医院安家，医
院的病房、手术室和办公区终于又有了水。
西纳拉沃感慨道，“中国井”给医院带来了

“生命一样宝贵的水”。

　　有了“中国井”，村民有望告

别水传疾病

　　在卢旺达东方省恩戈马地区的卢加
拉马村，一面用中英文印有“中国援助”的
旗帜在中国政府援助卢旺达水井项目的
施工现场迎风飘扬。轰隆声声响，一台大

型钻机正在打井，不少村民好奇地看着钻
头不断下探，像是大型挖宝现场，所有人
都期待着从喷溅出的泥沙中能够探出

“宝”来。
　　村民巴拉欣尤扎告诉记者，由于缺少
干净的饮用水，大家吃了很多苦，不得不长
途跋涉去其他地方取水。“有人喝附近沼泽
里不干净的水，患了水传疾病。”
　　“这口井将彻底满足我们的用水需求，
并解决我们这个村的健康和卫生问题。”说
完，巴拉欣尤扎也和其他人一样，将目光转
回那台轰隆作响的钻机。
　　而在东方省尼亚加塔雷地区的尼亚
米拉马 1 号村，那里的村民已尝到了“中
国井”带来的甘甜滋味，清澈的地下水从
井口压水机流入水桶，村民们脸上满是
欣喜。

　　中国施工者：建造“中国井”

就像看着孩子长大

　　“中国井”为非洲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
好处。津巴布韦南马塔贝莱兰省省长阿贝
德尼科·恩库贝说，援建水井项目是津中友
好关系的一个缩影，中国在南马塔贝莱兰
省援建的 150 口水井，造福了数万民众，为
这个饱受干旱之苦的省份带来珍贵的水。
　　中 国 江 西 国 际 经 济 技 术 合 作 有 限
公司是中国援建津巴布韦水井项目的施
工 方 。项 目 负 责 人 段 传 秀 告 诉 记 者 ，
2012 年以来，中国政府出资在津巴布韦
全国援建了 1000 口水井，40 多万民众
受益。这些年，在打井队到访的每个村
庄，村民们都载歌载舞欢迎中国打井队。

“每次我都会被当地人的热情所感动，作
为中国援助人员，我感到无比自豪。”
　　中国援建津巴布韦水井项目告一段落，
援建卢旺达水井项目仍在进行。中国向卢旺
达援建水井项目由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计划完成 200 口井，主要分布在
该国东方省和南方省的 11 个区，目前已完
成 150 口井，项目预计明年 3 月全面完工。
　　中国地质中东部非洲分公司卢旺达办
事处副经理丁思宇对记者说：“从开始钻
井、凿井、下井管到现在的井台，最后让老
百姓使用，建造这些井就像看着自己的孩
子一点点长大一样。”
　　除津巴布韦和卢旺达，多年来，中国政
府还在赞比亚、加纳、喀麦隆、莫桑比克等
非洲国家实施援建水井项目。一口口“中国
井”的落成，让非洲兄弟姐妹喝上放心水。

“中国井”让非洲兄弟姐妹喝上放心水
记中国在津巴布韦、卢旺达援建水井项目

　　（上接 1 版）“脱贫攻坚让畜牧业发展起来了，今年村集
体经济达到 38 万多元。”村党支部书记索南才夫旦说，这
几年村里基础设施问题解决了，产业起步了，未来一定发展
得更好。
　　如今，青海在 300 多家企业帮扶下，开发特色产品
4000 种，形成年产值近 300 亿元的产业。
　　脱贫攻坚极大释放了贫困地区蕴含的潜力，为经济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产业结构显著改善，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
展，电子商务、光伏、旅游等新业态新产业蓬勃兴起，推动了
经济多元化发展。
　　脱贫攻坚既是一场深刻的物质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
想革命，脱贫群众的精神世界在脱贫攻坚中得到充实和升华，
信心更坚、脑子更活、心气更足，发生了从内而外的深刻改变。

脱贫成果，在预防返贫的政策里保障

　　 11 月 26 日，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曹里乡樊家村天气
晴朗。
　　脱贫群众樊合生正忙着在大棚里摘黄瓜，“每斤比去年
贵 1 块钱，夏天洪灾的损失补回来了，今年大棚蔬菜挣了 5
万多元。”
　　受今年 7 月下旬的特大暴雨影响，樊合生家的 5 个蔬
菜大棚全部绝收，眼看面临返贫风险，“政府的灾后帮扶很
及时，补种的蔬菜上市正赶上菜价上涨。”
　　郑州市巩义市米河镇受灾严重，部分群众面临返贫
风险。
　　记者走进村里“防返贫监测户”张西安家，墙上贴的“防
返贫监测户”帮扶清单上写着：安排镇公益岗位每月不低于
250 元，水灾后享受困难群众补贴 630 元，残联专项补贴
5000 元，代缴合作医疗 150 元。
　　“房子修好了，镇里还安排了工作，村里的干部经常来
家里慰问，我的心里可踏实了。”张西安说。
　　在贵州晴隆，28 岁的郑金鹏疫情发生后选择在家门口
就业，成为美团骑手，每月收入五六千元，还能照顾家里。
　　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巩固成果同样艰巨。
　　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央推出一系列政策举
措———
　　继续压实工作责任——— 在过渡期内，继续坚持五级书
记一起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
工作。
　　强化帮扶——— 中央决定在西部地区设立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帮扶其顺利走上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
　　汇聚各方力量———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央
单位定点扶贫等政策、措施继续执行。
　　……
　　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各地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
定———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那勒寺镇李牙村
脱贫了，但第一书记马学良没走。
　　到李牙村的第五年，他的目标没有变：“如果每天都能
帮群众办成一件事，累积起来就能为群众解决很多困难。”
最近他的主要任务是紧盯返贫风险，跟踪巩固帮扶成果。
　　根据中央部署，对脱贫县设立五年的过渡期，在这五年
中，主要帮扶政策保持稳定并不断完善，要“扶上马、送一程”。
　　临夏州调优选派配强驻村帮扶队伍，调整人员 804
名，确保了驻村帮扶工作队伍稳定。
　　为把“最能打仗的人”安排到一线，贵阳将 275 个村列
为乡村振兴驻村帮扶点，选派 872 名干部到基层扎根。
　　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各地建立防止返贫的监测和
帮扶机制———
　　云南建立了“一月一筛查、一月一研判、一月一审核、一
月一动态”工作机制。
　　新疆构建“区地县乡村”五级联动的防返贫监测和帮扶机
制，实现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未贫先防、突贫速扶、常态清零。
　　……
　　河北魏县创新打造防返贫工作机制“升级版”，将监测对象
纳入保险范围，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确保不让一户返贫致贫。
　　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日前表示，今年以来经过
各方面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规模性返贫
风险整体可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开局良好。

美好画卷，在接续奋斗乡村振兴中铺展

　　又是一年柑橘丰收时。
　　湖北省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脱贫户石本学的橘园再次迎
来丰收。这得益于当地实施的柑橘“二次革命”——— 间伐将
橘园“密改稀”，同时引进优质新品种。
　　“技术改良后，橘子个头大，成熟快，产量高。”石本学对
未来信心满满，“今后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甜。”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农民富、产业兴、乡村美的画卷
正在徐徐铺展。
　　小康幸福，在富裕富足的希冀里———
　　土地入股收益权、劳有所得收益权、老有所养收益权、
弱有所扶收益权、社会治理收益权、环境保护收益权……
　　来到贵州省息烽县石硐镇大洪村村民任福荣的家里，
庭院干净整洁。他指着贴在墙上的“六权共享”量化考核表
说，全村 398 户村民不仅土地流转、基地务工有收入，收益
分享还惠及生活方方面面。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9248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4.1%，高于
城镇居民收入增速 3.4 个百分点。
　　丰产丰收，在高质高效的农业产业里———
　　全国产粮大县辽宁省昌图县的宝力镇苇子村，通过土
地流转，发展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等，帮助小农户降低种粮
综合成本，提高种粮收益。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今年全国秋粮增产已成定局，粮
食产量将创历史新高，连续 7 年站稳 1.3 万亿斤台阶。
　　美丽画卷，在宜居宜业的乡村里———
　　根据中央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
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
　　当前，各地各部门在乡村建设行动中，接续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让美丽乡村有“颜值”
更有“气质”。
　　寒冷冬天，脱贫群众如火如荼朝着幸福新生活奋斗。
　　这奋斗，摆脱绝对贫困，指引伟大胜利；
　　这奋斗，接续乡村振兴，照亮复兴征程。

（记者侯雪静、向定杰、王博、杨静、李伟、刘金辉、骆晓飞）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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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记者成欣、伍岳）针
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妄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
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
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 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指出，安倍晋三罔顾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四
个政治文件原则，公然
在台湾问题上胡言乱语、
指手画脚，妄议中国内
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已通过外
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
领土，绝不容外人肆意染
指。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
治长达半个世纪，犯下罄
竹难书的罪行，对中国人
民负有严重的历史罪责。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
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
定意志、强大能力！任何
人胆敢重走军国主义老
路，挑战中国人民的底
线，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汪文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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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罔
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原则，公然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粗
暴干涉中国内政，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在此正告日本一些政客，台湾是中国的神
圣领土，绝不容外人肆意染指。任何人胆
敢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必将碰得头破
血流！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不容改变的
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挑战的现状。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绝不容许任
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干预。中国必须统
一，也必然统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
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
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在台湾问题上，正告日本政客要谨
言慎行。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积贫
积弱的国家，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侵犯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侵害中国核心利
益 ，必将遭到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迎头
痛击！
　　安倍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反映
出日方总是有一小撮势力沉迷在军国主
义旧梦中不思悔改、野心不死，时至今
日仍妄图染指台湾。近年来，日本防卫预
算屡创历史新高，日方大力加强西南岛
屿军力，发展网络、太空等新兴作战力
量，远超“专守防卫”需要。在对外政策
上，日方还加大与美国战略捆绑，肆意渲
染中国“军事威胁”，一再对中国内政指
手画脚。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些势力和
政客更是与美方一唱一和，极力歪曲中方
战略意图，渲染“中国威胁”，妄图染指台
湾。日本政客的居心，明眼人一看便知，无
非是想借机生事、迟滞中国发展，推动日
本突破战后束缚，重走军事扩张老路，同
时为少数政客自身谋取政治私利。
　　从个人角度看，安倍跳出来在台湾问
题上搞事，无非是想制造话题，博取眼球，
尽管下台了，还想继续保有日本右翼“旗
手”地位，做“无与争锋”的政治“大佬”。翻

开安倍的“执政履历”不难发现，他如今所
言所行与其政治理念一脉相承。执政之
时，他大搞“历史修正主义”，在右翼道路
上一路狂奔。他挑战“河野谈话”“村山谈
话”，为复活军国主义开路，先后到硫磺岛
和缅甸祭拜二战阵亡的侵略日军，甚至不
避嫌坐进了编号为“ 731 ”的战机……美
国《华尔街日报》曾称安倍为亚洲“最危险
的人物”。
　　总之，捞取政治资本，复活军国旧梦，
拉近日美同盟，合伙打压中国……这就是
安倍之流妄言台湾问题的目的所在。不
过，安倍之流想借台生事 ，是打错了算
盘。中国政府和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统一的决心和意志坚如磐石。台湾的
事是中国的事，不关日本什么事。日本政
客应该以史为鉴，时刻反省其军国主义
对世界带来的灾难，多做有利于增进与
邻国政治互信、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
事。日本政客若继续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必将咎由自取、
自吞苦果。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想借台生事，安倍打错了算盘！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30 日电（记者杨
士龙、胡友松）1971 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
学读大二期间，19 岁的约翰·霍尔登（中
文名何立强）选修了中文课程，在他看来，

“中文是学起来最有趣的语言”。如今，何
立强在商业、外交、教育领域与中国相关
人士打了 40 多年交道，已经成了知名的

“中国通”。
　　从 1998 年到 2005 年，何立强一直担
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在任期间，他
管理着美中两国安全、环境、公共卫生和教
育等领域的交流项目。2017 年，何立强在
担任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副院长期间，获得
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表彰他“对中国教育的
杰出服务和贡献”。
　　回忆起与中国的缘起，何立强说，选修
中文后，他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了中国语

言与文学专业学士学位，又在斯坦福大学
获得了该专业的硕士学位，“从 1971 年到
1980 年，我尽可能多地学习文言文、中国
诗歌、小说，还有现代汉语。那些年我非常
开心，收获颇多，乐在其中”。
　　 1974 年 6 月，何立强大学刚毕业，一
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开启了他的首次中国之
旅。一个要去中国访问的团中有一人临时
取消行程，而何立强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为
了筹集旅费，他忍痛转卖了自己在工厂辛
苦打工才购得的低音贝斯。
　　“就这样我去了中国。”何立强说，其
间，他去了深圳、广州、郑州、洛阳、西安、
延安和北京，中国人民的友善给他留下
深刻印象。
　　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何立强去了华
盛顿特区一家翻译公司工作。1981 年，公

司派何立强再度前往北京，参加美国《国家
地理》杂志一个中国项目的翻译工作。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何立强说，那时中
国经济“还不是很活跃”。20 世纪 80 年代
初，他所居住的北京饭店是当时北京最高
的建筑之一。
　　但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国的
经济和社会也开始发生巨变。“人们有机
会受到更好的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
好日子。这些成功又孕育了更多的成功，
形成了一个强力的良性循环。”何立强说。
　　“我这一生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展
望未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还将继续
发生积极变化。”何立强说。
　　谈及美中关系时，何立强认为，健康稳
定的美中关系符合两国和全世界的利益。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应该

寻求携手合作，进行“直截了当、富有成效
的沟通”，尤其是在外交层面上更需保持

“稳妥可靠的沟通”。
　　不久前，何立强卸任美中强基金会的
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何立强说，教育交流在
夯实双边关系基础和培养下一代文化交流
使者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美中双方应继
续现有项目，并不断创设新项目，鼓励年轻
人到对方国家长期学习和生活，进而深入
体验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年轻人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我有幸长
期从事教育交流工作，从中获益良多。”何
立强说。
　　回顾自己 40 多年与中国打交道的经
历，何立强觉得他非常幸运。“选择学习中
文是我的幸运，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其他更
好的选择。”何立强说。

“选择学习中文是我的幸运”
一个美国“中国通”的 40 年中国“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