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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2月23日电 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23日在安理
会审议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
促国际社会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

张军说，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呈
现长期化、复杂化、扩大化态势。这场
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令人痛惜，也值得深刻反思。国际社会
应共同努力，积极寻求公正合理方案，
推动危机政治解决，让和平早日降临。

第一，要始终致力于政治解决问
题。中方呼吁有关方采取负责任态
度，以建设性的外交努力推动局势降
级缓和，为重启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不
要人为设置障碍、增添阻力，更不要输
送武器、拱火浇油、借机渔利。

第二，要把握好维护共同安全的
大方向。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充分认识到安全不可分割，一国安全
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
全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
保障。必须指出，欧洲今天面临的安
全局面同冷战结束后北约一再东扩
有密切关系。中方希望北约反躬自
省，走出冷战思维的牢笼，不要充当
挑起阵营对抗的乱源。

第三，要积极管控外溢影响。有
关国家以应对乌克兰危机为由，滥施
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对他国企业
进行无端打压，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扰乱全球贸易秩序。中方坚决反
对美国、英国、欧盟以乌克兰问题为
由对中国企业实施非法制裁，将继续
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
公民正当合法权益。

第四，要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

界多极化。世界不可能回到殖民主
义时代，国际事务不应该由少数国家
垄断，试图用霸权、霸凌方式阻挠他
国发展进步，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大国对世界和平安全承担着特殊责
任，必须以负责任方式处理相互关
系，切实管控分歧，寻求合作共赢。

张军说，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
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中方没有隔
岸观火，更没有借机牟利。在乌克兰
问题上，中方始终主张，各国主权、领
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
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
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
到支持。中方将继续为推动乌克兰问
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作出不
懈努力。

又讯 乌克兰危机升级两周年之
际，联合国安理会23日举行乌克兰
问题高级别公开会，与会多方呼吁通
过政治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会上呼吁在《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
联大有关决议基础上谋求和平。

古特雷斯警告说，俄乌冲突升级
和扩大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乌克
兰危机加深地缘政治分歧，加剧地区
不稳定，压缩应对其他全球性要务的
空间。乌克兰危机还可能导致核事
故，这令人感到担忧。古特雷斯强
调，实现乌克兰和平与安全的出路在
于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瑞士、莫桑比克、塞拉利昂等国
代表也呼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谋求
和平。

2月24日，乌克兰危机升级满
两年。当前乌克兰局势依然错综复
杂，冲突双方付出了巨大代价，部分
西方国家则持续“拱火浇油”。拉锯
之下，和平谈判前景依然渺茫，这场
冲突如何发展、何时结束依然是未
知数。

战事在拉锯 冲突陷胶着

过去一年，俄乌冲突前线战况
激烈，双方在库皮扬斯克、红利曼、
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方向
展开争夺。去年5月，俄方宣称控
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阿尔乔莫夫斯
克（乌方称巴赫穆特）。

本月17日凌晨，新任乌军总司
令瑟尔斯基宣布将乌军从乌东部阿
夫杰耶夫卡撤离。俄国防部长绍伊
古20日向俄总统普京汇报说，在阿
夫杰耶夫卡击败乌克兰军队是俄军
重要胜利。分析认为，这是继俄方控
制阿尔乔莫夫斯克之后，俄乌冲突前
线发生的最大变化。

除了在前线展开争夺，俄乌双
方使用远程攻击手段对各自后方的
打击同样激烈。去年以来，乌军加
强了利用无人机和多管火箭炮等武
器袭击俄境内地区力度。过去一

年，俄军不断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
密集打击乌境内的军工生产企业、
弹药仓库。

经济遭重创 民生受损害

两年来，美西方对俄实施了史
无前例的制裁，造成俄金融市场剧
烈波动，卢布快速贬值，物价攀升，
供应链失稳加剧。但随着俄方采取
一系列反制措施，俄经济目前总体
稳定。

俄统计局今年2月初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3 年俄经济增速达
3.6%，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同
时，俄央行本月决定维持16%的基
准利率也表明，当前俄国内稳物价、
保供应、降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俄经
济可持续增长依然面临挑战。

相比之下，乌克兰经济遭遇重
创，民生困境加剧。乌克兰国家银行
数据显示，2023年乌预算赤字创历史
新高，相当于该国GDP的20%。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日前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从与俄罗斯
发生冲突以来，乌经济总量下降
30%，失去了350万个工作岗位。
长期持续的冲突局面也给两国民
生造成巨大损害，造成大量人员伤
亡，基础设施受损，持续影响当地
居民正常生活。

美发战争财 欧经济遭殃

在俄乌冲突期间，美国大发战
争财，而欧洲则经济遭反噬，欧盟内
部因援乌分歧加深。

《华尔街日报》网站日前报道，
过去两年，美国国防工业武器和弹
药订单大增。美联储数据显示，美
国国防和航天领域的工业产值自俄
乌冲突爆发以来增长了17.5%。拜
登政府有官员表示，在950亿美元
的追加国防预算案中，有607亿美
元被指定用于乌克兰，其中64%实
际上将回流至美国国防工业。欧洲
国家也成为美国军火的“大客户”。

此外，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
刺激了欧洲对美国液化天然气的需
求。预计到2030年，美国的液化天
然气出口量将增加近一倍，其中约
三分之二将出口到欧洲。

与美国从战争中获得经济好处
和地缘政治利益不同，俄乌冲突带
给欧洲的是巨大冲击。俄乌冲突的
延宕加之欧洲盲目追随美国对俄实
施经济制裁，导致能源价格飙升，通
胀高企，企业遭受巨大损失，民众实
际工资严重缩水，购买力下降。欧
洲经济去年陷入低增长泥潭。

在援乌方面，欧盟内部分歧加
深、撕裂加剧。由于产能不足，欧盟

承认无法按期兑现向乌克兰交付
100万枚炮弹的承诺。本月初，欧盟
多国对同是成员国的匈牙利极限施
压，最终通过未来4年内向乌克兰提
供500亿欧元援助的决定。

西方再拱火 和平路漫漫

国际社会希望和平解决乌克兰
危机的呼声由来已久。但就当前局势
分析来看，俄乌重启和谈难度很大。

一方面，俄乌政府立场尖锐对
立，和谈缺乏充分的政治基础。另一
方面，西方“拱火浇油”无疑让和平的
希望更加渺茫。特别是美国不断拱
火导致冲突久拖不决。美国是乌克
兰最主要资助方，欧洲方面则多次表
示将继续援助乌克兰。西方国家还
在不遗余力地挑动地区不安定因
素。1月24日，北约启动代号为“坚
定捍卫者2024”的军事演习。这是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最大规模军演。

随着这场冲突进入第三个年头，
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创始
人扬·奥贝里近日接受专访时表示，北
约和欧盟迄今所做的反应都无益于结
束冲突，双方应秉持理智诚实的态度，
停止军援、促成停火，通过非军事、谈
判、联合国和欧安组织执行维和任务
等手段达成和解，结束冲突。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中方呼吁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延宕两年 俄乌和平难觅国际
观察

习近平复信美国马斯卡廷中学
访华代表团学生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记者24
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
经公开征集评选，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
务新飞行器名称近日确定，新一代载人
飞船命名为“梦舟”，月面着陆器命名为

“揽月”。
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后，登陆月球

成为中国人探索太空的下一个目标。
随着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
全面启动实施，用于载人月球探测的新
飞行器命名也提上日程。

2023年8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载人月球
探测任务新飞行器名称征集活动，在全
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共收到
来自航天、科技、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组
织机构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近2000份投
稿。经专家遴选评审，将新一代载人飞

船命名为“梦舟”，将月面着陆器命名为
“揽月”。

据介绍，新飞行器的名称具有鲜明
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梦
舟”寓意载人月球探测承载中国人的航
天梦，开启探索太空的新征程，也体现
了与神舟、天舟飞船家族的体系传承；
新一代载人飞船包括登月版和后续执
行空间站任务的近地版两个型号，其
中，登月版采用“梦舟Y”（飞船名称+

“月”字音节的大写首字母）。“揽月”取
自毛主席诗词“可上九天揽月”，彰显中
国人探索宇宙、登陆月球的豪迈与自
信。此前，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已被命
名为“长征十号”。

目前，梦舟飞船、揽月着陆器和长
征十号运载火箭已全面进入初样研制
阶段，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梦舟”“揽月”下站登月
我国载人月球探测新飞行器名称确定

（上接第1版）
习近平在复信中说，今天是中国龙

年的元宵节，元宵节是中国人共祝美好
生活的重要时刻，我向你们和学校全体
师生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

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
间宣布，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
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美国艾奥瓦
州友人萨拉·兰蒂近期致信习主席，表
示希望马斯卡廷中学也参与这一计

划。在习主席关心下，1月24日至30
日，作为该项目第一批来华的美国中
学生，马斯卡廷中学20多名学生到北
京、河北和上海等地进行了交流访
问。代表团抵京时，给习主席带来了
写有中文“习爷爷，我们来了”字样的
校旗等礼物。访问结束后，代表团学
生致信习主席，讲述访华之行的喜悦
心情，对邀请他们来华交流访问表示
感谢。

（上接第1版）
“冰天雪地里，还能吃到热腾腾

的包子、喝到热乎乎的豆浆，十堰人
民太暖心了！”拿到暖心的食品包，司
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你为我铲雪除冰，我送你热饮暖
心。荆楚大地上，爱与温暖在冰雪天
不断传递。

“小伙子，来喝口水、捂捂手，辛
苦啦！”2月22日7时许，武汉市硚口
区的志愿者们赶到仁寿社区，撒融雪
剂、清扫积雪，为居民出行开道。社
区的商户们被志愿者们的热情打动，
不仅送来冰糖雪梨热茶，还主动加入
志愿服务队伍，和大家一起除雪。

“师傅，这是棉胶皮手套，您戴上
看看合适吗？”2月22日，在长江新
区国泰产业园，一名青年志愿者向奋
战在除雪一线的环卫工人们送来防
寒手套。这名志愿者表示，希望环卫
工人们保重身体，做好防寒保暖。

在全省多地，一些商户和居民自
发为铲雪除冰的志愿者送来热饮，有
的商户还设置休息区，让环卫工人、
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避风取暖，为
寒冬增添一抹温暖。

一次次敲门行动，筑起温暖防线

天寒地冻，孤寡老人、独居老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如何出行？生活
上遇到哪些困难？连日来，志愿者们

穿梭在全省各地的社区村湾，开展
“敲门行动”，守护居民平安。

“外面路滑，您少出门，有事给我
打电话……”江岸区百步亭“抱抱团”
志愿服务队联合社区养老社工收集
辖区独居、高龄、空巢老人买菜买药
需求，为老人送菜送药上门，提醒老
人少外出，避免摔伤，让老人们倍感
温暖。

在武汉市东湖风景区，由区交通
大队一中队成立的“帮扶社区困难群
众流动小组”活跃在驻地小区。他们
上门帮扶困难孤寡老人，解决老人看
病出行难、购买生活物资难等问题。

一个个社区，他们披着寒风去；
一次次敲门，他们带着暖意来。寒潮
来袭，一些暖心的身影让整个城市暖
意融融。

2月20日，武汉气温骤降，冷雨
阵阵。在武汉火车站，一名旅客赶着
去乘坐G692次列车，却因腿部受伤
行走艰难。眼看列车即将开动，她焦
急万分。

发现这名旅客行动不便，志愿者
蒋兴文快步来到她的身边。“来，我背
您上车！”蒋兴文没有多想立即蹲下
身子。她背起这名旅客，一路小跑奔
向列车，旅客终于顺利乘车。

荆楚大地上，志愿者以雪为令、
无私奉献，一幕幕温暖瞬间成为冬日
里的一股暖流。

（上接第1版）

从倒数摆尾，到全市第一——

“三部曲”补齐基层治理短板

然而，这并不是汉阳区第一次针对
老旧小区这个薄弱环节发力。

“5年前，汉阳区就做了许多开创性
工作。”汉阳区房管局总工程师戴军介
绍，老旧小区是指2000年之前建成的
小区，2019年，汉阳区率先启动老旧小
区改造，截至目前，全区已有151个小区
完成改造，累计投入资金15.4亿元。

与此同时，乘着老旧小区改造的东
风，2021年元旦起，汉阳区属国有红色
物业入驻托管，全区3年累计投入1.5亿
元，实现193个小区红色物业全覆盖。

1月 8日，记者来到已建成近30
年的铝厂宿舍小区。这里的居民，多
为原武汉铝厂退休职工，近一半是空
巢老人。

“以前是开放式小区，也没有物
业。”老居民们回忆，2021年小区进行老
旧改造后，就实现了封闭式管理。2023
年9月，小区“三不管”地带蝶变为便民
停车场，由红色物业提供管理服务，大
家还共建了一面建港历史文化墙。

“上世纪90年代初，汉阳区最出名
的两个地方就是钟家村和建港，这些老
照片都是居民们提供的。”该小区共同
缔造领办人周本秀说。

老旧改造有颜值，红色物业有温
度，共同缔造有质量，成为汉阳补齐基
层治理短板的“三部曲”。

数据显示，汉阳区已完成1300余
个共同缔造项目。其中，改造架空层、
增设文体活动设施、新建儿童游乐场等
项目多达296个，改造电动车停车棚和
停车位项目有148个，建起绿色驿站
122个，个个都是奔着提高居民幸福感
去的。

“以前，总担心倒数摆尾。”如今，汉
阳区老旧小区改造和大城管考核，连续
3年排名武汉市中心城区第一。

从居民打围，到真心点赞——

“深根工程”筑牢群众基础

“惠民苑，真惠民！”去年12月28

日，汉阳区政协“基层协商日”活动现
场，谈起惠民苑的变化，居民们赞不绝
口，态度与往日形成鲜明对比。

时钟拨回到2021年 10月 25日，
周一“无会日”。

“我要反映问题！”“这事有没人
管！”当天上午，汉阳区级调研团首站来
到惠民苑，一进小区，就被吐槽的居民

“打了围”。
惠民苑，汉阳区最大的保障性住房

小区，有常住人口近万人，其中，低保、
残疾、特困、失业等弱势群体占了一半，
社情复杂，问题层出不穷。

“不要拦着，让大家说。”汉阳区委
书记徐丽当即亮明身份、耐心倾听，并
向居民承诺将第一时间研究解决问题。

这个“第一时间”，就是在调研车辆
去往下一站的路上。

“刚才居民提出的就医难、养老难
的问题，要尽快拿出方案。”车门刚关
上，现场办公会就在车上开了起来。

随后，历时一年半，2023年5月，
惠民苑里建起了近万平方米的惠民
楼，集党群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于一
体，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办事、就医、
养老、休闲。

“共同缔造核心是党建，基础在社
区，主体是群众。”近年来，汉阳区大力
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根工程”，全
覆盖建强605个小区党支部、5581个
楼栋党小组，挂牌1.2万名党员中心户，
培养了6000多名24小时在群众身边
的基层党组织带头人。

与此同时，汉阳区选派第一书记、
党建指导员、主任助理三支队伍为社区
增人手，建起378个小区“红色驿站”扩
阵地，并开展“小区遍访”行动，挨家挨
户听建议、问需求、广发动、共谋划，制
定“问题清单”3200余项，为共同缔造
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实打实干，以心换心。2023年，汉
阳全区“共同缔造”总投资7600余万
元，其中，超八成资金由社会投资和居
民众筹。

“我的花园我做主，我出力，我高
兴！”去年12月13日，汉阳区江欣苑社
区共同缔造项目开工，96岁高龄的彭
珍英奶奶率先捐款，居民们纷纷接力众
筹，共建社区花园。

（上接第1版）3名工作队员马上出发，
队员熊鑫头一天还高烧38.7℃，冒雪步
行往返6公里，为两位老人搬送米面、蔬
菜等生活必需品60余斤。“你们是贴心
的暖宝宝！”两位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目前，省农业农村厅组织1.12万支
驻村工作队、1.56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共
计3.82万名驻村干部开展“敲门行动”，会
同村“两委”细化防范措施，全力做好应对
处置。截至2月23日，各级驻村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累计入户走访108.5万户，帮扶
农民开展种植业预防抗灾533.2万亩，维
修加固大棚48793个，发放慰问金及物资
1801万元，处置灾情险情8323起。

线上线下，农业科技救灾有
序进行

战冰雪、减损失、保收成！全省农

业农村系统用科技力量，线上线下服务
农业抗灾救灾，与时间赛跑，为农田支
招，给农民鼓劲。

站在一片被大雪覆盖的油菜地里，
86岁高龄的傅廷栋院士给广大油菜种
植户支招：“冻害发生以后，油菜根系受
损，可以对油菜田进行清沟排渍、将水
排干，改善油菜生长环境；采取补施氮
肥、钾肥，可以促进油菜生长；受冻后的
油菜抵抗能力减弱，容易发生菌核病，
后期要加强菌核病防治……”

傅廷栋院士介绍，1965年油菜冻
害比现在还要严重，但采取措施后，冻
害损失大大减少，获得较好收成。眼
下，这段小视频经广泛传播，不仅让种
植户们及时了解如何应对油菜冻害，更
加坚定抗灾复产夺丰收的信心。

在襄阳市襄城区羊肚菌种植基地，

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岗位团队成员
龚钰华、周雁博士及省食用菌产业技术
体系研发首席王卓仁等专家送服务到田
间地头，针对当地羊肚菌大棚大面积压
塌现象，提出尽快除雪清理垮塌钢架；增
强已出菇地块保温措施，保证幼菇成熟；
未出菇地块厢面温度5℃以上尽快进行
催菇等建议，帮助农户降低损失。

深山老林，白茫茫一片，无人机上
场除险救灾，空中撒盐、紧急割膜保
棚。神农架林区农业农村局调动多台
植保无人机，组成抗灾除雪工作队，通
过螺旋桨下压风场的风力和喷撒食用
盐的方式，对农业设施大棚开展除雪除
冰工作，120个大棚免遭大雪压塌。

截至2月23日，全省组织“515”行
动、产业技术体系24支专家团队开展
指导服务，下沉农技人员2.43万人次，
投入救灾农机具3100台套，精准帮扶
农业主体20075个，发动群众清沟排
渍1645万亩、加固大棚91.3万亩。省
农业农村厅录制小麦、油菜等抗灾技术
短视频33个，举办网络讲座10场，线
上开展科技救灾和恢复生产技术培训。

保供、农经、农垦等多支应急
小分队在行动

2月22日10时起，我省低温雨雪
冰冻灾害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

“三农”队伍迅速进入战备状态。

省农业农村厅引导全省95家省级
骨干保供农业龙头企业全力配合、积极
行动，确保全省米面油肉蛋奶果蔬等农
产品市场货足价稳、渠道畅通。孝感首
衡城、武汉白沙洲、荆州两湖绿谷、宜昌
三峡物流园、襄阳竹叶山等批发市场类
龙头企业提前提示商户加大储备、补全
货品。目前，各园区进货量、交易量和
库存量较春节前均上涨，价格稳中有
降，除部分地区高速管制情况外，保供
渠道畅通。

全省2490名农村经管干部下沉一
线，向19552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81万余农户转发抗灾救灾及恢复生产
技术指南和视频。各地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通过防冻害知识宣讲、雪前无人
机追肥、无人机撒盐化雪、铲雪留沟、育
秧棚加固、油菜清沟排渍、家禽大棚舍

圈升温等方式，对小农户种养的在田作
物、经济作物、家禽水产等提供帮扶救
助，累计救助服务面积139.42万亩次，
救助小农户146.34万户次。

全省各级农垦主管部门和各农场
快速反应。江陵县六合垸农场组织9
台铲车、3台挖机、5台撒盐设备、126
名干部与志愿者，全面开展清雪铲冰除
障保畅通保安全工作；汉南区湘口农场
对种植养殖居住人员进行摸底调查，及
时掌握房屋、道路、生产用电、厨房燃气
阀、生活用水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通知
农户及时做好安全用电，渔业、农业安
全生产。

春耕在即，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供
销社等部门做好春耕备耕物资调剂储
备，当前种、肥、药、农机及零配件货源
充足。

闹 元 宵
2月23日，人们在元宵灯节上合影留念。2024年

奥克兰元宵灯节22日晚在新西兰奥克兰市开幕，将持
续至25日，预计吸引观众15万人次。 （新华社发）

冰雪中的贴心“暖宝宝”

一抹“志愿红”温暖冰雪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