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国务院近日

发布年度《人口贩运问

题》报告，继续捏造新

疆所谓“拘留营”“强迫

劳动”谎言。美西方编

造所谓新疆存在“强迫

劳动”谬论，实则是对

美方自身强迫劳动罪

责的映射和掩盖。多

年来，美国“强迫劳动”

问题如附骨之疽，令人

触目惊心。

“ 强 迫 劳 动 ”不

在 中 国 而 在 美 国 。

有数据显示，每年从

境 外 贩 卖 到 全 美 从

事 强 迫 劳 动 的 人 口

多 达 10 万 人 。 美 国

所 有 50 个 州 和 哥 伦

比 亚 特 区 均 报 告 了

强 迫 劳 动 和 人 口 贩

卖 案 。 更 令 人 担 忧

的是，这一现象愈演

愈烈。美国“全国人

口贩卖举报热线”的

统计显示，2012 年至

2019 年 处 理 的 人 口

贩 卖 案 件 从 3200 多

起 增 至 11500 多 起 ，

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被贩卖人口的美

国之旅充斥着血泪。

2017 年 7 月 ，美 国 得

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

市一辆厢式货车被发

现塞进了近 40 人，其中 9 人被活活

闷死，多人情况危急。据报道，有

些雇佣者与“蛇头”合作，谎称向这

些外来移民提供工作机会和绿卡，

通过各种条件极其恶劣的偷渡方

式，将移民骗来之后，就会扣留他

们的护照签证，强迫其从事低技能

劳动。更令人心痛的是，被贩卖从

事强迫劳动的还包括大量儿童。

据非营利机构“美国农场工人就业

培训计划”评估，美国至今仍有约

50 万名童工从事农业劳动，部分

童工每周劳作时间超过 72 小时。

从 1619 年第一批有记录的非洲黑

人 被 运 抵 北 美 詹 姆

斯 敦 ，400 余 年 来 紧

紧 缠 绕 美 国 社 会 的

贩 卖 人 口 、强 迫 劳

动、性奴役等顽瘴痼

疾远未杜绝，相关犯

罪活动持续猖獗，受

害者数量不断上升，

被 剥 夺 童 年 的 少 儿

仍 旧 求 助 无 门 ⋯⋯

美 国 虽 有 现 代 化 国

家之名，但从这些情

况看，奴隶制的幽灵

至 今 还 在 这 片 土 地

上游荡。

美 国 声 称 自 己

是 个 法 治 国 家 ，但

“ 公 平 正 义 ”的 法 律

之 光 始 终 无 法 驱 散

“ 强 迫 劳 动 ”的 阴

霾 。 比 如 ，美 国《全

国劳动关系法》保护

对 象 不 覆 盖 家 政 工

人 和 农 场 工 人 。 美

国 城 市 研 究 所 和 美

国 东 北 大 学 的 研 究

显示，美国执法部门

经常对强迫劳动受害

者视而不见。此外，

在全球与劳工权益相

关的 8个核心公约中，

美国仅批准 2 个。与

强迫劳动直接相关的

《强迫劳动公约》《强

迫劳动公约补充议定

书》《关 于 废 止 强 迫

劳动的公约》等国际

劳动权利保护文件，美

国一个也没签。这无疑暴露了美

国在强迫劳动问题上的真实立场。

美国自身“强迫劳动”问题如

此严重，美方一些政客却还有心思

捏造万里之外中国新疆所谓“强迫

劳动”问题。这充分表明美西方一

些人的险恶用心，涉疆指控根本就

是无中生有，更有不少报道指出美

国对涉疆企业所加制裁的攻击目

标是当地就业与民生。就连美国

驻华外交官也承认，就是要借“人

权”议题打压新疆经济发展、搞乱

中国。历数世上厚颜无耻的行径，

可谓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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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持续保持第一制造大国地位
规上工业企业达 40万户，较 2012年增长 23.5%

本报北京 7 月 26 日讯（记者黄鑫）在

工信部 26 日召开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 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新闻发布会

上，工信部规划司司长王伟介绍，10 年

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 2012 年的 16.98

万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31.4 万亿元，占

全球比重从 22.5%提高到近 30%，持续保

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

据介绍，我国制造业有 31 个大类、

179 个中类和 609 个小类，是全球产业门

类 最 齐 全 、产 业 体 系 最 完 整 的 制 造 业 。

10 年来，我国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

高 新 技 术 产 品 出 口 额 分 别 由 2012 年 的

7.4 万亿元、3.8 万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2.8 万亿元、6.3 万亿元，入围世界品牌

500 强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品牌数量从

过 去 的 10 个 增 加 到 24 个 。 世 界 500 种

主 要 工 业 产 品 中 有 四 成 以 上 产 品 产 量

位居世界第一。

“制造业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大势，制造业向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升级

取得了显著成效。”王伟介绍，2021 年，我

国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

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 55.3%

和 74.7% ，较 2012 年 分 别 提 高 30.7 个 和

25.9 个百分点，一批智能示范工厂加快建

成。我国已初步形成绿色制造体系，规模

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十二五”“十三

五”分别下降 28%和 16%，2021 年又进一

步下降 5.6%。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

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2021 年第三

批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的服务营收占总

营收的比重已达到 48%。

10 年来，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的 步 伐 明 显 加 快 。 我 国 制 造 业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从 2012 年 的 0.85% 增 加 到 2021

年 的 1.54%，专 精 特 新“ 小 巨 人 ”企 业 的

平均研发强度达到 10.3%，570 多家工业

企 业 入 围 全 球 研 发 投 入 2500 强 。 工 信

部已布局建设 23 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

心和国家地方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支

持建设 125 个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

台，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大幅提高。规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新 产 品 收 入 占 业 务 收 入

比 重 从 2012 年 的 11.9% 提 高 到 2021 年

的 22.4%。 大 国 重 器 亮 点 纷 呈 ，“ 蛟 龙 ”

潜 海 、双 龙 探 极 、C919 试 飞 、“ 嫦 娥 ”揽

月、“北斗”组网、“九章”问世，一大批重

大 标 志 性 创 新 成 果 引 领 中 国 制 造 业 不

断攀上新的高度。

截至 2021 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达到 40 万户，较 2012 年增长了 23.5%。骨

干龙头企业持续做强做优，中国制造业企

业 500 强营业收入从 2012 年的 21.7 万亿

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40.24 万亿元，有 58 家

制造业企业进入 2021 年世界 500 强榜单，

比 2012 年增加 27 家。中小企业专业化能

力显著提升，截至 2021 年底，已培育 4 万

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700 多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00 多家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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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从 4 月份开始，养殖

户对下半年行情看好，补栏积极性

增长，预计 8 月份以后出栏量将会

季节性增加。总体来看，今年生猪

供给有保障，后期猪价总体将稳中

有降，继续上涨可能性较小。

“上半年，全国在产蛋鸡平均

存栏为 11.30 亿只左右，高于去年

同期水平，有效保障了鸡蛋供应。”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

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说。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鸡

蛋月度批发价 1 月份、2 月份持续

下跌，进入 3 月份以后连续 3 个月

上涨，6 月份小幅回落。上半年鸡

蛋 月 度 批 发 均 价 达 到 9.73 元/千

克，比去年同期高 9.70%。价格上

涨 有 饲 料 成 本 上 升 的 因 素 。 从

2021 年 4 月到今年 5 月，蛋鸡配合

饲料价格从每公斤 3.32 元上涨至

3.59 元。进入 6 月份，尤其是端午

节之后鸡蛋价格持续下跌，主要原

因在于高温多雨天气不利于鸡蛋

存储，鸡蛋市场走货放缓，终端需

求偏弱。

“我国果园面积达 1264.6 万公

顷，水果年产 3 亿吨，供应充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研究员赵俊晔说。

6 月份，全国水果价格转入季

节性回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信息研究所侯煜庐预计，下半年随

着夏秋水果大量上市，水果整体价

格会进入季节性下跌通道。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负责人刘涵表示，蔬菜、水果、鸡蛋

等重点品种供应充足，由于成本上

涨以及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当前价

格水平高于去年同期，但波动基本

符合常年规律。

农 业 农 村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尽管面临诸多的内外部风险

挑战，但我国农产品有望继续保

持量足价稳的态势，从生产来看，

夏粮再获丰收，秋粮面积稳中有

增、长势良好，大豆油料扩种任务

落地，能繁母猪存栏处于合理区

间，肉蛋奶产能稳定，蔬菜在田面

积和产量均有所增加，稳产保供

基础牢固。

（上接第一版）

“5G 应用可以加强行业端

和个人用户端协同发展。可考

虑利用行业级应用不断促进

5G+云 AR/VR 头 显 、5G+4K

摄像机、5G 全景 VR 相机等智

能产品的成熟，积极在文旅、商

圈、媒体、电竞等行业领域推进

行业端到个人用户端业务的发

展。”王志勤说。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

长闻库表示，5G 的持续演进以

及在应用上的融合创新，为各

行各业的革命性变化带来了更

多可能。同时，无论是个人用

户端应用还是行业数字化业

务，都对 5G 的网络能力和创新

能力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需求。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 5G

规模化应用的关键期。记者了

解到，在统筹推动个人和行业

应用发展方面，工信部将夯实

基础，提升应用支撑能力。坚

持以建促用、建用并举原则，面向个人

和行业用户需求，提升网络供给能力。

加快端到端网络切片、边缘计算等关键

技术研发，提升 5G 技术支撑能力。积

极丰富应用产品体系，鼓励企业推进基

于 5G 的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产品、超

高清视频终端等大众消费产

品普及，加快基于 5G 模组的

高清摄像头、工业级路由器/

网关、车载联网设备等各类

行业终端研发和迭代升级。

面向行业应用领域，将

重点聚焦有规模化发展空间

的工业制造、医疗、矿山、港

口、电力等关键行业，以重点

行业、重点场景为突破口，通

过强化政策牵引、发布场景指

南、打造应用标杆等方式，探

索一批、成熟一批、推广一

批。面向个人应用领域，充分

调动社会积极性，围绕 5G 新

终端、新内容等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积极推动 5G 在大型赛

事活动、文娱、居住、健康养老

等信息消费领域的发展。

“我们将充分发挥‘绽放

杯’5G 应用征集大赛平台作

用，面向行业应用端和个人

应用端设置专题赛道，持续

挖掘、培育、落地一批典型项目，探索形

成一批可复制、易推广的解决方案。鼓

励产业各方加强合作，共同开展融合应

用技术创新、集成创新和服务创新，构

建 5G 融合应用大生态。”工信部信息通

信发展司副司长赵策说。

“2022·北京人权论坛”在京举行
聚焦“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携手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记者翟翔、
董博婷）7 月 26 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2·

北京人权论坛”在京举行。

来自近 70 个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

组织的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和驻华使节代

表等近 200 人出席论坛，围绕“公平公正

合理包容：携手推动人权事业发展”这一

主题畅所欲言、深入交流。

“本次论坛主题契合了当今世界加强

和改善全球人权治理这一全人类共同愿

望。”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孟复

表示，由于少数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强权

政治，国际人权秩序和善治根基面临严峻

挑战。全球人权治理需要互商互鉴、共建

共治、聚智聚力、同心同向，以全人类共同

利益为依归，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美好未来。

利比里亚众议长布法尔·钱伯斯从

中国的各项援助、对他国妇女儿童权益

保障事业的参与和支持、维和行动等方

面，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

解决全球人权问题作出的努力，认为中

国是促进和维护全球人权的强大力量。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中

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罗思义认为，中国的人权理念注重实际

效果，在消除绝对贫困、妇女权益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下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等

方面成果卓著，为改善世界人权状况作

出了巨大贡献。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表

示，合作应优先于竞争和对抗，这不仅是

政治和发展的要求，也是人权发展的要

求。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的有关全球发

展和全球安全的两项倡议，恰逢其时，深

受欢迎。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

第一副议长、国家人权中心主任阿克曼·

卡尔马托维奇·萨义多夫指出，不存在适

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遍发展模式，加强国际

合作对于全面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至关重要。只有在尊重人权、民主和法

治的基础上，才能迎来一个稳定、可持续

发展与繁荣的世界。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表示，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愿意和世界各国人民分享人权保障经验，

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向着更加公平、公正、

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此次论坛还设置了主题为“可持续发

展与人权保障”“民主与人权保障”“公共

卫生安全与人权保障”“多边主义与全球

人权治理”“开放包容发展与人权保障”

5 个分论坛。

北 京 人 权 论 坛 是 于 2008 年 创 立 的

全球性人权论坛，今年是第十届。论坛

已成为国际人权领域的重要交流平台，

为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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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加速走深向实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开拓创新
本报记者 李 丹

改革开放以来，

我 国 民 营 经 济 持 续

快速发展，民营经济

统 战 工 作 不 断 开 拓

创 新 。 2015 年 中 央

统战工作会议特别是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指导和推

动统战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为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政策体系持续完善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表明

党中央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

动力。

近年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政策体

系不断完善，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能力和

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2020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

《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

意见》，文件就加强党对民营经济的领

导、更好促进“两个健康”等提出了一系

列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创新成果，对新时

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2021 年，中央统战部制定印发《关

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光彩事业创新发展

的意见》，这是继1994年、1996年后，中央

统战部出台的第三份事关光彩事业发

展的重要文件，对今后一个时期光彩事

业的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进

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着力

重点和保障措施。

同时，中央统战部指导和支持全国

工商联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为民营经济

高 质 量 发 展 创 造 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 。

2018 年以来，全国工商联每年组织开

展万家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工作，对

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200 多个地级以上

城市营商环境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公开

发布评价结果推动各地改善营商环境。

在党的方针政策正确指引下，在相

关部门协同支持下，民营经济快速蓬勃

发展。民营企业不仅在数量、税收贡献

率等方面都有大幅提升，民营经济人士

队伍也不断壮大，总量已超过 1.4 亿人。

理想信念教育不断深化

近年来，加强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

治建设已成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首

要任务。

2019 年以来，全国工商联先后在

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红豆集团、叶青

大厦、浙江大学、青海原子城、四川映

秀、古田、江苏南通、重庆北碚 11 个地

区和单位设立一批全国民营经济人士

理想信念主题教育示范基地，通过专题

党课、交流培训、参观学习等形式，进一

步锤炼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优秀品质。

中央统战部依托上海“一大”会址

和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在 2019 年、2021

年举办两期中共党员民营企业家“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研讨班，引导 党

员 企 业 家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好先锋

模范和示范引领作用。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在助推国家

重大战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统战部的指导

下，在中国光彩会的带领下，民营企业

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开展公

益捐赠，作出了更大、更好、更突出的

贡献。

聚焦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民营企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

作用。

比如，传化集团在“三区三州”地

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等地援建 1037 所

“安心卫生室”和 1 所“安心卫生院”，服

务村民 180 多万人；万科集团为公益事

业累计投入超过 10.6 亿元，惠及贫困群

众 23 万人；卓尔控股公司在武汉疫情

暴发后，第一时间通过 11架次飞机、5架

货 运 专 机 在 全 球 采 购 防 疫 物 资 ，将

1026 万件应急医疗物资、设备捐送至

湖北 17 个市（州、林区）556 家一线医疗

机构；物美集团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面对区域内疫情封（管）控，通过设

立“物美多点抗疫提货站”等方式，打通

生活物资到社区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2015 年 10 月，全国工商联、国务院

扶贫办、中国光彩会共同发起实施民营

企业“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截至

2020 年底，12.7 万家民营企业参与精准

扶贫行动。为积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如今“万企帮万村”已

发展成为“万企兴万村”行动，目前在全

国各省区市均已完成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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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江西万达美线业有限公司

高速涤纶缝纫线生产车间，工人在生产线

上忙碌。该公司生产的涤纶缝纫线主要出

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近年来，

江西加强科技创新，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打

造纺织服装产业高地。今年前 5 月，江西

纺 织 服 装 行 业 出 口 26.9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33.4%。 徐 云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