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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生育、養老、

醫療等方面繼續深化

改革」「希望能夠拓

寬收入渠道」……幾

天來，一份份網民給

兩會的留言，傳遞民

生熱點。「切實保障

和改善民生」「着力

解決人民群眾普遍

關心關注的民生問

題」……5日提請審議

的政府工作報告部署

一系列新舉措，緊扣

百姓「心頭事」排憂解難，回應百姓新期待。

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64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政府投資更多向民生項目傾斜；設千億

基金穩就業，並為今年超1000萬人的高校畢業

生，加強就業創業政策支持和不斷線服務。

據新華社報道：政府工作報告強調，社會

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線，提出切實保障和改

善民生，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不斷提升

公共服務水平，着力解決人民群眾普遍關心關

注的民生問題。全國人大代表、西南大學教授

謝德體說，一系列新舉措着力解決百姓「身邊

事」「心頭事」，凸顯牢牢守住民生底線的施

政要義，彰顯溫暖人心的民生關懷。

今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包括，城鎮新增就業

1100萬人以上。報告提出，各地都要千方百計

穩定和擴大就業。今年高校畢業生超過1000萬

人，要加強就業創業政策支持和不斷線服務。

使用1000億元失業保險基金支持穩崗和培訓，

加快培養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急需人才。報告

還提出，堅決防止和糾正性別、年齡等就業歧

視，着力解決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突出問

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

研究院院長莫榮表示，政府工作報告從擴寬就

業渠道的大盤和根本出發，直面就業結構性難

題，體現了積極進取的政策導向。

公平與質量是促進教育發展的兩個關鍵詞。

針對不同教育階段、不同群體的現實關切，

報告回應：保障適齡兒童就近入學。繼續做好

義務教育階段減負工作。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學

前教育資源。改善職業教育辦學條件，完善產

教融合辦學體制。高校招生繼續加大對中西部

和農村地區傾斜力度。全國人大代表、雲南工

商學院執行院長李孝軒說，當前，中國人口變

化、城鄉格局改變、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等都對

教育產生了深刻影響，從做好義務教育階段減

負工作，到破解職業教育發展瓶頸等，報告聚

焦教育領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和短板弱項，加

快完善高質量教育體系，體現了惠及所有孩子

的施政理念。

在醫療領域，繼續致力解決百姓看病難、

看病貴問題。報告提出，居民醫保和基本公共

衞生服務經費人均財政補助標準分別再提高30

元和5元。完善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辦法，

實現全國醫保用藥範圍基本統一。逐步提高心

腦血管病、癌症等疾病防治服務保障水平，加

強罕見病用藥保障。推動優質醫療資源向市縣

延伸。針對如何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報告提

出，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加強口岸城市

疫情防控，持續做好疫苗接種工作，科學精準

處置局部疫情，保持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全國

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太和醫院黨委書記羅

傑表示，相關政策對異地結算、耗材價格昂

貴、重大疾病治療等均作出有效安排，問題看

得清、措施提得實。

如何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備受關注。

報告提出，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

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發展普惠託育服務，減

輕家庭養育負擔。報告還明確提出，嚴厲打擊

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行為，堅決保障婦女兒童合

法權益。在進一步完善法律的基礎上，政府部

門與社會形成合力，有效保護婦女的人身安全

與婚姻家庭權益。

烏克蘭危機被西方稱為二戰後最大規模的戰

爭。這場戰爭原因雖然很複雜，但卻是西方主

導的國際秩序的必然結果。

首先，從地域看，這是一場歐洲內戰。歐洲

文明不管怎樣解讀，但有一點是沒有爭議的：

它是人類歷史上發生戰爭最為頻繁的地區，遠

遠超過人類生活的其他區域。歐洲是全球秩序

的最早塑造者，也是當下全球秩序的重要組成

部分。所以，出現烏克蘭戰爭是很自然的事

情。給全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兩次世界大戰都

是源自歐洲，這並非巧合。兩次大戰後，冷戰

的主戰場也在歐洲。冷戰結束後，仍然發生科

索沃戰爭和今天的烏克蘭戰爭。事實證明，在

付出如此巨大代價之後，歐洲仍然沒有解決戰

爭與和平的問題，現在仍然是世界的火藥桶。

其次，從文明角度看，這是一場白人基督教

世界的內戰，而不是不同文明、不同種族之間

的戰爭。從這一點講，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

錯誤的。真正威脅世界和平的不是不同文明之

間的衝突，而是白人基督教世界的內部戰爭。

基督教的歷史缺乏包容性，不僅對異教徒

殘暴，就是內部不同分支也是大打出手。歐洲

歷史上最嚴重的宗教戰爭就發生於新教和天主

教之間。今天俄烏之戰的背後則是東正教與天

主教。這場戰爭，西方也向世界展示出其白人

至上主義理念。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查

理．達加塔說「基輔不是伊拉克，也不是阿富

汗，而是相對文明、相對開放的歐洲，你不會

希望戰爭發生在這裏！」烏克蘭前檢察官薩瓦

雷利澤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說

「每當看到金髮碧眼的歐洲人被殺時，心情難

以平服。」不僅如此，當烏克蘭難民出現時，

堅決拒絕接受中東難民的匈牙利、波蘭等國卻

對他們敞開懷抱。缺乏包容性的基督教和以潛

伏的白人至上主義為基礎的西方所主導的國際

秩序，怎麼可能不發生戰爭？

第三，不管西方文明如何演變，當今世界仍

然是無政府的叢林社會，缺乏公正。

早在十九世紀中葉日本被拖入西方霸權體系

時，尚不明就裏的日本被德國卑斯麥一席話喚

醒：「方今世界各國，皆謂以親睦禮儀相交，

此全係表面文章，而背地則強弱相凌，大小相

侮。彼所謂公法以保全列國權利為常典，實則

當大國爭利而於己有利時並不要求執行公法，

而若於己不利，即翻臉示以兵威。」

就連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其衰落時也一再被

西方羞辱、打壓。從本質上講，俄羅斯這次出

擊是對冷戰後西方所有行徑的清算。只不過它

選擇的目標是西方支持的烏克蘭罷了。戰爭爆

發後，西方攻擊俄羅斯違背聯合國憲章。可是

俄國做的一切西方不久前都做過：剛統一的德

國率先承認波黑獨立，拉開了肢解南斯拉夫的

序幕；北約發動科索沃戰爭、美國發動阿富汗

和伊拉克戰爭、法國發動利比亞戰爭等都是先

例。

只不過西方有話語權，俄羅斯沒有。比如

2019年烏克蘭出台《國語法》，所有國家權

力機關和地方自治機構以及部分公共生活領域

不能使用俄語，必須使用烏克蘭語。這種事情

如果發生在中國，「文化滅絕」的帽子早就扣

上了。但對烏克蘭，西方卻一語不發。一個缺

乏公正的體系自然戰爭頻發。深諳國際關係實

質的俄羅斯自然也就直接用西方的方式給予回

應。

第四，在現行國際體系下，一個國家的安

全是最高國家利益和戰略，但是每一個國家對

安全的追求往往是零和遊戲。北約東擴是為了

自己的安全最大化，結果就是俄羅斯為了自身

安全而選擇出兵烏克蘭。雖然核大國之間不會

直接發生戰爭，但核武器並不能確保一個國家

的外部安全，正如核武器也沒有避免蘇聯的解

體。這也說明，如果不對現行國際秩序進行重

大改革，每個成員都很難獲得持久的安全感。

回顧歷史，西方主導下的世界無法消除戰

爭，也無法帶來持久的和平。能做到持久和平

的反而是中國主導下的東亞秩序。中國這種文

明，注重穩定，穩定就需要和平與秩序。

最後，俄羅斯解決問題的方式對中國有一些

啟示：

一是俄羅斯不是現行體系的受益者。它移植

西方政治制度和加入世貿組織都未能獲得有效

發展。所以它在採取行動時完全不考慮對現行

體系的衝擊。就是顛覆這個體系俄羅斯也沒覺

得有什麼可惜的。

中國則不同。中國雖然對現行體系也有不

滿，但它畢竟是在當下這個體系下發展起來

的，也是這個體系的重要受益者。

二是經濟實力使得中國擁有更多解決問題的

辦法。面對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或者衝突，中國

一向用外交和經濟手段。這既是因為這種手段

也是西方常用的，成本低，接受度高，另一方

面也是中華文明特性使然。這和軍事手段帶來

的外交孤立、經濟制裁完全不同。而且戰爭一

向是開始容易，結束難。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

十年後就計劃結束，結果又用了十年才完成，

而且撤離的倉皇無序震驚世界。

假如俄羅斯擁有中國這樣的經濟實力，烏

克蘭早就心甘情願跟着它跑了。嫌貧愛富是人

性，也是國家本性。坦率講，全球只有兩個世

界：富國和窮國。富國有能力和條件決定一

切，窮國只能接受。烏克蘭戰爭如果能使全球

反思西方秩序的結構性弊端，進而參照中國文

明的優點進行改革，生靈塗炭的悲劇才有可能

避免。

6400億投資民生 排解百姓心頭憂

社論：烏克蘭戰爭是西方國際秩序的必然結果

○ 專精室內外裝修 ○

˙隔間加建，廚房浴室翻新
˙各種地板瓷磚
˙室內外油漆
˙水電工程安裝及維修
˙更換熱水爐

龍騰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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