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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曾几何时，在西方舆论和“公
知”的“美颜滤镜”下，美式民主
仿佛一个“完美神话”：民主制度
优越、社会治理高效、代表先进文
明。而如今，这些论调已经越来越
没有市场。从“黑人的命也是命”
的愤怒呐喊，到国会山“沦陷”的
火光冲天，阿富汗人从美国军机坠
落的悲惨画面，无数铁一般的事实
已经戳穿了西方舆论精心编造的谎
言，让美式民主的“制度性劣根”
凸显，也让越来越多人认清美国藏
在“民主”假面下的霸权真容。

长期以来，美国自诩“山巅之
城”“上帝选民”，把美式价值观鼓
吹为所谓的“普世价值”，把奉为
圭臬的美式民主制度强力输出或粗
暴嫁接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反复导
演南橘北枳式悲剧。从非洲、拉美
地区一波波“民主化”退潮，到

“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
冬”，“植入”美式民主制度的国家
往往面临选举制度脆弱、社会矛盾
激化、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等严
峻挑战，危机频发。美国所谓的

“民主改造”无视不同国家文化、
历史乃至文明的巨大差异，妄图在
全球推广其“民主实验”，带着种
族主义的优越感和干涉主义的傲
慢，制造了一场场后果惨烈的闹
剧。美国《外交》杂志网站文章指
出，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民主的名义
加剧了全球的民主危机，使美国的
权力失去了合法性。

美国的民主输出究竟出于什么
目的？真像某些美国政客标榜的那
样，为了把先进制度带到落后地区
吗？《纽约时报》一篇专栏文章写
道：“如果说 21 世纪初有哪个国家
在寻求称霸世界、胁迫他国、藐视规
则的话，那就是美国。”一语道破真
相：美国并不真正关心当地民众的
生计和死活，他们在乎的是如何维
系美国的全球霸权。从密谋“和平
演变”到策动“颜色革命”，从干涉他
国内政到煽动“街头政变”，美国把

“黑手”伸向世界各地，频繁输出动
荡和战乱，是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
的真正破坏者，是当今世界不稳定
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上升的源头。

美国在阿富汗的 20 年，既没
实现所谓“反恐”目标，也没给当
地人民带来和平安宁，反而让这个
国家深陷贫困与动荡。亚洲发展银
行官网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阿
富汗 47.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
下；2019年，34.3%的阿富汗就业人
口日均收入低于1.9美元。美军仓
促撤离给阿富汗留下山河破碎、民
不聊生的烂摊子，也引发美国国内
的民怨沸腾，敲响霸权衰落的丧钟。

如果对外“民主改造”的失败
还可以拿“水土不服”当借口，美
国自身的社会弊病和治理失灵则证
明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腐朽和崩坏。

以“民有、民治、民享”为口
号的美式民主，现实中却遵循着

“金有、金治、金享”的潜规则，
服务于富人和利益集团。如此治理
逻辑之下，美国政治极化和党争成
为常态，政治腐败、社会撕裂严重。
四年一度的大选堪比“纸牌屋”，甚
至酿成暴徒冲击国会山的闹剧。美
国“富庶”的表象下，是贫富差距持
续加大、种族冲突愈演愈烈、普通百
姓民生日艰的现实。新冠疫情如同
放大镜和加速器，充分暴露了美国
社会治理的弊病深重，也让种种社
会不平等更加触目惊心。审视美国
政治制度的“退化”现象，美国政
治学者福山归结为“僵化的观念和
既得利益格局固化”的叠加。美国
前劳工部长赖克指出，美国当前面
临的最大威胁是美国自身向“原始
法西斯主义”的转变。

显然，美国政府依靠现有制度
设计既无法有效回应民众诉求，更
难以交出合格的治理答卷。保加利
亚政治学家克勒斯特夫今年5月在

《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世
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失去
了定义民主的垄断地位。正如美国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的
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政治
制度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
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

从社会治理的失灵到“民主输
出”的失败，美国“民主的腐朽”
愈演愈烈。奉劝某些西方舆论和

“公知”，“美颜相机”再强大，也
遮不住美式民主的丑陋面目，越来
越多的人正在见证“美国神话”的
终结和破碎。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公知的“美颜相机”遮不住
美式民主的丑陋

■新华社记者 谭谟晓 张 建

原本青翠的山体大面积裸露、
伤痕累累，几十米深的矿坑犹如大
自然的一个巨大伤口，堆场长期超
范围、超总量堆放废石……

记者近期跟随中央第一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吉林省发现，地
处长白山腹地的白山市对矿山开采
管控不力，通化钢铁集团板石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5个矿区生态破坏问
题突出，生态修复严重滞后。

矿区长期露天开
采，废石堆存量高达
3320万吨

雨后的板石矿业矿区，道路坑
洼泥泞，不时穿梭的卡车，将废石
随意倾倒在矿坑周围。放眼望去，
一些山体几乎一点植被都没有，黑
乎乎一片；一些山体周边废石废渣
倾泻而下，触目惊心。这与板石矿
业宣传的“绿色矿山”形象大相径
庭。

白山市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和中国十大生态屏障之一，矿产资
源富集，最大矿山位于浑江区，矿
权归属板石矿业，设有5个矿区，
分别为井下矿、李家堡矿、露天
矿、上青矿和东沟矿。

然而，就是这个集多个荣誉称
号于一身、自称“被社会广泛认
可”的矿业公司，多数露天矿坑却
已经存在数十年，有的废石堆场长

期超范围、超总量堆放废石，对当
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督察人员介绍，5个矿区长期
露天开采，形成13个露天矿坑和
12个大型废石堆场，山体裸露面
积高达317.6公顷。其中，李家堡
矿问题最为突出，该矿占用林地
61.6公顷，58.6公顷未依法办理征
占用手续，占比高达 95.1%。目
前，李家堡矿、东沟矿正在履行闭
矿手续，其余矿区仍在进行开采。

白山市林业局解释称，部分工
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巡查巡护不到
位，发现报告不及时，最终导致大
面积林地遭受破坏。

不仅如此，板石矿业固体废弃
物历史遗存量多，并随着生产的进
行越积越多。截至目前，13个露
天矿坑无一完成修复治理，12个
大型废石堆场无一按照要求有效利
用，废石堆存量高达3320万吨；
尾矿库堆存尾矿超过5000万吨，
库容即将消耗殆尽。

专家认为，废石长期超量堆
放，尾矿不及时处理，不仅严重污
染水土资源，还容易诱发地质灾害
风险，导致边坡失稳、地面塌陷、
泥石流等，威胁百姓生命财产安
全。

修复流于形式，监
管责任“空转”

记者采访了解到，板石矿业生
态破坏问题久治不愈，很大程度上

在于当地有关部门监管不严不实，
责任落实明显不到位，生态修复流
于形式。

督察发现，围绕板石矿业矿区
生态修复，《白山市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2008—2015年）》规划了
土地复垦、废石场地质环境恢复等
2个治理项目，但截至目前均未实
施 。《白 山 市 矿 产 资 源 规 划
（2016—2020年）》确定的7个重
点治理区、8个重点项目中，完全
未提及板石矿业所属的5个矿区。

2018年至2019年，板石矿业
5个矿区相继制定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但没有详细的年度
修复计划。督察人员表示，主要修
复工作大部分未开展，已开展的个
别工作也不到位。上青矿区应于
2019年完成采坑边坡修饰，至今
未实施；露天矿区至今未按要求清
理外运废石。

铁证面前，白山市自然资源局
竟然向督察组出具情况说明，称

“5家矿山基本执行治理方案，实
施边开采、边治理”，与事实明显
不符。

同时，针对板石矿业生态破坏
问题，白山市及相关部门仅停留在
发文督促，实际跟踪督办严重缺
位。2019年10月，白山市获批成
为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
后，围绕板石矿业谋划了7个重点
项目，但截至目前均未开工，相关
部门没有进行有效监管，反而将滞
后原因归结于投资过大。

督察人员表示，10多年来，

白山市虽然查到了李家堡矿违法占
用林地问题，但查处范围仅涉及其
中的7公顷。直到2021年 5月吉
林省纪委监委明确提出要求后，白
山市才组织彻查。“白山市只是落
实上级要求查处了李家堡矿违法占
地问题，对近在咫尺的其余4个矿
区没有组织认真排查。”

白山市自然资源局承认，对企
业执行矿山用地管理、环境恢复治
理工作监督、管理力度不够，后力
不足，缺乏持续跟进，未能与林
业、应急、环保等部门进行主动沟
通，未能形成监管合力。

审核有关申请把关
不严，甚至有意“放水”

长白山是重要生态屏障，白山
市地处长白山腹地，加快绿色转型
发展是必然选择。但为何生态破坏
情况屡禁不止，生态修复久拖不
决？

督察组认为，白山市、浑江区
对长白山腹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认
识不到位，没有把矿山修复摆在应
有位置，对毁林开矿等破坏生态环
境行为查处不力。有关部门不担
当、不碰硬，监督检查缺位，督促
指导不力，问题一拖再拖。

“白山市不仅未有效履行监管
责任，还在矿区生态修复严重不到
位的情况下，向上级有关部门出具
不实审核意见。”督察人员说。

2019年 7月，白山市自然资

源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绿色矿
山遴选名单，称井下矿、上青矿符
合绿色矿山申请条件。但督察发
现，《板石矿业公司上青矿绿色矿
山建设评价指标》中，矿容矿貌、
矿区绿化、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
排等多项指标得分与实际情况出入
较大。

在板石矿业申请变更上青矿矿
权的操作上，白山市有关部门也出
现了有意“放水”的情况。国家有
关部门出台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规定》明确要求，未按照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治理的，
责令限期改正，整改不到位的，不
受理其申请采矿权许可证延续、变
更。

2020年 8月，板石矿业提出
上青矿矿权变更申请。2020年10
月，白山市自然资源局浑江分局出
具核查意见，称该矿“履行了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等相关义
务”，但实际落实上与方案规定的
有关措施有较大差距。

2020年11月，白山市自然资
源局未经认真核实，即认可浑江分
局核查意见，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
送，审核把关不严。

当前，白山市矿区生态破坏问
题依旧突出，生态修复已是刻不容
缓。专家表示，有关部门和地方要
真正扛起监管和治理的政治责任，
高质量编制矿山环境修复治理方
案，加快修复进程，及时排除安全
隐患，让满目疮痍的山体重披绿
装。 新华社长春9月28日电

长白山腹地多处矿区满目疮痍，生态修复为何久拖不决？

■新华社记者 马维坤 张 钦
张玉洁

总长千余公里的水渠连通险峻
峡谷与黄土高坡，奔流而下。

2021年 9月，伴随引洮供水
二期工程建成，甘肃规模最大、受
益人数最多的跨流域调水工程主体
全线完工。延续半个多世纪、惠及
全省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引洮梦终于
实现。

圆梦记

从源头的九甸峡水库到供水末
端的用户，一滴水要走 12.5 天。
从参加“老引洮”建设到见证引洮
供水工程 （以下简称“引洮工
程”）全线建成，刘福却等了半个
多世纪。

引洮供水二期工程（以下简称
“引洮二期”）通水在即，这位83
岁的老人有一个心愿：将1959年
荣获的“引洮青年突击手”奖章，
送给真正引来洮河水的英雄。

甘肃干旱，以定西为代表的陇
中更因干旱而“苦甲天下”。这里
年降水量只有二三百毫米，不及南
方一场大雨。几乎县县都戴过“贫
困县”的帽子，几乎人人都有一段
翻山掘地的找水故事。

“家里的水桶上了锁，每天只
能喝三小碗水。”这是白银市会宁
县太平店镇大山川村人王维琪记忆
中的大旱。

纵然是 1989 年出生的金城
同，记忆里也写满“缺水”二字。
1994 年至 1995 年，陇中连遭大
旱。在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大岔
村，金城同的母亲为孩子洗脸时只
能含一口水喷出，让金贵的水在孩
子脸上“雨露均沾”。

更多人把命运的转折寄望于
“引洮上山”。洮河是黄河上游水量
最大的一级支流，也是甘肃境内水
质最好的河流之一。几千年前，洮
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史前马家窑文
化、齐家文化。千百年来，先民开
渠凿井、架设水车，但受益范围仅
限于沿岸。

1958年 6月，甘肃第一次启
动引洮工程 （以下简称“老引
洮”）。陇中十余万民工怀着“水不
上山不回家”“坐着轮船回家园”的
热切期盼，昼夜不停开山凿渠。

虽然3年后“老引洮”被迫全
线停工，但引洮梦就像一粒种子，
播撒在陇中百姓的心田。“兴洮河
之利，解陇中之渴”更成为党和政
府不懈奋斗的目标。

2006 年 11月 22日，在党中
央、国务院关心下，“引洮工程”
正式启动。由于规模巨大，工程分
两期进行。

2013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
实地考察“引洮工程”建设情况。
他强调，民生为上、治水为要，要
尊重科学、审慎决策、精心施工，
把这项惠及甘肃几百万人民群众的
圆梦工程、民生工程切实搞好，让老
百姓早日喝上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2014年底，引洮供水一期工
程（以下简称“引洮一期”）建成
通水。2015年8月，“引洮二期”
启动，水网向陇中腹地延伸。目
前，整个工程覆盖5个地级市的
13个县（区），600多万人从中受
益，约占甘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6年前，当清冽的洮河水奔涌
而来时，金城同的亲友早早迎候，
放炮庆祝。现在，王维琪几乎每天
都要打听“引洮二期”通水的日
子，就像守望亲人回家一般。

据甘肃省水利厅统计，“引洮
一期”已累计供水 5.75 亿立方
米，相当于受益区人均享用185立
方米洮河水。

放在过去，这个数字不敢想象
——金城同母亲拉一趟水得好几个
小时，蓄一立方米水能用上好几个
月。现在，家里用上了淋浴，养起
了金鱼。

攻坚记

崇山环抱，水面湛蓝。地处青
藏高原边缘的九甸峡水库静谧无
波，宛若一汪明眸。

100多公里外，甘肃省引洮工
程水资源利用中心工程二处的监控
大屏前，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取水
口闸门便缓缓开启。欢腾的碧浪穿
过一个又一个超长隧洞，借助青藏
高原与黄土高原间的天然势差，奔
流而下。

“引洮工程”沿线地处青藏高
原与黄土高原的交错地带，地质环
境十分复杂。施工面临许多世界性
难题。

最难莫过于总干渠7号隧洞。
隧洞进水口在洮河流域，出水口在
渭河流域，85%以上都是第三系极
软岩。

隧洞施工“怕软不怕硬”。这
种捏不成形、使不上劲的“软豆
腐”，竟轻松“吞掉”了价值上亿
元的钻头。此后，施工人员又尝试
了绕洞法、顶管法、双液注浆法等
七八种方法。难以攻克的200余
米，一次次失败。

各地水利专家赶来“会诊”，

7号隧洞有了施工新方法：将液氮
等注入隧洞，待岩体冻硬后再施
工。这种类似空调工作原理的“冷
冻法”，一天最多只能冻3厘米。

每天最多冻3厘米，这得修到
什么时候去？勘测表明，绕行行不
通，前进很艰难。知难而退意味着
再次失败。“如果引洮再次失败，
我们有啥脸回老家、上祖坟？”参
加“引洮工程”的许多施工人员都
是“洮二代”，他们的父辈、祖辈
曾参加“老引洮”，他们从小听着

“老引洮”的故事长大。大家暗下
决心，就是用指甲抠，也要打通隧
洞，把洮河水引来！

“洞内外温差40多摄氏度，就
像暑天进冷库，大家都是短袖套棉
大衣。200多米，大家拼命干了快
两年。”甘肃省引洮工程水资源利
用中心工程二处质量安全科科长康
小虎回忆。

“隧洞搭了桁架，人能活动的
高度只有半米多，只得爬行前进五
六十米，但没有一个人退缩。”曾
参与“引洮一期”建设的甘肃省水
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仕
明说。

“引洮二期”沿线隧洞多达
171座，干渠的 95%都由洞渠构
成。“27号隧洞冒顶，山头下沉。
我们赶紧疏散居民，拉起警戒线，
最后通过加密钢拱架和预制块垫底
的方法战胜险情。”张仕明说。

15年来，1.7万名引洮人接续
奋斗。同甘共苦、愚公移山的壮
志，汇聚成“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磅礴力量。

如今的“引洮工程”，绝大部
分干渠是洞渠，仿佛地铁。工程全
线实现信息化管理，是甘肃目前现
代化程度最高、维护人员最少的水
利工程。在调度中心，甘肃省引洮
工程水资源利用中心副主任翟自宏
自豪地说：“我们1个工作人员足
不出户，就能控制119个闸门和
19个阀门，精度可达1毫米！”

兴业记

还是这片黄土地，远道而来的
洮河水改变了人们的命运。千百年
间静静相伴的广袤土地和良好日
照，助力当地告别贫穷，走向富
裕！

“有了洮河水就更有盼头了。”
在会宁流转2000亩土地种苹果的
张玉珊说。

2013年，“引洮一期”尚未建
成，张玉珊就流转土地栽种果树，
却尝尽“渴”的滋味。12辆大卡
车从40公里外拉水，再用40多辆
三轮车给树苗轮流浇水。今年遭遇
大旱，但有洮河水的滋润，果园依
然丰产。

干旱缺水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
的最大制约。伴随“引洮工程”而

来的，远不止家家用上自来水、村
村有了水浇地。翟自宏说，水网成
为托起陇中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发展空间的拓展、致富产业的迭
代、新型农民的崛起，超出人们的
想象。

在金城同的家乡，大棚蔬菜、
花卉育苗、制种繁育、牛羊养殖……
18个现代化农业基地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整个鲁家沟镇成了农业产
业园，15分钟务工圈初具雏形。

天水市因“天河注水”的美丽
传说而得名，却因水而困。如今，

“引洮工程”向天水日供水量达到
15万立方米，高端药用玻璃等新
材料项目借势落地，发展动能不断
集聚。

一泓清水带来金山银山，也带
来绿水青山。据统计，2019年以
来，“引洮一期”输送2.35亿立方
米生态水，干涸的河流再现生机。

在安定区定西公园，白骨顶鸡
等水禽尽情畅游，40余种花木在
湖畔竞相生长。人们徜徉其间，歌
声笑声不断。

“苦瘠甲天下的干坡坡，有洮
河水变成金窝窝。”二胡音响，刘
福唱起自己创作的陇曲《圆洮梦》。

时光如梭，当年的“引洮青年
突击手”须发皆白。定西湖微波荡
漾，真真切切，就在眼前。（参与
记者 范培珅 马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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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奔流黄土坡
——“引洮工程”的世纪圆梦故事

9月3日在甘肃省卓尼县藏巴哇镇境内拍摄的九甸峡水利枢纽引洮工程取水口。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