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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高路 徐超

疫情阴霾未散，俄乌冲突迭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一
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一边对俄罗斯挥舞制裁大棒，在
粮食、能源、金融、制造等领域全方位围堵俄经济，俄
乌谈判进程频繁受挫。

分析人士认为，俄乌两国与不少国家经济依存度
高，通过粮食、能源等领域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不断“拱火”，加剧地区冲突长期化风险。经历疫
情冲击的世界经济旧伤未愈，其艰难复苏面临更多挑战
甚至危机。

能源安全风险蔓延
能源出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重点领域。

美国率先于3月8日宣布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
和煤炭。欧盟4月8日宣布停止进口俄煤炭，欧盟委员会日
前提交的新一轮制裁方案中包括对俄石油禁运内容。

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市场主要参与力量，分别占全球
煤炭、石油、天然气出口的 18%、11%和 10%。目前，
欧盟进口中约40%的天然气、约30%的石油和近20%的
煤炭来自俄罗斯。对俄能源制裁不断加码且趋于长期
化，给全球能源安全敲响警钟。

首先，能源流通受限，供应混乱加剧世界尤其是欧洲
经济运行压力。挪威吕斯塔德能源公司预测，如果俄罗斯
停止交付，欧洲每年将产生1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缺口。

作为对西方反制措施，俄罗斯要求“不友好”国家
和地区从4月起使用卢布结算天然气，4月底以拒绝该
要求为由宣布停止向波兰和保加利亚供气，一度刺激欧
洲气价上涨20%。彭博社报道，截至5月中旬，已有20
家欧洲企业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卢布账户。

其次，价格震荡攀升，能源通胀加剧全球经济民生
冲击。不少机构预测，未来数年国际能源价格将维持高
位。世界银行4月报告指出，能源价格涨幅已达1973年
石油危机以来最高，预计在2022年涨幅将超过50%，能
源价格飙升可能持续到2024年年底。

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4月份通胀率再
创历史新高，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38%，成为通胀主
因。欧盟委员会预测，如果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出现严重
中断，欧洲经济将陷入全面“滞胀”。

俄能源出口受限、欧洲承受供应冲击的同时，美国却
在悄悄获利。趁着欧洲天然气供应严重不足，美国迅速与
欧盟达成协议，计划今年额外向欧盟提供至少150亿立
方米液化天然气，这意味着美国对欧天然气出口增加三
分之二。

粮食危机日益迫近
俄乌冲突长期化，给粮食供应带来重大风险。世界粮

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比斯利认为，俄乌冲突是“以一场灾难
加剧了另一场灾难”。考虑到俄乌两国在世界农产品贸易
中的权重，越来越多机构和媒体提及“粮食危机”，认为其
全球冲击可能超出预期，危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严重阻断生产，挤压粮食产能。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俄乌分别是世界最

大和第五大小麦出口国。两国合计分别占全球大麦、小
麦和玉米供应的19%、14%和4%，占全球谷物出口量的
三分之一以上。过去三年，两国合计约占全球小麦出口
的30%、玉米出口的20%和葵花籽油出口的一半以上。

以“欧洲粮仓”乌克兰为例，俄乌冲突导致该国数月
前播种的小麦无法收获，而冲突时刚播种的玉米和向日葵
无法施肥。市场人士预计，乌克兰当季粮食可能减产超过
50%。

俄罗斯是全球主要化肥生产国，占全球总产量的
13%。俄化肥出口因美方制裁受限，导致全球化肥价格
大涨，巴西、美国等农业大国的农户被迫减少化肥用
量，可能因此影响未来收成。

二是干扰贸易流通，加剧粮食通胀。
俄乌冲突扰乱港口运营，叠加西方制裁，让俄乌粮

食出口严重受阻，助涨全球粮价。在一些欧洲国家，面
粉、食用油、蔬菜罐头等生活必需品限量销售，过高的
价格让部分中东民众一个月都吃不上肉。

相比价格上涨，欠发达地区面临更恶劣局面。全球
超35%的人口以小麦为主粮，埃及、土耳其、孟加拉国
和伊朗从俄乌进口小麦的占比超过60%。联合国粮农组
织总干事屈冬玉表示，全球约50个国家和地区高度依
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供应，包括非洲、亚洲等地一
些最不发达国家或低收入国家。

三是催生保护主义，供应缺口恶化。
为应对国内供应紧缺和价格上涨，一些农产品大国

陆续出台限制出口措施。根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数
据，俄乌冲突爆发后，截至4月底，推行粮食出口管制
措施的国家已增至23个。4月和5月，全球最大棕榈油
生产国印度尼西亚和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分别宣
布暂停出口棕榈油和小麦。

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阿迪蒂
亚·马图认为，当下全球粮食贸易正陷入“囚徒困
境”，一些国家限制粮食出口，不仅无助于缓解本国粮
价，反而会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通胀。

社会动荡风险加剧
粮食和能源关乎国计民生，其双重冲击带来的社会

风险不容小觑。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粮食计
划署和世界贸易组织4月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粮食价
格上涨和供应冲击可能加剧许多国家社会紧张局势。

受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南亚国家斯里兰卡3月爆发
经济危机。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本币贬值等引发
民众抗议，该国总统于4月和5月两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

非洲情况也不容乐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本月
初表示，俄乌冲突加剧了整个非洲的粮食、能源和金融

“三重危机”，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社会动荡。
即便是相对富裕的欧洲，民生危机演变成社会问题

的风险同样存在。为抗议燃油价格上涨，西班牙巴塞罗
那出租车司机行业协会和西班牙卡车司机工会分别组织
游行和罢工，一度造成当地商品和原材料供应中断。

国际组织和机构近几个月纷纷下调全球经济、贸易
增速预期等关键指标。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推动对
俄制裁、“拱火”俄乌紧张局势正让世界埋单。

阿富汗一家食品贸易公司负责人努尔丁·扎克尔·
艾哈迈迪这样感叹：“美国以为只制裁了俄罗斯，其实
它制裁了全世界。”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美“ 拱 火 ”俄 乌 冲 突
给世界经济添了哪些伤

■新华社记者 马维坤 王博 何问

黑河自祁连山穿峡出谷，经近千公
里蜿蜒、奔涌，终入尾闾居延海。

千百年来，黑河深深浸润茫茫戈
壁，持续养育河西绿洲。

然而资源总量是硬约束。黑河沿线
繁荣了多久，水事矛盾就持续了多久。

进入新时代，黑河流域于“变”中求
“生”，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机制之变
焕出居延新生机

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流经青海
省、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由于流域
水资源总量少、配置不协调，水事纠纷
由来已久，均水制度也历经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经数次调整，黑河
流域形成了一年中分4月和5月两次按
照农灌时间，从甘肃省张掖市向酒泉市
金塔县鼎新灌区放水的制度。

这一现代“均水制”，仍只计划了
流域中游省际内的生产用水，未考虑下
游的生态用水。

时至20世纪中叶，流域水事矛盾
竟演化成人与自然生态间的矛盾。

20世纪60年代起，黑河奔向尾闾
的步履已日渐沉重。在张掖市甘州区小
满镇王其闸村62岁村民李荣军的记忆
中，过去黑河沿河的引水口一个挨一
个。密布的引水口浇灌了沿线新垦的农
田，也吞噬了尾闾的生命补给。

1961 年，西居延海干涸；1992
年，东居延海消亡。其所在的内蒙古自
治区额济纳旗风沙四起，成为我国北方
主要沙尘暴策源地之一。

黑河尾闾恶化的生态状况及其引发
的环境危机引起全社会关注。国家作出

“黑河跨省区分水”的决定，由新成立
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黑河流域管理局负责

执行新的分水方案。
新方案旨在通过减少中游生产用

水，增加下泄下游的生态用水。2000
年8月，黑河干流“全线闭口、集中下
泄”，开启我国内陆河水量统一调度的
先河。

旧“均水制”重生产、新“分水
制”重生态；均水仅靠强制落实，而分
水关照各方利益，讲究综合施策。多年
来，中游挤出“发展之水”，为下游生
态留足“生命之水”。截至目前，累计
向下游额济纳绿洲输送生态水量147.7
亿立方米。东居延海已连续17年不干
涸，水域面积常年维持在30平方千米
以上，栖息鸟类达125种 10万余只，
尾闾特有的大头鱼重回视野。沿河两岸
濒临枯死的胡杨、柽柳得到抢救性保
护，沙尘天数减少，生态环境改善并逐
渐形成良性演替。

产业之变
造出富民新高地

中游张掖有两个“九成”：一是黑
河流域九成的土地和人口集中在这里；
二是当地用水九成在农业。

张掖市水务局局长蓝秉勤说，张掖
属于资源型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仅为全国一半多。分水方案意味着，拿
四成的水量满足流域九成人口的生产生
活。

“有水见绿洲，无水便沙丘”的张
掖，水资源无疑是发展最大约束。但保
生态不是要断生计。此后，一场“以水
为要”的产业变革在这里展开。

张掖是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
说起这一产业的勃兴，干部们都说，也
是被分水“逼”出来的。

彼时当地多“带田”。“种地的时候
一行小麦、一行玉米，看起来像一条条
带子。”张掖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正

彪说，“带田”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光热
水土资源，成就了无数亩产1吨的“吨
粮田”。

那时的张掖以占全省5％的耕地，
提供了全省35％的商品粮，成为全省
乃至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但“吨粮田”的高产以高耗水为代
价。甘州区小满镇店子闸村村民姜利基
回忆，种“带田”时，一亩地一年得浇
十几次水，亩耗水最高超过1000立方
米。

为了给生态让路，农户们咬牙放弃
了高产的“带田”。

分水倒逼张掖量水而行、以水定
产，玉米制种等节水品种渐成“新宠”。

张掖市临泽县倪家营镇汪家墩村农
户毛东今年种了 40亩制种玉米。他
说，制种玉米一年只浇五次水，还绕开
了四五月份的“卡脖子旱”，“一亩地的
收入翻了三四番！”

2021 年与 2000 年相比，张掖市
GDP总量增长数倍，而用水总量却呈
现“负增长”。全市用水总量由24.5亿
立方米降至 19.9 亿立方米，单方水
GDP产出则由2.81元提高到26.4元。

科技之变
腾出农民新天地

临泽县平川镇千亩高效节水农田
里，滴灌管道如血脉纵横田间，黑色薄
膜下是刚栽种的西蓝花。

平川镇一工城村党支部书记李永文
说，用上高效节水技术的耕地，节水省
肥，一亩地少用四到五成的水。“水费
按用量收，能省下不少钱！”据当地农
业农村部门测算，高效农田节水技术实
现亩均节水约120立方米，节本增效
90多元。

分水后，黑河沿线迎来水利基础设
施改造和农田节水技术提升的高峰。水

从斗口省到地头，再节省到每株作物。
国家投入15亿多元用于中下游渠系节
水改造，管灌、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
灌溉措施优先在张掖等地推广。张掖累
计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63万亩，灌
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53提高到0.6。

节水技术不仅削减种植成本，还深
度释放产能。原先因水“捆绑”在土地
上的农户遇技术“解绑”，拓开了增收
的新天地。

临泽县鸭暖镇曹庄村村民王志彪过
去打工“不敢走远”，因为每轮浇水就
得回家几天。家里地多又分散，一到浇
水的时候，全家都要拿着铁锨守在地
里。现在田地经过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
改造，浇水的活妻子一人就能顾全，王
志彪考虑去新疆再多挣一份钱。

张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由
分水之初的2000多元提高到去年底的
1.7万多元。如今的张掖，既是“治水
典范”，也是“富民高地”。

理念之变
育出生态新典范

从断流枯竭到河畅其流，分水22
年，黑河已成为我国江河治理样本。借
助流域调剂，黑河实现生态系统共治，
流域各方也在共治中凝聚起宝贵共识：
上下游唇齿相依，保护下游的生态产
品，就是保护中游的生产能力。中游看
似让渡了部分发展权，实则保全了全域
的生存权。

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环境之
危、民族存续之危。党的十八大以来，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中央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
水思路，黑河流域更加重视系统治理，
不断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同时，以流域为
整体，上中下游协同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冰综合治理。

上游通过退牧还草、围栏封育、生
态移民、退化沙化草场治理，治理区草
地植被盖度增加，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
强；中游持续推进灌区节水改造、节水
型社会建设，引水秩序改善，用水效率
提升；下游在天然绿洲的保护和修复
中，维系流域生态安全。

黑河的分水实验证明，善用系统思
维统筹水的全过程治理，是科学的治水
之道。河流上中下游是共同体，河流与山
林田湖草沙冰也是共同体；人与自然生
态是共同体，凝聚在生态改善目标下的
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也是共同体。无论治
水、治理，都离不开系统观、整体观。

大河不语，凝望千年。
当前，黑河流域资源型缺水、生态

系统脆弱的形势依然严峻，水资源总量
紧缺与各类用水需求间的矛盾依然尖
锐。黑河流域管理局局长李肖强表示，
未来仍然需要坚持尊重规律、系统治理
的科学生态观，统筹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沙冰等自然生态各要素，推动黑河流域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流域
及相关地区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长久维护黑河流域生态安全、人水
和谐。（参与记者 陈斌 张睿）

新华社兰州5月26日电

居延海上活水来
——黑河分水二十年新观察

这是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境内的芦水湾旅游度假区（4月12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彭韵佳 顾天成

要解决看病就医问题，优质医疗资
源的“蛋糕”怎样能够既做大，又分好？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圈定
今年要点，细化医改“路线图”。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和均衡布局

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一般的
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里
解决——就近“看上病”“看好病”是
群众的期盼，也是深化医改的方向。

根据安排，今年将继续推进国家医
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发挥
其引领辐射作用。同时，发挥省级高水
平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增强市县级医
院服务能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和优化就医秩
序。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既要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把“蛋
糕”做大，又要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

源，把“蛋糕”分好，构建起有序的就
医和诊疗新格局。

目前，全国已布局10大类17个国
家医学中心，8个省份试点建设26个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今年，将围绕死亡
率高、疾病负担重、转外就医集中、严
重危害群众健康的病种，继续开展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基本完成全国
范围内的规划布局。

此外，支持各省份参照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模式，推进在省内建设区域
医疗中心，引导省会城市和超（特）大
城市中心城区的医院支持资源薄弱地
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伸。

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2012年始，福建三明以虚高药价
为“靶点”，对千头万绪的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展开“靶向治疗”。

从严控药品流通环节价格“注水”
的“两票制”，到医疗、医保、医药领
域“三医联动”，当地持续探索建立维
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
运行新机制，让百姓、医务人员、医疗

机构等多方主体受益。
此后，三明医改的经验在全国得到

大力推广。
今年，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仍是

重点工作任务，涵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工作、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公立
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加强综合监管
等举措。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2年，将围绕继续压实地方党委政
府责任、持续开展推广三明医改经验监
测评价等重点，对工作任务进展缓慢、
成效不明显的地方开展专项调研和督促
指导，遴选深化医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
的地市并给予奖励，推动三明医改经验
在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
体。各级各类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
持续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
及性发挥重要作用。

据了解，今年将点面结合，推动试

点医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公立医
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开展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评价。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要指导14家试点医院对标国际一流，
加强学科建设和医学科技创新，并要求
试点医院坚决维护公益性，充分调动医
务人员积极性，深化薪酬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人员支出占比和稳定收入占比。

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既要
在老百姓就医诊疗上做文章，也要把公
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省市县三级疾控体系、重大疫情救
治基地、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地市级城
市P2实验室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
信息显示，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
排结构安排不低于300亿元支持卫生健
康领域项目。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着力增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落实预
防为主，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加强医防协
同，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保护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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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医疗资源怎样均衡布局？
深化医改2022年“划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