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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3月26日同喀麦隆总统比亚互致
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半个世
纪以来，中喀两国风雨同舟，传统友谊历
久弥坚。近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
势头强劲，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密切配合。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中方同包括喀麦隆在内的非洲国
家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携手抗击疫情，
展现了中非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喀关系
发展，愿同比亚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
交50周年为契机，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成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比亚在贺电中表示，长期以来，在两

国元首推动下，喀中互利共赢的友好合作
关系卓有成效、不断巩固。两国合作成果
为增进喀麦隆人民福祉、助力喀麦隆实现
国家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领导人
高瞻远瞩，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中国已成
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更令人振奋的
是，中国一贯重视南南合作，支持非洲国
家实现发展振兴。值此隆重庆祝两国建交
50周年之际，祝愿喀中合作更加紧密、前
景更加广阔，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就中喀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喀麦隆总统比亚互致贺电

近日，H&M、耐克等企业依据谎言，宣
称拒绝使用新疆棉花，引起中国网民广泛
声讨和抵制。显然，美国等某些西方国家反
华势力炮制针对新疆棉花的谎言，远不止
于棉花本身，背后藏着抹黑中国形象、打压
中国产业的图谋，令国际社会正义之士不
齿，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

新疆棉花生产早已实现高度机械化，
不需要大量的“采棉工”。不存在、也不需要
强制性动员采棉。所谓“强迫劳动”摘棉花
的指责，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西方一
些人和势力恶意炮制的谎言。

借棉花生事，炮制所谓“强迫劳动”“集
中营”“种族灭绝”之类耸人听闻的谎言，其
目的是破坏新疆安全稳定，阻遏中国发展。
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办公室主任、前陆
军上校劳伦斯·威尔克森曾毫不掩饰地宣
称：中国新疆有两千万维吾尔族人，如果中
情局想破坏中国的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
制造动荡，从内部搞乱中国。一段时间以
来，个别反华势力先是宣扬种种涉疆谎言，
大造舆论，随后采取制裁等手段制造混乱。
这是他们惯用的套路。

借棉花生事，还有经济上的图谋。“强迫劳动”只是借
口，“人权”只是幌子，借以打压中国产业，才是其险恶用心。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新疆是最重要产棉区，占全
国棉产量的近九成。中国棉花产量稳步提升、纺织产业不断
壮大，让美西方一些人坐不住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棉花出
口国，其特朗普政府早在去年2月就炒作新疆问题，并相继
颁布新疆棉花禁令，用的就是借人权打利益战的套路。

美西方“棉里藏刀”，蒙蔽不了世人。法国作家维瓦斯两
次赴新疆采访，撰写了《维吾尔假新闻的终结》一书，他指出

“西方关于新疆的大量谎言，都是那些从未去过新疆的人散
布的”。美国网站“灰色地带”上月发表调查报告指出，美国
国务院对中国“种族灭绝”指控基于数据滥用和极右翼分子
毫无根据的断言。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
会议上，几十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利用涉
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出于政治动机对中国进行无理
指责，停止以人权问题为借口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涉疆问题的实质是反暴恐、反分裂问题。在打击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危害更大，更加不得人心。

奉劝美国等西方的一些人和势力，停止在新疆问题上
的政治操弄，趁早丢掉借涉疆问题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
发展的幻想。同时希望有关企业尊重市场规律，纠正错误做
法，避免商业问题政治化。中方欢迎外国企业和人员在中国
经营和发展，但反对基于谣言和谎言对中国进行恶意攻击、
甚至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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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近日公布修订后的《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自2021年6月1日起
施行。条例有哪些亮点？意义何在？国家
药监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26日在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进行了解读。

医疗器械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
命健康。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徐景和表示，
条例增加了许多新制度、新机制、新方
式，简化优化了审评审批程序，细化完善
了医疗器械质量安全全生命周期的责
任，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
力度。

司法部立法三局局长王振江表示，
条例加大了对涉医疗器械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为守
法企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具体来看，一是对涉及质量安全的违

法行为提高处罚力度，最高可以处货值金
额30倍的罚款；二是加大行业和市场禁
入处罚力度，视违法情节对违法者处以吊
销许可证件、一定期限内禁止从事相关活
动、不受理相关许可申请等处罚；三是增
加“处罚到人”措施，对严重违法单位的相
关责任人员处以没收收入、罚款、5年直至
终身禁止从事相关活动等处罚。

国家药监局器械监管司司长王者雄
表示，条例从多个维度强化了医疗器械
上市后监管，新增了职业化专业化检查
员制度和责任约谈制度等，规定了对违
法行为处罚到人，进一步明确了监管职
责，丰富了监管手段，创新了监管方法。

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司长江德元
介绍，为满足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需要，加快将应急医疗器械投入使

用，条例系统总结疫情防控工作经验，新
增和完善了以下制度：一是优先审评审
批制度，对创新医疗器械实行优先审评
审批；二是附条件批准制度，对应对公共
卫生事件急需的医疗器械，在综合平衡
获益和风险的基础上，可以附条件批准；
三是紧急使用制度，出现特别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
康的紧急事件，可以在一定范围和期限
内紧急使用医疗器械。此外，条例还增加
了临床急需特批进口制度。

“近日，我们已经启动了《医疗器械
注册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并对医疗器
械应急审批程序进行修改和完善。”江德
元说，下一步，国家药监局将结合配套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修订，进一步完
善相关制度。（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提高违法成本，严惩违法行为
——聚焦《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亮点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3 月 26 日，国家航天局发布 2 幅
由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
探测器拍摄的南、北半球火星侧身影
像。图像中，火星呈“月牙”状，表面纹
理清晰。

“天问一号”探测器飞行至距离火
星1.1万千米处，利用中分辨率相机拍
摄了火星全景。此时，由于探测器处
于火星侧后方上空（以面向太阳为前
方），得到两幅“侧身”影像。

目前，“天问一号”探测器已经在
停泊轨道运行一个月，高分辨率相机、
中分辨率相机、矿物光谱仪、火星能量
粒子分析仪、离子与中性粒子分析仪、
磁强计等载荷陆续开机，对火星开展
探测，获取科学数据。

图为北半球上方火星影像。北半
球影像由“天问一号”中分辨率相机于
北京时间2021年3月18日拍摄，此时
环绕器轨道高度约1.15万千米。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国家航天局发布“天问一号”拍摄火星侧身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