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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百年史启示了我们什么
范荣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百年老厂的生长曲
线，为我们观察北京城市进步和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生动视
角。当时与势不断把我们推到一个个新的十字路口，如何实现由
大向强的关键一跃？除了要有判断大势的智慧、投身时代洪流的
自觉，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份参与历史、胸怀家国的豪情。

“公众人物”
不是特权人物

鲍南

沙特油田遇袭折射
海湾已入恶性循环

钮松

红色教育不能有“打卡”心态
郑宇飞

开国大典复原照
为何能震撼人心

晁星

香港不可能成为索罗斯们的提款机
李晓兵

“网”
9 月 14 日，来自沙特境内的阿布盖格炼油厂和

胡赖斯油田的声声巨响打破了原有的平静。此番空
袭令沙特措手不及，也给全球石油供应及油价带来
了巨大不确定性。尽管沙特是此次袭击的直接受害
方，但美国杀气腾腾的追凶举措极大盖过了沙特的
势头。美国不接受胡塞武装的自我“爆料”，而是毫无
悬念地将矛头直指伊朗，认为伊朗才是油田袭击案
的元凶。

事实上，自今年5月2日美国单方面取消对伊朗石
油进口的制裁豁免以来，海湾地区涉油暴力事件与冲
突频生。伊朗扼守的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出现了数起针
对沙特、日本等美国盟友的油轮破坏事件，美国坚决

“咬定”这都是伊朗所为。英国属地直布罗陀扣押伊朗
油轮事件，更直接催发了伊朗的反制。可以说，油轮破
坏事件、油轮扣押事件和油田空袭事件，出现在美伊关
系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之下，美国强烈的反伊立场使其
执著于伊朗是袭击者这一自认的“事实”。对此，伊朗外
长扎里夫讽刺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已经演变为

“极限欺骗”。
就此次沙特油田受袭事件对美伊关系的影响来

看，也门胡塞武装和对伊威胁动武是两个重要的关键
词。也门内战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重要战场，美国支持
的沙特为首的联军和也门政府军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
装之间的激烈对抗有着明显的“代理人战争”色彩。沙
特深陷也门战事已明显“引火上身”，这也会增加其对
美国的不信任感。尽管美国否认是胡塞武装发动了空
袭，但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外相关目标的袭击活动
实则层出不穷。扎里夫表示，美国的否认“也许是因为
其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武器未能拦截也门炮火而感到尴
尬，但指责伊朗并不能改变这一点，结束战争是解决所
有问题的唯一办法。”

从美国角度看，尽管特朗普第一时间抛出了“子
弹上膛”的狠话，但次日又宣布无需“仓促”行事，这反
映了其在对伊遏制政策上仍偏重于非军事手段。特朗
普在此事件中的战争语言可被视为是对伊“极限施
压”的延续，将战争作为手段的可能性仍然较低。不仅
如此，特朗普甚至还不断为该事件降温，一方面声称

“外交没有耗尽”，一方面声称美国是“能源净出口国
且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在自我打气的同
时，还不忘用“石油牌”来安抚沙特，不仅表示支持沙
特提升未满负荷运转的海上油田的产量，还批准“必
要时”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调拨资源。或许好战的
博尔顿离开白宫，对背负强大战争压力的特朗普也是
一种“解脱”。

石油收益是伊朗国民经济的生命线，美国对伊
石油制裁必然引发伊朗方面的剧烈反弹。遭受石油
日产量减产五成“切肤之痛”的沙特于 9 月 18 日正式
宣布加入美国主导的、矛头指向伊朗的“中东护航联
盟”，美国也宣布进一步加大对伊制裁力度，这又将
加剧新一轮的美伊、沙伊博弈的烈度。总体而言，海
湾地区的涉油争斗已陷入了沙伊两败俱伤的恶性循
环之中。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今日上映的电影《决胜时刻》，给观众准备了一
个大“彩蛋”——片尾将播放时长 4 分钟的开国大
典彩色纪实影像。能够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如
此超清画质的珍贵影像，大伙纷纷叫绝，“震撼”“请
多排片”。

一个个历史节点，一页页山河变迁。开国大典，新
中国沧桑巨变的起点，深深烙印在国人的集体记忆中。
在课本上、在影视作品里，每每读到、听到、看到这一历
史时刻，那份激情与澎湃总会油然而生。而今，在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之际，开国领袖的庄严宣告依然响彻云
霄，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
道一句，“这盛世如你所愿”。

图片是凝固的历史，影像是岁月的再现。感动源于
巨变与飞跃，也源于历史影像带来的那份真切。其实，对
于许多历史事件，我们是既熟悉又陌生。就拿开国大典
来说，我们都知道，对其中的诸多细节也能如数家珍。但
这份认知大多来自文字以及珍稀黑白影像，在时间、空
间上难免有一些距离感。而这一次，在超清的历史影像
中，凝固的时间重新流动，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音容笑貌
以及许多历史细节清晰可见，你我仿若亲临盛事，历史
的丰富、深厚与生动就此展现。

而这一珍贵的“彩蛋”，得之可谓意外。导演黄建
新偶然听闻，在网上看到过开国大典的彩色录像。为
此其费尽心力、几经波折，终于在俄罗斯档案仓库中，
找到了一段 4 分钟的开国大典影像。后经修复，胶片
宛若新生。这启示我们，近代以来，限于特定时期的条
件，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的记录和保存难度较大，但这
并不意味着一些史料不存在。就现实来看，有不少珍
贵的历史资料或散落民间，或沉寂于国内外的档案馆、
图书馆，下番功夫收集挖掘、系统梳理，一定能有意想
不到的收获。

历史是厚重而沉静的，但它会因细节的完善而更加
丰满鲜活，会因呈现方式的立体而更加有血有肉。开国
大典复原照震撼人心，对我们是启示也是提醒，“论从史
出”，无论是抗战史、解放战争史还是近现代史，我们都
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去挖掘、保护、利用、记录相关史
料，让它们更清晰呈现在大众面前，让我们的历史记忆
更加真实丰富、栩栩如生。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临近，红色教育
随之升温。大量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感
受红色精神，触碰澎湃初心。就拿刚刚向社
会公众开放的香山革命纪念地来说，八处革
命旧址仅中秋三天小长假就接待了五万多
人，十大本留言簿被写得满满当当。

红色教育基地红火起来，当然是好事。通
过文献档案、影像视频，重温激情岁月，缅怀先
辈事迹，对于每位参观者来说都是一次深刻的
精神洗礼。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红
色资源不断被挖掘开发，红色教育基地日渐增
多，摩肩接踵的人潮中，持有“打卡”心态的确
有不少，在大门前拍张合影，便“党旗一收、四
散而去”的支部也不在少数。上网一搜，随处

可见的攻略指南，将“打卡”路线、最佳拍照点，
介绍得明明白白。只求身到、不求心到，这样
的红色教育多少有些变味。

红色教育沦为“到此一游”，背后原因是
多方面的。而最根本的，恐怕在于心态没有
摆正。或是想着“完成任务”，或是只图合影
露脸，心思根本没放在学习体悟上。也有一
些单位，将组织红色主题活动当成“例行公
事”，觉得这是上面要求的“规定动作”，关键
在“留痕”，人头凑齐、亮出党旗，或是穿上军
装、唱了红歌就算“程序圆满”。而另一方面，
现实情况也确实“吓退”了不少真心学习
者。每到节假日或重大时间节点，各大红色
教育基地总是人满为患，所到之处往往没有

细致的讲解、周到的服务，只有拥挤不堪的人
群和维护秩序的口令。再珍贵的书卷、再动
人的故事在这样的一片嘈杂中，怕也难让人
驻足细品。

红色教育基地不是旅游景点，想要有所
收获必须端正态度。走进纪念馆，是为了从
历史中汲取力量；参观旧物，是为了从先辈处
获得启迪。品味红色记忆，感悟峥嵘岁月，必
须得“走心”。抗战老兵在老照片前驻足良
久，眼含泪光；母亲握着年幼孩子的小手，一笔
一画写下“祖国生日快乐”，这样动人的场景背
后是心有所感。静静聆听，细细品味，将自己融
入到那些过往的历史中，才能更加懂得今天的
幸福生活从何而来，才能知晓未来该走向何处。

参观要“走心”，组织布展更得“用心”。
在特殊节点，提前增设服务，疏解人流、避免

“扎堆”，让参观者有更好的体验，再去谈获得
感才有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将功夫用在“平
时”。红色教育的方式不止一种，相比于提供
拍照场地、机械背诵讲稿这些“套路”，利用先
进技术，主动探索灵活生动的展陈方式，打造
真实可感的现场体验等，或许更能打动人
心。总之，不让红色教育流于形式，还需要多
动脑筋、多花心思。

“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
递。”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我们才能不忘初心，扎实
走好逐梦新征程。

高炉筒仓犹在，却早已不见钢花飞溅；
曾经的冷却塔告别蒸汽氤氲，焕然一新映衬
着冬奥滑雪大跳台……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之际，首钢迎来百年生日，市委书记蔡奇专
程到新首钢地区调研，送上“首钢百年恰似
风华正茂，面向未来再创时代辉煌”的美好
祝福。

100 年浪淘风簸，流沙见金；100 年淬火
渗碳，百炼成钢。从动荡屈辱中起步，在建
设热潮中成长，于风雷激荡中壮大，“一部首
钢史，半部北京史”。百年首钢浓缩了北京
发展的恢弘图景，见证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
历史飞跃，与共和国追赶世界、拥抱时代的
前行脚步紧密相扣。从以“首钢速度”扛起
工业大旗，到以“承包制”引领国有企业改

革，从还首都一片蓝天毅然开启“从山到海
的搬迁”，到华丽转身用好工业遗存打造城
市复兴新地标……百年老厂的生长曲线，为
我们观察北京城市进步和中国产业结构转
型提供了生动视角。

一座城市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唯一长
新的是自我革命的激情与勇气。70年前，百
废待兴的北京“连一颗钉子都造不出来”。从
消费城市到生产城市，北京的蝶变由工业化
开始。烟囱林立、浓烟滚滚，在这场城市发展
路径的深刻转变中，以首钢为代表的一批重
工业基地纷纷落成并投产，北京在轰鸣声中，
走在了全国工业发展的前列。但城市的发展
从来不会是同一节奏的承续，改革开放的春
潮，让北京产业结构短板迅速凸显，如何摆脱

困境？从“粗放”走向“精细”，从“单调”走向
“多元”，从“又黑又重”走向“工艺轻巧”，成为
北京谋划城市发展的新起点。首钢的停产、
搬迁与变身，对接着北京对城市功能定位的
再认识，汽车、医药、电子变身产业主体，“高
精尖”已成为这座城市新的名片。发展定位
和产业布局的不断更新迭代，各大区域和各
大企业紧锣密鼓的转型升级，为这座超大城
市带来源源不绝的活力。

北京发展的跃升，又何尝不是中国现代
化进程的缩影？新中国成立之初，首钢是全
国仅有的几个能投入生产的工业基地，如
今，世界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们有
220 多种生产能力稳居第一，“世界工厂”的
地位名副其实。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

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改
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第三产业早已取代
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力
量。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处在“风口”焦
点上的“中国制造”，正在从全球产业链的中
低端奋力向上攀登。

今天的中国，在风起云涌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中加紧抢占高质量发展的高地。今天的
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深刻变革，减量发展、绿
色发展、创新发展成为首都追求高质量发展
的鲜明特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
建设首都”的路径愈发清晰。当时与势不断
把我们推到一个个新的十字路口，如何实现
由大向强的关键一跃？除了要有判断大势的
智慧、投身时代洪流的自觉，更重要的是要有
一份参与历史、胸怀家国的豪情。

新时代，新机遇。如今的曹妃甸，由首钢
人自主研发的两座5500立方米高炉和“全三
脱”炼钢厂，巍然矗立在渤海之滨，与新首钢
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隔空遥遥相望，好似一
重隐喻：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
史。把握好每一个时间节点，走好前所未有
的新征程，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祖国必将书写
新的传奇、新的辉煌。

近日，有媒体调
查发现，时下火热的
所谓“AI算命”背后，
是一条分工完整的

“吸金”生意链，通过
诱导分享、发展用户
来吸金，大有传销的
味道。

李嘉/漫画

近日，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华
尔街日报》发文称，“作为开放社会基金
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 当 下 中 国 的 兴
趣 ，超 过 了 对 美 国 的 国 家 利 益 的 关
心。”听罢这番不知所谓的妄言，再看索
罗斯又一次败走港股的消息，尤为耐人
寻味。

香港近几个月来的持续动荡，与“外
部势力”的介入密不可分。而随着局势
的演进，国际炒家的身影也若隐若现。
有媒体报道，索罗斯正勾结反对派幕后
金主黎智英，企图做空港股谋利。事实
上，这位被称为“颜色革命”全球金主的
投机者，一直对香港“情有独钟”。1998
年，索罗斯就曾把矛头对准这里，可在特
区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下，铩羽退场。如
今，其又卷土重来，结局自是早已注定。
今天的香港，已经从一个单一转口贸易
港口发展成为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自由
港。在回归祖国的 22 年时间里，香港连
续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贸易
自由、金融自由、财政健康等方面位居前

列，在司法法治环境、营商环境、投资自
由和监管制度方面也具有充分的优势。
同时，香港目前是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
离岸人民币中心，是中国金融开放的“试
验田”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通道。企
图在金融市场祸乱香港，将之作为“自由
提款机”，绝对不可能得逞。

“金融大鳄”浮出水面，让我们看到
了香港修例风波背后暗流涌动的复杂动
向，以及一个又一个乱港黑手的险恶动
机。风波伊始，美国一些政要及外交官
员频频会见祸港乱港头目，一些西方媒
体则搬弄是非、大肆炒作，将暴力活动美
化为“和平示威”，把警员执法抹黑为“使
用暴力”；更有一些所谓的使领馆工作人
员，直接冲到前台，在街头煞有介事地为
暴徒乱港提供“战术指导”……而今，黑
手们又要联手策动金融战配合“颜色革
命”，但现实却给了他们痛击。

祸港的目的是为了乱中。从外部势
力的所作所为中不难发现，某些西方大
国不但是所谓“西式民主”的“教师爷”，

更是干涉别国内政的“麻烦制造者”；不
但是兜售所谓“普世价值”的“世界警
察”，更是四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的“国际宪兵”。看似是在追求“西方价
值”，实则是对所有其他政治与社会制度
的极度偏见。而形成这些偏见的深层原
因，是对“异己”成功的恐惧，亦是对“被
取而代之”的恐惧。只不过，在全球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市场信心不断受挫的当
下，美国搅乱香港，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既损人也不利己，还将增加世界经济的
波动和不确定性，必然招致包括香港同
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强
烈反对。

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
也不怕事。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中国会
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
果。想通过打“香港牌”捞取好处，索罗
斯跳出来了，下面很可能还会有人跳出
来，但我们只想送上一句，痴心妄想。

（作者系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

这两天，某女演员因携带违禁品被查在高铁
站撒泼一事，引发舆论关注。“我是公众人物”“你
完了”……脱口而出的嚣张雷语，毫无意外冲上
话题热搜。目前该演员因阻碍执行公务、扰乱公
共场所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演艺公
司也火速与其解约。

一段时间以来，明星在机场车站刁蛮耍横的
新闻，屡屡刷屏。年初，某女明星“碰瓷”海关，试
图利用网络倒打一耙污蔑海关“为人民添堵”；年
中，某女歌手“批判”边检，称其蛮不讲理、私用职
权，最后同样被证明是无理取闹。这些所谓的明
星，拿得出的作品不多，对自我的认知却眼高于
顶，可笑又可悲。

不禁要问，这些人何以跋扈至此？从现实来
看，很多时候，一些明星确实享有着不大不小的
特权。出门总是保安开道，到哪都有“快速通
道”；还有人上大学可以不军训，有点影响力就能
随便混个文凭，甚至博士论文都可以轻松过关。
此外，他们也有着更多话语权，在微博上表达几
句观点，就能引来一大批人围观……再加上粉丝
的包容与放纵，更为之营造出“天大地大我最大”
的错觉。久而久之，一些人便愈发膨胀，到哪都
想要别人让自己三分，甚至觉得法律都能对自己
打个折。

作为公众人物，知名度不是横行无忌的通行
证。相反，其更应该比常人严格约束自己，谨言
慎行。对那些平日里飘飘然惯了，动不动就放飞
自我的所谓“明星”，需要用严格的执法使其警醒
起来。而我们也看到，在充分的违法事实和严肃
的依法惩处面前，这些跋扈之人很快就成了“霜
打的茄子”，发布道歉求原谅，也几乎成了事后的
基本操作。“德不配位”，结果势必跌得更惨。

法律面前没有特权人物，也不认“公众人
物”。不管是谁，一旦触碰底线与红线，“完了”都
是迟早的。

画说 新闻

以思想锐度冲破众声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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