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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4届会议 17
日在瑞士日内瓦闭幕。美国人权问题在
会上格外受到关注。长期以来，美国自
身人权状况劣迹斑斑，却以“人权卫士”
自居，不时对他国挥舞“人权大棒”，肆意
侵犯他国人权，在人权问题上的“双标”
昭然若揭。

漠视民众生命、歧视少数族裔、无视
国际合作……今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让美国的人权问题无处遁形。美国政府
应对疫情的方式使美国长期存在的社会
撕裂、贫富分化、种族歧视、弱势群体权
益保障不力等问题持续恶化，令美国民
众陷入深重灾难，令“美式人权”的虚伪
性和欺骗性彻底暴露。
“‘山巅之城’的形象正渐行渐远。”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这样写道。

漠视——

并非所有人的命都是命

“美国抗疫成了一场国家批准的杀
戮。”《华盛顿邮报》日前一则报道触目惊
心。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7日发
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
东部时间 17日 22时 35分（北京时间 18
日 10 时 35 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
3641539例，累计死亡病例139176例。

作为全球经济和科技实力最强、医
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美国第一时间就
收到疫情预警，但很快沦为全球疫情重
灾区，确诊和死亡病例目前均高居世界
第一。现在，新冠疫情已超过心脏病成
为美国排名第一的死因，因新冠病毒丧
生的美国人数量超过了在越南战争、海
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阵
亡的美国人总数。

面对疫情，一些美国政客漠视民众
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优先考虑选举政治
和资本利益，忽视疫情预警，延误遏制病
毒传播的最佳时机；随着疫情加重，他们
不关注如何加强防疫，反而一再将抗疫
问题政治化，频频“甩锅”和寻找“替罪
羊”；在疫情尚未得到控制之时，他们又
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无视专家警告，迫不
及待地放松防疫措施，导致疫情再次快

速反弹……美国政府表现出的自利短
见、任性低效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对美国
当下疫情之严重难辞其咎。

在这场“美国悲剧”中，老年人被无
情抛弃，养老院成为美国新冠肺炎感染
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场所。

据《纽约时报》统计，截至 7月 7日，
全美有 1.4万家养老院出现新冠病例，共
报告超过 29.6 万例确诊病例和超过 5.5
万例死亡病例，分别占全美确诊病例总
数的10%和死亡病例总数的42%。

然而，美国一些精英似乎并不在
乎。美国右翼媒体《每日连线》新闻网主
编本·夏皮罗曾在访谈节目中宣称：“如
果一个 81岁老奶奶死在养老院，这虽然
很悲惨，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就是 80
岁。”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也
曾表示，支持以老年人的生命为代价“冒
险重启美国经济”。

被牺牲的除了老年人，还有工薪族、
非洲裔、拉美裔和穷人等弱势群体。英
国《独立报》网站评论说，美国总是把人
权挂在嘴边，却忽视自己的人权义务，对
人民生命公然漠视。美国《赫芬顿邮报》
网站援引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家格雷格·
贡萨尔维斯的话说，美国政府应对疫情
的拙劣表现“非常接近于默许的大屠
杀”。

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指出，疫情蔓延和大量本可避免的死亡
是“美国政治腐朽的代价”。疫情原本应
该成为抛开分歧、展现团结的机会，却进
一步加深了政治极化。“政客将疫情视为
攫取权力和党派利益的契机，代价则是
众多美国人的生命。”

歧视——

令人“无法呼吸”的偏见

“我无法呼吸……”这是美国非洲裔
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临死前的哀求。5
月 25日，他被白人警察用膝盖跪压颈部
长达 8分 46秒后死亡，引发全球舆论哗
然，美国各地爆发长时间大规模抗议示
威。事发前不久，弗洛伊德就职的餐馆
关门，他成为美国数千万新增失业大军
中的一员。

回顾弗洛伊德的生平，从染病到失
业再到丧命，他的种种不幸既是美国长
期系统性种族歧视的结果，也是疫情期
间美国少数族裔苦难加重的缩影。
“没有什么比这场疫情下的生与死

更能体现美国的肤色差异了。”英国《金
融时报》指出，比起白人，非洲裔和拉丁
裔美国人更有可能从事维持社会运行所
必需的工作，贫困率以及患有糖尿病、高
血压等疾病的概率更高，也更易感染新
冠病毒。

美国疾控中心 6月 25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美国非洲裔居民的新冠病毒感染
率和致死率是白人的 5倍，拉丁裔是白
人的4倍。

统计显示，18岁至 64岁美国人中，
非洲裔和拉丁裔无医疗保险居民的人数
是白人的两倍以上。高昂的医疗费用迫
使大批少数族裔放弃治疗。此外，非洲
裔和拉丁裔社区的医疗机构服务质量普
遍不及白人社区。

美国全国城市联盟主席马克·莫利
亚尔说：“医疗系统对非洲裔存在偏见，
与白人相比，非洲裔患者接受的医疗服
务更少，医疗质量更差。”

少数族裔不仅面临的感染、病亡风
险更大，也更难抵御疫情带来的经济冲
击。美国劳工部 7 月初发布的数据显
示，6月份，美国白人失业率为 10.1%，非
洲裔失业率为 15.4%，二者差距达到
2015年 5月以来最大值。美国《财富》杂
志指出，疫情冲击下的种族就业鸿沟，揭
示了美国就业市场历来对少数族裔的歧
视和不公。

美国霍华德大学医学院非洲裔副院
长采利娅·马克斯韦尔博说：“看看我们
这个族群，这里是食品荒漠、交通荒漠、
教育荒漠……一切有利健康的社会因素
我们都不具备。”

无视——

“将全球都置于风险之中”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加泰霍拉移民
拘留中心，38岁的危地马拉人马文·卡
纳维每天都在担惊受怕。

卡纳维和另外 200多人同住在一个

大房间里，共用盥洗室和厕所。这个移
民拘留中心已发现大量新冠确诊病例，
但管理者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这让
卡纳维深感担忧。他抱怨：“就连一块洗
手肥皂都不给我们。”

美国一些政客不遗余力夹带私货，
利用疫情推动反移民政策，把越来越多
非法移民赶进拘留中心，却丝毫没有改
善这些收容场所的卫生条件。美国入境
和海关执法局说，6月初美国对一些拘
留中心内的 2 万多名非法移民进行筛
查，共确诊超过1700例新冠病例。

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经济和政治
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些移民拘
留中心暴发新冠疫情后，美国政府在未
做检测的情况下，仍将关押在这些拘留
中心的非法移民遣返回国，这无疑是在
“出口”新冠病毒。包括美国华盛顿拉丁
美洲研究所在内的 60多家机构发表联
合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全球疫情暴发
期间继续驱逐非法移民，称这一行为“将
全球都置于风险之中”。

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公布的数
据，自 3月起，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共
向 13个拉美国家派遣 135架次航班，其
中危地马拉、牙买加、墨西哥、哥伦比亚
和海地等国家报告在被遣返移民中查出
确诊病例。

此外，美国还截留他国抗疫物资，争
夺他国疫苗专利，禁止本国医疗物资出
口，买断相关药品，加码对他国制裁……
面对新冠病毒这一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美国无视全球团结抗疫的迫切需要，仍
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强推单边主义立
场。

在国际社会共同抗疫的关键时刻，
“退群”上瘾的美国宣布将于明年 7月退
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知名医学刊物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称美国此举
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暴行”。美国乔治敦
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说，
世卫组织正努力团结世界，而美国政府
却在破坏国际合作。美国的做法将导致
自身乃至全世界许多人丧命。

公道自在人心。一场新冠疫情，扯掉
了“美式人权”的虚伪面具，更让全世界人
民认清了所谓“自由灯塔”的人权真相。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记者杨

定都）

漠视·歧视·无视
——疫情放大镜下的“美式人权”

近日，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将美
国国会通过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签署
成法。多国人士对此表示关切，认为这
一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将进一步加
剧中美关系紧张，对国际社会应对全球
挑战以及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毫无益处。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
究中心主任巴利·拉姆·迪帕克说，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国政客受政
治利益驱动，以“民主”“人权”等借口
干涉中国内政，将涉港法案签署成法，
怂恿反华势力，威胁中国国家安全、主
权和领土完整，必然遭到中方反制。

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安全问题研究
所主任研究员阿列克谢·费年科说，美
国政客把中国炒作为地缘政治竞争对
手，在涉港、涉藏、涉疆等问题上不断
挑拨，刻意制造紧张局势，以各种手段
遏制中国发展。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
政，美方将涉港法案签署成法是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的非法行为，是其推行
遏华战略的系列步骤之一。

埃及开罗大学法学教授舒基·赛
义德认为，美方将涉港法案签署成法
是毫无理据、不负责任的行为。香港
国安法的制定和施行纯属中国内政，
他国干涉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准则。只有在国际关系准则得到遵
守前提下，各国发展及世界和平稳定
才能得到基本保障。借香港事务阻碍
中国发展，无助于世界和平稳定。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何塞·罗瓦伊纳说，香港是中国的特
别行政区，中国全国人大依法推动香
港国安立法，为“一国两制”提供重要
的制度和法律保障，有利于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美方将涉港法案签署成法
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目的绝不
是保护香港“民主”和“自由”，而是试
图牵制和遏制中国发展。

厄瓜多尔国家高等研究院首席研
究员卡塔利娜·巴雷罗认为，美方将涉
港法案签署成法是对中国内政“具有
政治性质”的干涉，是遏制中国发展、
维护世界霸权图谋的一部分。此举将
加剧两国关系紧张状态。中方完全有
理由对美方举动采取反制。美方将发
现自己无法与中国完全“脱钩”，最终
还将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
德希尔说，美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将
涉港法案签署成法是对中国领土主权
的严重挑衅，势必引起中方采取反制
措施。美方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导
致中美关系紧张加剧，对于世界防控
新冠疫情、推动经济复苏乃至应对其
他挑战绝不是一个好消息。国际社会

期待两国能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双
边关系稳定发展。

希腊学者、欧洲研究国际中心欧
洲—中国项目负责人乔治·措戈普洛
斯认为，西方国家在其话语体系中常
常忘记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的
未来在中国。美国政客干预中国内政
背后有政治利益驱动。世界不该有新
的冷战。美方必须正视的事实是，中
国发展的大势是不可逆转的，他们需
要与中国进行合作。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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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联合国 7月 17日电

（记者尚绪谦）第 74届联合国大会主
席蒂贾尼·穆罕默德-班迪 17日宣布，
希腊人玛丽安娜·瓦季诺扬尼斯和几
内亚人莫里萨纳·库亚特获得第二届
联合国纳尔逊·曼德拉奖。

穆罕默德-班迪的发言人丽姆·
阿巴扎在一份声明中说，瓦季诺扬尼
斯是希腊慈善家，她 30多年来致力于
帮助儿童癌症患者康复。库亚特是非
洲反对针对妇女和女童暴力的倡导
者。

联合国宣布第二届

纳尔逊·曼德拉奖获奖者

新华社布鲁塞尔 7月 18日电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
利 17 日发表声明，就美国政府对参
与相关项目的欧洲企业越来越多使
用制裁手段或以制裁相威胁的做法
深表关切，认为美方此举会损害欧洲
利益。

博雷利表示，欧洲政策应该由欧
洲决定，而不是由第三国决定。欧盟
反对第三国对欧洲公司合法经营实施
制裁，这种“域外制裁”违反国际法。
他说，欧盟一向欢迎对话，但“对话不
能在以制裁相威胁下进行”。

欧盟对美国频繁使用

制裁手段表示关切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16日电

（记者王子辰、李骥志）欧洲法院 16日
判决欧盟与美国达成的用于跨大西洋
传输个人数据的《欧美隐私盾牌》协定
无效，因为美国的数据保护未能达到
欧盟标准。

2016 年，欧盟正式通过《欧美隐
私盾牌》协定。但由于 2013年美国前
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披露
美国情报机构开展大规模监听活动等
原因，奥地利的互联网信息安全领域
活动人士施雷姆斯以社交网站“脸书”
的欧盟用户身份提起诉讼，希望阻止
有关数据从欧盟转移至美国。

欧洲法院判决

《欧美隐私盾牌》协定无效

本报苏丹法希尔7月16日电 张

延栋、特约记者郝兆建报道：中国第 3批
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 15日
在苏丹北达尔富尔州法希尔超级营地进
行了一次全员全装防卫演练，以增强自
身安全防护能力，应对外部冲突威胁。

当地时间 15日 8时 30分，在我维和
直升机分队所在地法希尔超级营地，随
着防卫警报响起，一场营区防卫演练拉
开帷幕。一时间，无人机紧急升空侦察，
指挥所成员迅速集合，快反分队荷枪实
弹抵达战位。

苏丹北达尔富尔州部分地区近期局
势趋于紧张。为有效应对外部冲突威
胁，我维和直升机分队有针对性开展了
此次全员全装防卫演练。

此次防卫演练持续近 1个小时。我
维和直升机分队以外部安全威胁风险等
级中最紧急的红色预警为背景，按照指

挥所、快反分队、支援分队、救护分队、预
备队编组，设置了自救互救、医疗后送、
装备护卫、协调支援等内容进行演练。
各级指挥员还进行了现场讲评和复盘总
结。

通过此次演练，我维和直升机分队
官兵安全防护意识得到增强，单兵作战
素养得到锤炼，协同作战能力得到提升，
为确保分队自身安全、顺利完成任务奠
定了基础。

我维和直升机分队进行全员全装防卫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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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日内瓦 7月 17日电

（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 17日表示，新冠疫情可能加剧世界
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多年的冲突以及
其他人道主义危机等，他呼吁各国在疫
情期间维持基本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谭德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疫
情是当今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但它并非
世界面临的唯一威胁。许多国家，特别
是一些非洲和中东国家，仍饱受多年武
装冲突和其他人道主义危机之苦。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大
暴发和为遏制疫情采取的限制措施，
使得全球约 2.2亿人长期处于紧张状
态。此外，在去年已有 6.9亿人面临粮
食短缺的基础上，由于疫情影响，2020
年可能又有高达 1.32亿人遭遇饥饿。

谭德塞表示，新冠疫情的影响“远
远超出了健康范畴”，尤其是对最贫穷
和最脆弱的国家。

世卫组织——

疫情加剧全球人道主义危机

美国海军7月16日宣布，两栖攻击

舰“好人理查德”号上的大火在燃烧4天

后终于被扑灭。据美海军第三远征战斗

群指挥官菲利普·索贝克介绍，消防人员

正在舰上进行全面核查，之后将对火灾

原因和损毁情况展开调查。索贝克说，

该舰“可以被修复”，但目前尚未决定是

否要对该舰进行修复。

这艘1998年正式服役的“黄蜂”级

两栖攻击舰，排水量超过4万吨，编制约

1000人，当年的造价高达 7.5亿美元。

2018年“好人理查德”号开始在加利福

尼亚州圣迭戈海军基地进行重大升级，

以便搭载新型F-35B短距/垂直起降战

机。火灾发生时，该舰为期两年的大修

升级正进入收尾阶段。

作为全球最强海上军事力量，近年

来美海军可谓事故不断。

首先表现为修理厂里“总上火”。以

这次停泊在圣迭戈海军基地的“好人理

查德”号为代表，暴露出美军舰船靠港期

间的防火管理存在不少问题。靠港期间

在舰人数不足，且在舰人员经验不足，加

上救灾不力和灭火设备老旧，给这次灭

火带来很大困难。

其次是正常航行“老出事”。仅

2017年，美军舰在西太平洋海域就被曝

出6起事故，且多起是撞船这样的低级

事故。究其原因，美军的现役舰船是世

界上最先进的，同时也是最忙碌的。在

世界各地大搞“航行自由”，难免“疲劳驾

驶”；同时，事故频发也显示水兵的操作

水平不靠谱。

当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美海

军和驻海外部队成为疫情的重灾区，更

使其出现勉力支撑的疲态。美军在太平

洋地区的航母一度全部趴窝，并闹出“罗

斯福”号航母舰长揭露疫情反被解职的

一幕，这对于在全球维持霸权本就兵力

捉襟见肘的美国海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

霜。

美军舰事故频发，表面上看是美军

训练不足、管理松懈、战备松弛、保障不

力等原因，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反映出的

是其战略思维僵化，在兵力有限的情况

下维持全球霸权力不从心。

美军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

力量，但再强大的力量也扛不住越来越

复杂繁重的任务。与美国战略界根深蒂

固的海洋霸权目标要求相比，美海军的

资源和能力就更显得捉襟见肘了。美国

越来越频繁地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

动，将霸权主义的本质演绎得淋漓尽致，

使得美海军在“力”与“欲”之间的矛盾逐

渐显现。

此次“好人理查德”号大火是对美国

海军的又一次打击，也是一次警醒。如

果美军仍抱着陈旧的霸权思维不变，追

求所谓“绝对优势”，不仅依旧会面临兵

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将逃脱不了盛

极而衰的命运。

(作者单位：海军研究院）

“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好人理查德”号上的大火，烧了4天终于被扑灭——

“好人”着火，折射美海军“过劳”
■刘济西 李 剑

近日，应联马团民事工程处的请求，中国第7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派官兵援助联合国民事部门更换故障电站，帮助解决相

关人员“用电荒”难题，受到高度称赞。图为官兵更换故障电站。 高 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