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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高级别官员接连访问非

洲。先是美国财政部长对塞内加尔、赞

比亚、南非进行访问，后有美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对加纳、莫桑比克、肯尼亚进行访

问。美国这一系列举动，似乎想传递“重

返非洲”的信号。其真正目的并非为了

开展对非合作，促进非洲发展，而是为了

“对抗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并企图拿

非洲国家债务负担等话题说事，离间中

非关系。

其实，谁真正重视对非合作、谁真

心实意帮助非洲发展、谁真正致力于增

进非洲人民福祉，非洲人民心中自有一

杆秤，最有发言权。2023 新年伊始，中

国 外 长 秦 刚 应 邀 访 问 埃 塞 俄 比 亚 、加

蓬、安哥拉、贝宁、埃及和非盟总部、阿

盟总部，延续中国外长连续 33 年年初首

访非洲的传统。这次中非之间的友好

交流互动，再次充分证明中非传统友谊

历久弥坚。

中非友谊是双方风雨同舟、患难与

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今天，中非

合作早已成为南南合作的标杆，展现出

旺盛生命力。从有约半个世纪历史的坦

赞铁路，到不久前竣工的非洲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总部一期项目，中非合作不断

深化拓展、提质升级，双方在基础设施建

设、绿色经济、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硕

果累累，中非人民的“合抱之手”越握越

紧。回顾中非友好交往历程，不断推动

务实合作再上台阶是双方友谊不断深化

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中非务实合作顺应时势、

与时俱进。从先后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

下 宣 布 对 非“ 十 大 合 作 计 划 ”“ 八 大 行

动”，到发布《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制

定实施“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再到

创立中非经贸博览会、非洲好物网购节，

中国始终立足于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发展

“痛点”，同非洲国家开展各领域务实合

作，把非洲自主可持续发展同中国自身

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持续为非洲发展提

供动能和机遇。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过去 10 年，中

国积极推进与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对

接，支持非洲各国提升可持续发展和自

主发展能力。与单一领域或项目的合作

相比，对接发展战略要求双方有更高的

政治互信、更强的合作意愿。中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

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在实现经济发

展和民族振兴的道路上互帮互助，不仅

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对于促进全球可持

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落实会议成果。高质量落实中

非合作论坛会议成果是深化中非务实合

作的关键。2021 年，中国在中非合作论

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非务实合

作“九项工程”，涵盖卫生健康、减贫惠

农、贸易促进等诸多领域。在全球经济

复苏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非务实

合作“九项工程”的提出充分表明，中国

始终致力于同非洲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齐头并进。

不断拓展合作内涵。当前，绿色发

展、数字经济等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新高

地。在绿色发展领域，中国承诺将为非洲

实施绿色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提供

援助，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在数字

经济领域，中国通过加大对非数字基建投

资、帮助非洲培养数字人才等方式，支持

非洲享受数字红利，助力非洲的数字转型

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大量事实证明，中非友好合作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在非洲争取民族独立和

解放的斗争中，中国同非洲站在一起；在

非洲加快发展振兴、更多参与国际事务

的努力中，中国同非洲站在一起。”正如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所言，未来，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等

推动下，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必将充

满勃勃生机。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

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非人民的“合抱之手”越握越紧
■马汉智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31日电 （记者

成欣、曹嘉玥）针对巴基斯坦一座清真寺

近日发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一事，外交

部发言人毛宁 1 月 31 日表示，中方对这

一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一切形

式的恐怖主义。

据报道，巴基斯坦白沙瓦市一座清

真寺 1 月 30 日发生爆炸。巴方称此次

事件为恐怖袭击。

“中方对这一事件深感震惊，予以强

烈谴责。我们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

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毛

宁说。

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义，坚定支持巴方为打击恐怖

主义、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所作的努力。

新华社伊斯兰堡1月31日电 （记者

姜江）巴基斯坦当地医院 1 月 31 日确认，

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

市 30日发生的清真寺爆炸袭击事件造成

的死亡人数升至100人，另有200人受伤。

白沙瓦警方官员穆罕默德·伊贾兹

告诉新华社记者，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

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事发时，清真

寺 内 有 350 多 人 。 爆 炸 导 致 清 真 寺 坍

塌，救援人员 31 日在废墟下找到更多遇

难者遗体。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收治伤者的白沙瓦雷丁女士医院发

言人穆罕默德·阿西姆告诉新华社记者，

至少有 200 人在爆炸中受伤，目前仍有

约 60 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和总

理夏巴兹·谢里夫发表声明谴责这起恐

怖 袭 击 事 件 。 开 伯 尔 -普 什 图 省 警 方

说，目前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袭击事件

展开调查。目前，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

堡以及拉合尔、卡拉奇、奎达等主要城市

已进入安全警戒状态。

据当地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塔利班

在爆炸发生后声称对袭击负责，但随后

又予以否认。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对巴基斯坦爆炸事件予以强烈谴责

新年伊始，美国便笼罩在枪支暴力

的血色阴影之中。2023 年第一个月，美

国接连发生造成严重伤亡的大规模枪击

事件，成为近 5 年大规模枪击事件数量

最多的一月份。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数

据，截至 1 月 30 日，美国 2023 年已经发

生 50 起造成至少 4 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

事 件 ，近 3500 人 死 于 涉 枪 事 件 ，超 过

2600 人因枪击事件受伤。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枪支暴力愈演

愈烈，“枪病”深入骨髓，政治极化、利益

集团作祟等因素导致“无药可医”，持续

折磨美国“病体”。

“ 枪 支 暴 力 是 一 场 美 国 特 有 的 危

机。”美国反枪支暴力活动人士约翰·罗

森塔尔一语道破美国枪患的严峻现实。

2023 年第一天，美国宾夕法尼亚、

北卡罗来纳等多州发生 6 起大规模枪击

事件；第一个月，单是加利福尼亚州一地

就发生 7 起恶性枪击事件，其中包括造

成 11 死 9 伤的洛杉矶县蒙特雷帕克市舞

厅枪击案。

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在社交媒体

上说，当他在医院与一起大规模枪击案

伤者见面时，又不得不前去听取另外一

起枪击事件的汇报，“悲剧接踵而至”。

加州大学戴维斯医疗中心枪支暴力问题

专家加伦·温特穆特哀叹：“我们疲惫，我

们害怕，我们愤怒。”

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

院去年参与的一项全国性民调显示，四分

之三的美国人认为枪支暴力是“重大问

题”，八成表示枪支暴力日益严峻。此外，

21%的美国人表示，过去 5 年中，自己、家

人或朋友曾经历枪支暴力，超过四成担心

未来5年自己会成为枪支暴力受害者。

1791 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

案赋予公民持枪权，从此持枪自由被视

为美国人一项重要的个人权利。在这种

“枪支文化”作用下，美国民间枪支保有

量在世界上“一骑绝尘”。瑞士日内瓦高

级国际关系学院“轻武器调查项目”研究

显示，美国民间持有至少 3.93 亿支枪，折

合每百人手中约有 120 支枪。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枪支暴力

解决方案中心联合主任乔希·霍维茨指

出，美国枪支暴力问题同其他国家相比的

一大区别是：在美国想有枪太容易了。

虽然美国联邦法律要求对所有枪支

销售进行背景审查，但难以约束私人间

的枪支交易。美国倡导加强枪支监管组

织“每个城市支持枪支安全”网站资料指

出，由于这一漏洞，即便是有重罪史的人

也可以轻易买到枪。

在此条件下，工作和生活压力、经济

困难、家庭不睦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涉枪

暴力事件的导火索。新冠疫情期间，美

国经济、社会遭受严重冲击，枪支销售激

增，大幅打破此前纪录。霍维茨说，人们

似乎想要购买枪支获得安全感，而暴力

事件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催化人们的恐惧

感，以致更多人购买枪支。

美国枪击悲剧接连不断，谁之过？

在美国控枪倡议团体“妈妈们要求采取

行动”创始人香农·沃茨看来，“美国枪支

暴力问题是政治性的”。

最近，美国政治漫画网一幅漫画一

针见血：画中，在一块块写有“大规模枪

击案”的墓碑旁，象征美国国会的鸵鸟将

头深深地埋入土里。

多年来，控枪问题是美国两党政客

博弈的一个焦点。每当枪击悲剧发生

后，政客们上演的几乎是同样的剧本：民

主党人呼吁加强枪支管理，共和党人指

责是人之过而非枪之过。一番嘴仗后，

政策未见推动，法案未见落实，新的枪击

事件继续发生……

去年 6 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

旨在加强枪支监管的法案，但从结果上

看并未缓解持续恶化的枪支暴力问题。

加州近期几起枪击事件后，拜登又敦促

国会通过一项民主党人发起的更为严格

的枪支管控法案。不过，新一届国会众

议院由共和党控制，这一法案“落地”前

景并不乐观。

美国势力强大的枪支游说团体也

是问题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以全国

步枪协会为代表的反控枪组织以及它

们 背 后 的 枪 械 制 造 商 向 美 国 政 客“ 慷

慨 ”输 送 政 治 献 金 ，以 阻 拦 控 枪 立 法 。

沃茨说：“全国步枪协会花钱让政客们

不作为。”

（据新华社华盛顿 1月 31日电 记

者孙丁）

“枪病”入髓折磨美国“病体”

春节期间，我第 3 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坚守战位，飞行日飞行时间在 6个小时以上。部署两个月以来，

分队安全飞行 315架次，运送人员 3600余人次、货物 34吨。图为分队执行人员转运任务。

赵领燃摄

1 月 31 日中午，年过九旬的菲律宾

“慰安妇”幸存者埃斯特莉塔和娜西萨顶

着烈日，在众人搀扶下，来到日本驻菲律

宾大使馆门前。她们举起横幅，用力喊

出口号“为和平奋起，为正义奋起，不要

侵略战争！”

埃斯特莉塔和娜西萨是菲律宾仍然

在世且尚能外出活动的两位“慰安妇”幸

存者。她们此行目的是抗议日本政府在

定于当天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最

新报告中，只字不提二战期间强征“慰安

妇”的暴行。

菲律宾“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菲律

宾祖母联盟”协调人莎伦·席尔瓦告诉记

者，日军 1942 年至 1945 年侵占菲律宾期

间，强征约 1000 名当地妇女充当“慰安

妇”。自“菲律宾祖母联盟”1994年成立以

来，共有 174名“慰安妇”受害者先后加入，

如今仍在世的已为数不多，年纪最大的 96

岁，最小的也已 92岁，她们直到离世可能

都无法等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和赔偿。

席尔瓦说，日本政府不顾周边国家

的反对，在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用

于国别人权审查的最新报告中继续掩盖

强征“慰安妇”的暴行。

“日本政府继续无视菲律宾‘慰安

妇 ’问 题 ，这 非 常 不 公 正 ，”席 尔 瓦 说 ，

“‘慰安妇’幸存者们已忍受半个多世纪

的痛苦。我们敦促日本正视过去，真诚

反省侵略历史。”

面对日本近日大幅增加防卫预算、

加强与菲律宾军事合作力度等动作，埃

斯特莉塔、娜西萨和席尔瓦等人在抗议

活动中一同摇响铃铛，寓意向所有人敲

响警钟。

埃斯特莉塔和娜西萨告诉记者，作

为战争亲历者，只要还能走得动，她们就

会继续为争取“慰安妇”权益、反对战争

和维护和平而奔走呼号。

埃斯特莉塔说：“我们反对战争，因

为我们不希望年轻一代再受同样的苦。

我不会停下。如果我死了，我的子孙还

会继续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据新华社马尼拉 1月 31日电 记

者闫洁、王晓薇）

为和平与正义而奔走呼号
—菲律宾“慰安妇”幸存者敦促日本反省侵略历史

近期，美国 SpaceX 公司发射“猎

鹰 重 型 ”火 箭 执 行 美 太 空 军 USSF-

67 发 射 任 务 。 该 任 务 携 带 提 供 通

信中继能力的连续广播增强卫星，

以及可监控其他卫星轨迹及异常数

据的搜索卫星。这是美太空作战部

队 2023 年 首 次 国 家 太 空 安 全 任

务。分析人士指出，美持续打造太

空综合军事优势，体现了其推动太

空扩军备战、谋求独霸太空的战略

意图。

美国将太空视为“美国家军事力

量的优先领域”，提出要加强太空军

能力，以抵御“敌对行为”，不断炒作

太空战略竞争，全力支持太空作战能

力发展。

美将加强太空监视、预警与跟踪

视为“最优先任务”，通过强化监测和

预测太空“敌对行为”的能力，实现有

效威慑与防御。在 2023 财年国防预

算中，美太空军获得 263亿美元拨款，主

要用于天基导弹预警跟踪系统、全球定

位 系 统 和 通 信 卫 星 的 多 轨 道 架 构 建

设。同时，美大力研发反卫星武器及先

进太空军事装备，发展太空非对称优势

以提高多域融合威慑能力。此外，其装

备研发突出对抗性，探索发展武装卫星

等进攻性武器。

除加速相关装备研发采购外，美

还 规 划 举 办 常 态 化 太 空 军 联 合 作 战

演习。美太空军自成立以来，不断依

托 常 态 化 军 事 演 习 完 善 太 空 作 战 能

力 。 在“ 施 里 弗 ”“ 全 球 哨 兵 ”“ 太 空

旗 ”等 军 事 演 习 基 础 上 ，太 空 军 积 极

规划和举办联合作战演习。2022 年，

美太空军举办的“太空旗”演习，重点

培 训 各 军 种 太 空 作 战 人 员 在 计 划 和

决 策 过 程 中 正 确 评 估 任 务 风 险 和 兵

力风险的能力，以提高太空作战人员

主导地位。

为维护太空霸权，美国还打着国

际合作的幌子，干涉太空活动规范与

准则的制订。比如，美试图在太空交

通规则、太空技术应用出口管制、太空

应用市场监管等议题上掌握相应国际

规范制订主导权，借此对太空航天器

的运行信息全面掌控，封锁高精尖太

空技术，占据太空领域主动地位。美

国还持续加强与盟友军事合作，寻求

相互协调，共同推动达成所谓“负责

任外空行为准则”，其实质是在扩大

支持、减轻成本的同时维护其太空霸

权并围堵对手。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边积极推

动太空军事化，一边却致力于扮演“受

害者”角色。美国防部发布的报告强

调，中俄两国由于发展、测试和部署反

太空能力并发展完善与之相关的军事

理论，给美国及其盟友战略安全利益

带来极大威胁。有评论人士认为，美

贼喊捉贼的伎俩，恰恰暴露了其在太

空扩军备战称霸太空的野心。

美国持续强化太空作战能力建设

将引发新一轮太空军备竞赛，导致新

一轮的太空对抗产生。在美国的错误

示范带动下，欧洲各大国陆续推进太

空军事建设，争相出台具有扩张性的

太空战略。这不仅不利于太空的和平

利用与开发，也必然会给国际社会安

全环境带来新挑战。

美持续强化太空作战能力建设令人担忧
■孙 逊 罗桢盷

国际短波

据新华社首尔 1月 31日电 （记者

周思雨、孙一然）韩国国防部长官李钟燮

31 日同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

首尔举行会谈，讨论加强美国“延伸威慑

能力”、联合军演等问题。同日，韩国民

间团体在首尔举行抗议集会，呼吁废除

“延伸威慑”政策。

当天在首尔的战争纪念馆前举行的

集会上，民间团体“和平统一开创者”“全

国民众行动”的抗议者表示，为开启朝鲜

半岛无核化之路，首先要废除“核保护

伞”等美国的“延伸威慑”政策。

他 们 还 说 ，美 国 在 此 次 韩 美 防 长

会 谈 后 将 进 一 步 施 压 构 建 韩 美 日 军

事 同 盟 ，此 举 或 将 激 化 朝 鲜 半 岛 军 事

紧张。

韩民间团体呼吁废除美“延伸威慑”政策
据新华社安卡拉 1月 30日电 （记

者王腾飞）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 30 日

说，土耳其可能区别对待芬兰与瑞典加

入北约的申请。

恰武什奥卢 30 日对记者说，他与芬

兰方面已就该议题进行了沟通。恰武什

奥卢说，芬兰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取得

一些进展，但瑞典国内却发生了一些挑

衅性事件。

近日，瑞典发生了反对土耳其的示

威活动。土耳其照会瑞典驻土耳其大

使，就示威活动提出抗议，并取消了瑞典

防长访问土耳其的计划。另外，土耳其

认为瑞典在引渡与恐怖分子有关的罪犯

以及冻结恐怖分子的资产方面没有取得

实质性进展。

土称或将区别对待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
据新华社开罗 1月 30日电 （记者

姚兵）埃及总统塞西 30 日在开罗会见到

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强调，必须立

即在政治和安全层面采取行动，推动巴

勒斯坦和以色列局势缓和，并限制双方

采取任何单方面措施。

埃及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塞西

和 布 林 肯 就 近 期 巴 以 局 势 进 行 了 讨

论。塞西重申埃及在巴以问题上的坚

定立场，即根据国际标准，推动达成公

正和全面的解决方案，保障巴勒斯坦人

民的权利。

进入 2023 年以来，巴以地区紧张局

势加剧，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和耶

路撒冷多个地区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

并造成伤亡。

埃及总统呼吁推动巴以局势降温

新闻分析

新华社北京 1月 31日电 （记者樊

曦）记者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了解

到，31 日，中国中车旗下四方股份公司

与阿联酋阿提哈德铁路公司签署了客运

内燃动车组项目供货合同，包括 21 辆（3

列）运营时速 200 公里的高速内燃动车

组和最多 140 辆（20 列）增购可选项，以

及所有相关列车的 15 年维保服务。这

是我国客运内燃动车组首次出口阿联

酋，将助力阿联酋首次建立干线铁路客

运服务。

根据合同，该项目列车为动力集中

式的高速内燃动车组，采用 7 辆编组（2

动 5 拖），最高运营时速 200 公里，构造时

速 220 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速度等级最

高的内燃动车组。列车将根据阿联酋国

家铁路运营需求，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和

技术打造，满足阿联酋当地高温、风沙等

特殊运行环境。列车设一等座、二等座

和家庭区，将配置先进的空调系统、车厢

WIFI、充电接口等旅客设施，并配备智

能化运维系统，提供舒适智能的旅客服

务体验。

按 照 计 划 ，这 批 国 际 先 进 的 现 代

化高速内燃动车组预计将于 2025 年在

阿 联 酋 国 家 铁 路 投 入 试 运 营 ，届 时 将

助力阿联酋首次建立起干线铁路客运

服 务 ，为 阿 联 酋 重 点 城 市 之 间 提 供 更

加 快 捷 高 效 的 全 新 交 通 方 式 ，大 幅 缩

短旅行时间。

我国客运内燃动车组首次出口阿联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