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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巴格达 7 月 10 日电（记者董亚
雷、凡帅帅）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从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手中获得解放五周年
之际，新华社记者再次探访摩苏尔老城。如
今，城市面貌有了不小改善，但残垣断壁仍
随处可见，民众的生活正缓慢回归正常。

“生活真的变好了”

　　周末早上的摩苏尔老城里，著名的阿塔林
市场挤满了为庆祝宰牲节赶来采购的市民。一
家不到 10 平方米的肉店里，店主阿勒万正和兄
弟忙个不停。抬头看到记者，他热情地向我们
打招呼。“生活真的变好了！现在店里的营业额
和去年相比至少翻了一番，每天来往顾客络绎
不绝，家里人都得过来帮忙。”阿勒万兴奋地说。
　　 2019 年，因战争破坏废弃多年的阿塔
林市场经过修整后重新营业。阿勒万说，去
年的这个时候，市场里的商铺只有不到四成
在营业，而现在几乎所有商铺都已重开，热
闹的生活气息又回来了。
　　家住摩苏尔东部城区的达尔沙德特意
来到西部老城采购。“五年来摩苏尔人民重
建家园，每年都有新的进步，城市的经济和
安全形势有了很大改善。”
　　除阿塔林外，其他传统市场也基本恢复
正常，紧邻阿塔林市场的萨拉伊市场里近九成
店铺重新开张，阿拉伯香料、香甜的椰枣、新鲜
的牛羊肉……商品琳琅满目，吆喝声不绝
于耳。

老城面貌在恢复

　　 7 月的摩苏尔最高气温超过 45 摄氏度，
炎炎烈日下，工人们正对努里清真寺进行修
复施工。5 年前，溃败的“伊斯兰国”武装分
子炸毁了这座拥有 800 多年历史的地标建
筑。2018 年伊拉克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和阿联酋政府签订协议，重建努里清真寺。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方工程师奥马
尔·塔卡介绍，在教科文组织“重振摩苏尔精
神”倡议支持下，努里清真寺及其宣礼塔的修
复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从 2019 年至今，
工人们在现场清除了约 5600 吨瓦砾和 11
个爆炸装置。现在，他们正利用清理废墟时
收集的砖块修复宣礼塔，使其尽可能恢复原
貌。修复工作有望在 2023 年底前完成。

　　在摩苏尔老城里，正在进行中的基础设
施项目随处可见。在老城北部，工头穆罕默
德正指挥工人给马路铺沥青。摩苏尔市市长
阿明·法纳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过
去 3 年，摩苏尔所在的尼尼微省政府制定了
约 1700 个重建项目，涵盖卫生、水利、电力、
排污、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目前已完成
1200 多个，剩余项目将在年底前完工。

回家之路仍艰辛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长达 9

个月的解放摩苏尔战役中，美国主导的国际联
盟部队对摩苏尔老城实施无差别轰炸，整个老
城沦为废墟。数据显示，约 13.8 万栋房屋被毁，
在摩苏尔西部，被夷平的房屋超过 5.3 万栋。
　　从底格里斯河畔向摩苏尔西部望去，废
墟清理工作远没有结束。国际移民组织 5 月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3 月，在伊拉
克境内仍有超过 118 万民众流离失所，其中
来自摩苏尔的人数超过 24.6 万。
　　依靠多方援助，市民菲拉斯·哈立德终于完
成自家房屋重建，然而生活并无多大改善，所在
街区仍到处是断壁残垣。哈立德的女儿在战火

中不幸受伤残疾，不久前还患上了糖尿病，全
家生活雪上加霜。他无奈地告诉记者，由于
一直没找到工作，一家人只能靠援助生活。
　　渔民莱斯·纳吉姆抱怨道，5 年来他所
在街区没有一点改善，政府总以预算不够为
由敷衍。
　　在摩苏尔，随处可见在危房中恢复营
业的商铺。苏莱曼的餐厅位于摩苏尔老城
以西一栋曾遭轰炸的危房里，二层损毁严
重的屋顶随时有可能坍塌。
　　“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在完好的楼房
里经营餐厅。”苏莱曼说。

　　 2002 年 7
月 9 日，非洲联
盟（非 盟）作 为

一个统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
方面事务的政治实体正式成立。20 年来，非
盟在机构建设和政策引领、经济一体化、和平
与安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诸多成就，努力
推动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以一个声音”说
话，带动非洲国际影响力和地位持续提升。
当前，中非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构建新时代
中非命运共同体前景光明。

成就挑战并存

　　非盟的前身是成立于 1963 年的非洲统
一组织（非统）。2002 年 7 月，在第 38 届非
统首脑会议上，非盟正式取代非统，非洲国家
联合自强的历史进程开启了新阶段。
　　 20 年来，经济一体化建设始终是非盟的
重要议题，而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是非盟近
年来着力推动的重点项目。非盟希望通过该
项目为成员国发展创造更多机遇，减少贫困
和失业人口，进而消除暴力活动滋生的温床。
　　非盟 2012 年正式批准建立非洲大陆自
贸区。此后，经过成员国谈判和各国议会审批
等阶段，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正式生效。2021 年 1 月非洲大陆自贸
区正式启动。作为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具
有重要意义的突破性进展，非洲大陆自贸区对

提升区域内国家间贸易，实现优势产业互
补，增强经济发展自主性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银行与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 6
月共同发布报告认为，非洲大陆自贸区有
望为非洲带来巨大发展机遇。报告预测，
从现在起至 2035 年，非洲国家有望新增
1800 万个就业岗位，帮助 5000 万人摆脱
极端贫困。
　　非盟还积极构建集体安全机制，在冲
突预防管理、冲突后重建以及和平建设等
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在“非洲问题非洲解
决”的原则下，非盟通过向域内国家派出选
举观察团、派遣特使和特别代表等方式，斡
旋协调成员国政治危机；通过加快组建非
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提高直接介入
非洲安全危机的能力；非盟还支持成员国
和次区域组织主导的维和安全行动，推动
非洲安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孙红表示，为逐步提升非洲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非盟努力在全球
治理体系中提出非洲方案，积极推动非洲
国家在涉及非洲集体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
取统一立场，在国际舞台发出统一声音。
　　与此同时，近年来世界格局加速演变，
大国博弈加剧，新冠疫情持续蔓延扰乱各国
发展，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在此背
景下，非洲国家自身面临的诸多挑战对作为
泛非领导机构的非盟形成严峻考验。

　　孙红指出，目前非洲经济复苏步伐明
显落后其他地区，多国政局进入动荡调整
期，部分地区的暴恐势力呈扩张趋势，极端
天气等自然灾害加剧非洲粮食危机，各种
因素叠加导致非洲大陆需要人道主义救援
的人口急剧增长。与此同时，在大国博弈
背景下，非洲国家也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
内部团结遭遇严重挑战。如何更好地团结
非洲各国，克服多重挑战，确保非洲未来发
展规划稳步落实，成为摆在非盟面前的现
实考验。

促进中非友好

　　长期以来，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
非友好合作一如既往。一个是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奋斗历程、一致的
发展任务，将中非紧密联系在一起。
　　非盟成立以来的 20 年间，中非友好
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2006 年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确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
系。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
会 确 立 中 非 全 面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定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推动中非关
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中非经济合作迅速发展。2015 年中
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和 2018 年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分别宣布实施“十大合作
计划”和“八大行动”，将中非经贸合作水平
推向历史新高。
　　中非社会合作方兴未艾。中国积极同
非洲开展减贫、卫生、教育、科技、环保、气
候变化、青年妇女交流等社会领域合作，通
过加强交流、提供援助、分享社会发展经
验，帮助非洲国家提高社会综合发展水平，
为非洲经济发展创造内生动力。
　　中非人文合作日益扩大。中非文化、媒
体、科技、智库和青年妇女交流全面深化，进
一步促进中非民心相通，夯实了中非关系发
展的基础。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稳步拓展。中国在
充分尊重非洲意愿、不干涉内政、恪守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基础上，积极探索建设性参
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
　　放眼世界，新冠疫情仍持续蔓延。面
对疫情严峻考验，中非携手应对，中非友谊
得到新的升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

“非中团结以及更加良好的多边合作是我
们赢得抗疫斗争的关键。”
　　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院长李洪峰
表示，非盟在促进中非合作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确保中非在合作领域和合作目标
上进一步精准定位。非盟不仅为非洲和平
与发展作出贡献，更为中非合作营造了良
好的氛围。
     (记者刘佑民)新华社北京电

非盟二十年成果丰硕　中非合作前景光明

重建中焕发生机的摩苏尔老城

▲ 7 月 3 日，工人在伊拉克摩苏尔老城参与努里清真寺的修复施工。新华社发（哈利勒·达伍德摄）

　　新华社喀布尔 7 月
9 日电（记者邹学冕）7
月 9 日，阿富汗迎来传
统节日宰牲节。在首都
喀布尔一处集市上，小
贩们吆喝声不绝于耳，
络绎不绝的顾客前来采
购干果、糖果等过节必
备食品。然而，不少人
乘兴而来却只能败兴而
归，物价高涨令许多普
通民众望而却步。
　　“我本来想买些开
心果回去，但价格实在
太高了。”穆姆塔兹说。
　　穆姆塔兹今年 23
岁，靠每天在街头帮别
人搬重物为生。他告诉
记者，阿富汗经济形势
严峻，购买大件商品的
人大幅减少，他的生计
也受到影响。现在，他
平均每天仅能接到一两
单生意，一天下来也只
能挣 50 至 60 阿富汗
尼（1 美元约合 88 阿富
汗尼）。
　　去年 8 月底，美军
从阿富汗撤离，结束阿
富汗战争。美国入侵阿
富汗 20 年来，夺去了包
括 3 万多平民在内的
17.4 万阿富汗人的生
命，近三分之一阿富汗
人沦为难民，超过一半
阿富汗人面临极端饥
饿。美国撤离后继续对
阿制裁，冻结阿富汗中
央银行数十亿美元海外
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
外汇紧缺，物价上涨，经济形势恶化，民众贫困
加剧。
　　“我们希望美国解冻阿富汗资产，这笔钱属
于阿富汗人民。”穆姆塔兹说。
　　菲尔什塔·绍法里经营一家阿富汗传统手
工艺品企业，她同样在集市上收获寥寥。“美国
制裁摧毁了我们的经济，这就是价格上涨的原
因。我们今天甚至买不到干果来庆祝宰牲节，”
绍法里说，“美国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没法过节。”
　　消费者买不到过节必备食品，商贩生意也
同样惨淡。干果摊贩沙菲库拉告诉记者，他一
天只卖出 9 公斤杏仁和两三包巧克力，相比于
往年的购物热潮，今年生意格外难做。“去年，一
公斤糖果价格是 150 阿富汗尼，今年已经涨到
了 250 阿富汗尼，”沙菲库拉说，“我们要求美国
解冻我们的资产，那时物价可能会下降三成。”
　　往年宰牲节，阿富汗当地富人们通常会宰
杀牛羊分发给穷人。阿洛扎伊·马利克扎达在
喀布尔拥有多处房产。此前，他都会在宰牲节
宰杀 8 头牛分给在附近乞讨的穷人。但是今
年，马利克扎达仅宰杀了 4 只羊，甚至还借了
500 美元来做这件事。“因为资金紧张，我们无法
再负担庞大的节日开销，”马利克扎达说，“美国
的制裁毁了我们的节日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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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从深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到高水平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再
到积极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北京努力推动
京津冀地区深度融合，加强与津冀协同联动，
携手建设世界级城市群。8 年来，三地累计打
通、拓宽对接路、“瓶颈路”2000 多公里；中关
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累计 9000 余
家；2021 年，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达到 79 .2% ，比上年提高 9.5 个百
分点。

  努力以“绣花一样精细”的城市

管理提升人民幸福感

　　“增减”之中推动高质量发展，最终目标
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19 年，北京市以群众诉求为“哨”，推

动政府职能部门向基层报到、向一线报到、
向群众报到，形成以 12345 热线为主渠道，
各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和各部门各单位闻
诉而动、接诉即办的为民服务体系。近 3 年
来，北京接诉即办共受理 5199 万件民意
诉求。
　 　 在 此 基 础 上 ，北 京 从 市 民 反 映 的 问
题 中 选 取 高 频 共 性 难 点 ，如 老 楼 加 装 电
梯 、电 动 自 行 车 集 中 充 电 等 群 众“急 难
愁 盼”，形 成 主 动 治 理、未 诉 先 办 的 常 态
化工作机制。
　　“我们楼里 60 岁以上老人占到 80%
以上，出门看病、接送孩子很不方便，早就
盼 着 装 电 梯 ，如 今‘ 电 梯 梦 ’终 于 实 现
了。”家住丰台区建欣苑东区社区的巩建
勋说。
　　仅 2022 年上半年，北京新开工老楼加

装电梯 799 部，解决 5.7 万套住房“房产证
办理难”问题，新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
施接口 16.5 万个……一件件实事，温暖
人心。
　　与此同时，北京不断推进老城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城市留住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2013 年，北京市启动专项行动治理违
法用地和违法建设；2017 年，启动核心区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动；2021
年，新修订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
例》实施，同年《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获批，明确了加强
历史水系保护与恢复工作等重点任务。从
核心区到城六区，从城市副中心到平原新
城、生态涵养区，在疏解整治、城市更新中，
北 京 古 都 的 面 貌、市 民 的 生 活 环 境 日 新

月异。
　　曾经杂院林立的草厂三里河，如今小
桥、流水、廊亭、人家，颇有水乡意境。64 岁
的居民丁淑凤说：“老辈儿人说的‘三里水
巷绕前门’的美景回来了，老北京味儿也回
来了。”
　　草厂地区的变化是北京以“绣花功夫”
盘活存量空间资源的缩影。崇雍大街、白塔
寺宫门口东西岔胡同、八角街道等一批设
计精巧、特点纷呈、群众满意的城市更新项
目建成开放，3000 余条背街小巷旧貌换
新颜。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北京
坚持首善标准，立足首都核心功能，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力谱
写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日参院选举开始投票

 ▲ 6 月 20 日，矿工在阿富汗巴格兰一座煤矿
工作。      新华社发（卡瓦摄）

　　新华社东京 7 月 10 日电（记者郭丹）日本
第 26 届参议院选举 10 日迎来投票日，共有
545 名候选人参与争夺 125 个改选议席。
　　当天，设在全国的 4.6 万个投票点开始接
受投票。当日晚间将进行实时开票，次日清晨
公布最后计票结果。
　　日本参议院选举每 3 年举行一次，每次改
选一半议席。根据 2018 年日本国会通过的

《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日本参议院的额定议席
总数将通过两次选举增设 6 个，即从原来的
242 个增至 248 个。2019 年的参议院选举已
经增加 3 个，此次再增加 3 个至 248 个。加上
非改选选区中有 1 个席位空缺，因此共有 125
个议席参与本次改选。
　　由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
将此次选举的胜负线定为“争取执政联盟在
参议院中的议席数过半”，由于两党的非改选
议席已经有 70 个，因此仅需争取 55 个议席
即可。
　　此次参议院选举中，修宪势力能否超过
三 分 之 二 议 席 ，成 为 民 众 关 注 的 焦 点。 目
前，日本自民党、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及打着

“加宪”旗号的公明党均被视为修宪势力。根
据日本宪法，众参两院中的修宪势力若均超
过三分之二议席，即可发起修宪动议，众议院
已经实现这个目标。此次参议院选举，这四
个党派仅需争取 82 个议席即可达到三分之
二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