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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13 日发布的新冠
疫情周报显示，全球每周的新增确诊病例数
已连续第 5 周攀升，尤其是变异新冠病毒奥
密克戎毒株新亚型 BA.5 的传播在加速。多
国卫生部门警告，病例数迅速反弹意味着防
疫不容松懈。
　　这是世卫组织发布的第 100 份疫情周
报。数据显示，截至 10 日的一周内新增确诊
病例超过 570 万例，比前一周增长 6% ；新增
死亡约 9800 例，基本与前一周持平。
　　周报显示，在世卫组织划分的全球 6 大
区域中，西太平洋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数上升
最多，比前一周增加了 28% ；下降最多的是
非洲地区，比前一周下降 33% ；东地中海地
区新增死亡病例数增加了 78% ，居全球之
首，下降最多的是非洲地区，死亡病例数比前

一周下降了 17%。
　　这一周，全球各国和地区报告的新增
确诊病例数中，排在前列的国家是法国、美
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
　　奥密克戎毒株依旧是全球最主要流行
的毒株。“流感数据共享全球倡议”平台在
截至 10 日的 30 天内，收到 159848 条新
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数据显示，这些
序列中，已有 84% 确认是奥密克戎毒株，
其中 BA.5 和 BA.4 亚型所占比例持续上
升。对比 6 月 19 日至 6 月 25 日以及 6 月
26 日至 7 月 7 日期间报告的病毒基因组
序列可以发现，BA.5 亚型占比从 42% 增
加到 50% ，BA.4 亚型占比从 11% 增加到
14% ；同期，BA.2 亚型占比从 7% 下降到
4% ，BA.2.12.1 亚型占比从 13% 下降到
7%。

　　多国卫生部门已确认疫情出现反弹：斯
洛文尼亚 12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380
例，达到三个月以来的最高；韩国 13 日报告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4 万例，为两个月来
最高纪录；日本 14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近
10 万例，已接近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最高
纪录。
　　世卫组织 1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
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980691 例，
累计确诊 555446890 例；新增死亡病例
1321 例，累计死亡 6353692 例。
　　面对疫情的新变化，一些国家已告诫
民众不要放松警惕，并制定相应的防疫措
施。巴西、意大利、塞浦路斯等国近日对
一些场所采取更严格的戴口罩要求；秘
鲁、以色列等国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加强
疫苗接种。

奥密克戎新亚型在全球传播加速
全 球 每 周 新 增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数 连 续 5 周 攀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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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电（记者王卓伦、尚
昊）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与只接种 3 剂
新冠疫苗的老年人相比，接种 4 剂的老年人
感染新冠病毒后的死亡率低 72%。
　　研究对象是 4 万多名老年人。分析显
示，接种 4 剂疫苗的老人与只接种 3 剂疫苗
的老人相比，感染率低约 34%，住院率低至
少 64%。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表明，即使
感染了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通过加强接种
基于原始毒株的疫苗、提高抗体水平，也能有
效预防重症。
　　目前，以色列约 83 万人接种了第四剂。

研究：接种第四剂疫苗

老人死亡率大幅降低

　　美国一名非洲裔男子近
日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市因涉
嫌交通违规，遭数名警察追
捕，最终身中 60 余枪死亡。
这起事件成为非洲裔等少数
族裔在美国恶劣处境与悲惨
遭遇的又一铁证，在美引发
抗议示威和舆论批评。
　　分析人士指出，弗洛伊
德事件两年后，美国少数族
裔仍然因为愈演愈烈的系统
性、普遍性的种族歧视而深
受暴力执法之痛。种族主义
痼疾难除，让自诩“民主灯
塔”的美国难言公平与正义。

“沃克之死”惊美国

　　阿克伦市警方通报，警
察于 6 月 27 日凌晨进行例
行车辆检查时发现涉嫌交通
违规的非洲裔男子杰兰·沃
克，据称沃克车里传出枪声。
7 月 3 日公布的执法记录仪
视频显示，沃克下车逃跑，数
名警察追捕并开枪。尸检报
告显示，沃克身中 60 多枪。
　　沃克家人强烈质疑警察
对其使用“致命武力”。代理律
师博比·迪塞略表示，目前还没
有证据证实沃克向警察开枪。
沃克逃跑时身上也没有武器。
　　这起惨剧在当地引发抗
议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的游
行示威。美国全国有色人种
协进会主席德里克·约翰逊
发表声明说，沃克之死“是谋
杀”。他呼吁为沃克伸张正
义。他说，这样的事情不会
发生在美国白人身上。
　　阿克伦警察局局长史蒂
夫·迈利特说，涉案的 8 名警
察已被停职。美国总统拜登
6 日表示，美国政府部门正
审查此事。如证据显示有涉
嫌违反联邦刑事法规的行
为，美国司法部将采取行动。

  “种族主义之癌”

深入骨髓

　　拜登曾表示，弗洛伊德
之死让全世界看到系统性种族主义是美国“灵魂
上的污点”。事实证明，美国这个根深蒂固的“污
点”很难消除。在 2020 年 5 月弗洛伊德事件引
发全美抗议和反思浪潮后，美国警察针对少数族
裔暴力执法的事件依然层出不穷。据统计，2020
年至今，美国警察执法致死人数为 2563 人，其中
非洲裔死亡人数达 565 人，占比超过 22%。
　　 2020 年 12 月，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发生两
起警察枪杀黑人男子事件；2021 年 3 月，13 岁
拉美裔少年亚当·托莱多在芝加哥被一名警察
开枪射杀；今年 4 月，非洲裔男子帕特里克·利
奥亚在密歇根州警方执法过程中被枪杀……
　　凡此种种，反映出美国种族主义的历史和现
实。从昔日罪恶的奴隶贸易、驱赶屠杀印第安
人，到今天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的恶劣处境和悲惨
遭遇，美国“白人至上”“种族替代论”甚嚣尘上，
系统性、普遍性的种族歧视愈演愈烈。种族主义
也是美国的结构性问题。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压
榨、迫害等体现在医疗、教育、就业等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种族主义之癌”已经深入骨髓。
　　西班牙《国家报》刊文指出，美国历史在一
定程度上是种族主义的历史，种族主义“将美国
国旗的条纹变成裂痕，将星星变成坑洼”。

“黑暗力量”长期野蛮生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年消除种族歧
视国际日纪念大会上指出，种族主义是威胁民
主、稳定与和平价值观的“黑暗力量”。
　　然而，美国政府却任凭这股黑暗力量长期野蛮
生长，始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一顽瘴痼疾。
　　在有着蓄奴黑历史的美国，种族主义有深
厚的生存土壤，民主、共和两党对解决此问题均
不热心。对美国政客来说，少数族裔群体的命
运从来不在他们真正关心的事项之列，他们所
做的大多是表面文章，充满了政治算计：民主党
只在选举时需要少数族裔的选票，其他时候并
不正视和解决这一群体的诉求；共和党持续表
现出的“白人至上”倾向，对歧视少数族裔群体
的行为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当有毒的“白
人特权”无人约束，甚至被政客和权贵鼓励，结
果就是美国现在的样子，“结构性种族歧视已成
为美国的脓疮”。
　　美国《纽约时报》文章认为，种族主义思想
在美国一些政客和电视节目的推动下，正日益
成为一种主流思想。《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如今
的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在肥沃的土壤中滋生，不
仅得到种族主义者滋养，还得到自称主流的政
界人士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滋养。
　　从“弗洛伊德们”到“沃克们”，少数族裔的
鲜血和生命未能唤醒美国的公平正义。若美国
政府和政客们依旧对此放任不管，甚至推波助
澜，美国少数族裔恐将继续被根深蒂固的系统
性种族主义压得“无法呼吸”。

（记者吴宝澍、孙丁、宋盈）新华社北京电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记者
朱超）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 14 日就
非洲债务问题回
答记者提问时指
出，所谓“中国债
务陷阱论”只是那
些不希望看到中
国同非洲等发展
中国家合作加快
发展的势力制造
出 来 的“ 话 语 陷
阱”。
　　当日例行记
者 会 上 ，有 记 者
问：近日，英国慈
善 机 构“ 债 务 正
义”发布报告，引
用世界银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等
机构数据，认为非
洲国家借自西方
私人金融机构的
债务是借自中国债
务的 3 倍，利率是
中国的 2 倍，呼吁
西方国家敦促私人
金融机构参与二十
国集团缓债倡议。
中 方 对 此 有 何
评论？
　　汪文斌说，根
据世界银行数据，
在 49 个有数据可
查的非洲国家共
计 6 9 6 0 亿 美 元

外债中，借自多边金融机构和私人金融机构
（不含中国，下同）的合计占到约四分之三。
“债务正义”对 24 个债务负担最高的非洲国
家的调查显示，这些国家未来 7 年向私人金
融机构和多边金融机构的债务偿付中位数分
别为 32% 和 35% 。西方私人金融机构的贷
款平均利率几乎是中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
2 倍。
　　“事实证明，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只是
那些不希望看到中国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合
作加快发展的势力制造出来的‘话语陷阱’。”
汪文斌表示，正如“债务正义”相关负责人指出
的那样，“西方将非洲债务危机归咎于中国，这
是在转移注意力。事实上，他们自己的银行、
资产管理公司和石油交易商的责任要大得
多。”
　　“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及其私人金融机构和
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支持、缓解债务负担方面采取更有力行动，助
力世界经济实现包容、可持续发展。”汪文
斌说。

　　新华社德国杜伊斯堡电（记者单玮怡、朱
晟）在德国杜伊斯堡市 DIT 场站，一个个标
有“中欧班列”的集装箱被机械臂夹起，整齐
码放，等待下一步运输。这些集装箱来自中
国首条中欧班列线路——— 中欧班列（重庆）的
第 10000 列重箱折列（即 41 个 40 尺重箱
折算为 1 个折算列），满载着货物，更承载着
中欧发展的动能。
　　 2011 年 3 月，从中国重庆直达德国杜伊
斯堡的首趟中欧班列（渝新欧）正式开通运营，
到如今迎来第 10000 列重箱折列，中欧班列
已成为中国与德国、中国与欧洲合作发展的重
要桥梁。

释放物流枢纽潜力

　　位于“德国工业心脏”鲁尔区的杜伊斯堡
市是欧洲最大的内陆港城市，欧洲中部的铁
路、水路和公路交通枢纽，集“煤矿、钢铁、港
口”三大特点于一身。杜伊斯堡经历产业转
型后，自钢铁之都转变为运输港口城市。近
年来，面对竞争压力和能源转型挑战，杜伊斯
堡遭遇发展瓶颈，期待释放潜力。
　　中欧班列的到来为杜伊斯堡增添活力。
杜伊斯堡与重庆、武汉、西安、深圳等中国多
地连通，中欧班列带来的多元化商品和中间
产品，有效拉动当地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零
售、租赁商业和服务业需求。

　　根据德国杜伊斯堡港口集团数据，2021
年，其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9% ，净利润增
长超 30% 。其中，与中国相关业务持续发
展，当年往返于杜伊斯堡和中国城市之间的
中欧班列达到单周最高 70 列，创下杜伊斯
堡港中欧班列运输量新纪录。
　　杜伊斯堡港口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库斯·班
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欧班列发
展迅速，势头良好。德中之间的成功合作令双
方均受益，期待今后双方不断拓展合作。

连通中欧作用凸显

　　随着中国与欧洲国家共同落实“一带一
路”倡议，杜伊斯堡正逐步打造成为中欧合作
的重要通道。
　　中欧班列促进了杜伊斯堡的商业投资、
人文旅游，并提升了其国际知名度。杜伊斯
堡将自身定位为中国通往德国的门户和德国
了解中国的窗口。杜伊斯堡市政府中国事务
专员马库斯·托伊贝尔对记者说，2014 年至
今，在杜伊斯堡落户的中国企业数量大幅增
加，如今有超过百家中国企业在此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中国留学生和蓬
勃发展的中式餐馆，为这座德国城市带来更
多中国元素，也奠定了相互了解的基石。
　　在中国企业工作的安德烈娅在鲁尔都市
孔子学院报了中文课，她说：“中文很难学，但很

有意思。我能听明白中国同事的话，感觉很棒。”

辐射效应带动发展

　　中欧班列在杜伊斯堡多年深耕厚植，不
仅推动杜伊斯堡由工业向服务业城市转型，
更推动周边地区发展。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远
说，中欧班列显著带动辐射周边地区经济发
展。中欧班列既能带来经济发展相关的直接
就业，又帮助当地企业与海外市场有效对接，
创造了内陆城市难以获取的商机。
　　数据显示，中欧班列不仅创造了劳动力向
节点城市杜伊斯堡的汇聚，更具有正向的辐射
效应，杜伊斯堡相邻区域的就业率也相应
增高。
　　李远介绍，由于贸易和运输成本高，作
为内陆城市的杜伊斯堡原本不具有汽车整车
出口的优势。中欧班列（重庆）开通平行进口
汽车专列的线路，可以直接从欧洲腹地到达
中国，相比海运和陆运大大节省转运时间和
成本。中欧班列在给中国消费者带来实惠的
同时，吸引了许多中德企业合作开发商机。
　　风驰电掣，通行万里。中欧班列不仅仅
是贸易线路，更是互联互通、共同发展之路。
杜伊斯堡及沿线欧洲节点“搭乘”中欧班列
后，中欧合作驶入快车道，奔向更繁荣的
未来。

里程碑！中欧班列（重庆）重箱折列“破万”外
交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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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2021 年，内蒙古能耗指标
结束连续增长态势，由“红”转“绿”；非煤产
业增加值占比约六成，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2 年的 158 家增长到 2021 年的 1223
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 5480 亿
元，是 2012 年的 5 倍多；2022 年，国家全
面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内蒙古跻身国家
算力枢纽节点，获得新的机遇。
　　近几年，内蒙古紧抓国家“双碳”战略
机遇，把新能源产业作为转型重要突破口，
借助丰富的风光资源禀赋和广阔的沙漠、
戈壁、荒漠等可开发地带，打造风光氢储四
大产业集群。新能源装机占比已从 10 年
前的 22% 提高到 2021 年的 36%，2021 年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能源发电量首次
突破 1000 亿千瓦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
族 自 治 区 ，有 着 民 族 团 结 的 光 荣 传 统 ，

“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
民族团结佳话就像草原上的牛羊，数也

数不清。
　　正值盛夏，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
哈达镇三合村田间稻浪起伏，仿佛一片
绿 色 海 洋 。“ 我 们 村 生 活 着 朝 鲜 族 、汉
族 、蒙 古 族 、满 族 、达 斡 尔 族 、回 族 共 6
个民族的群众，民族团结互助是我们村
的优良传统。”三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许忠峰说，开始只有朝鲜族村民
种 水 稻 ，后 来 其 他 几个民族群众也加入
进来，朝鲜族村民就无私地将种植技术传
授给大家。现在全村水稻种植面积已逾
万亩，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对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要倍加珍惜、继续坚持民族团结光荣
传统和‘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要深入践
行守望相助理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

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嘱托，内蒙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切实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
建立定期专题研究民族工作机制，相关工
作纳入自治区“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
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
无声”的事情。
　　群舞《中国梦》磅礴大气，歌伴舞《站在
草原望北京》热情似火，好来宝、三句半等
语言类节目朗朗上口。7 月 12 日，“石榴籽
同心筑梦”农牧民文艺活动在兴安盟科尔
沁右翼中旗高力板镇道本恩格尔嘎查精彩
开演。
　　 2017 年以来，兴安盟创新成立 1088
个覆盖盟旗乡村四级的“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促进会”，开展“石榴籽同心筑梦”
等活动，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更加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中心校
校长梅花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在
履职过程中，更深刻地理解了文化认同是最
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
之魂。
　　梅花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
学校管理，指导教师在具体教学中把民族团
结进步的种子深深植入孩子们心中。在伊
敏 中 心 校 经 常 组 织 的“民 族 团 结 一 家 亲 ”

“我为祖国唱首歌”等主题活动中，《红领巾
心向党》《童心向党》等歌曲是孩子们最愿
意唱的歌，天安门前各族小朋友的欢聚场面
是孩子们画得最多的图画。“我们学校有汉
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 120 多
名学生，他们互帮互助，共同成长。虽然他
们还小，但已经明白民族团结的意义。”梅
花说。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内蒙古
各族儿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砥砺前行，奋力将祖国北部边疆这道
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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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