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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伊斯兰堡 8 月 29 日电（记者
蒋超）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 29 日说，
6 月中旬以来，强降雨引发的各类灾害已
在巴基斯坦造成超过 3304 万人受灾，其
中 1061 人死亡、1575 人受伤。
　　根据巴国家灾害管理局当天发布的报
告，南部的信德省受灾最严重，6 月 14 日
以来，强降雨在该省已造成 349 人死亡、
1030 人受伤，总计超过 1456 万人受灾。西
南部俾路支省有超过 918 万人受灾，东部
旁遮普省超过 484 万人受灾，西北部开伯
尔-普什图省超过 435 万人受灾。目前巴全
国仍有 9 条国道及高速公路、4 条省际及
省内铁路线路因灾断行，超过 99 万间房屋
完全或部分损坏。
　　报告说，截至 28 日，今年季风雨季期

间，巴全国降水量为 30 年平均值的 2.9
倍，受灾严重的信德省达 5.7 倍，俾路支
省达 5.1 倍。报告警告，北部的德尔贝拉
坝水库连日来水位持续上升，已无蓄水空
间。未来 24 小时，巴境内喀布尔河、印度
河部分流域河段仍保持或超过高洪水
水位。
　　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长玛丽尤姆·
奥朗则布 29 日说，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
天将召集各省首席部长、军方领导人等召
开紧急会议，商讨当前局势。
　　每年 6 月至 9 月为巴基斯坦的季风
雨季，降水量明显增多，洪涝灾害时有
发生。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记者温
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9 日表示，巴基

斯坦洪灾发生以来，中方始终心系巴灾区
民众安危，对巴方面临的困难感同身受。
鉴于灾情进一步发展并基于巴方需求，中
方决定追加一批包括 2.5 万顶帐篷及其
他巴方急需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
和巴基斯坦作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是
患难与共的真朋友、同甘共苦的好兄弟。
中方通过中巴经济走廊社会民生合作框
架向巴方提供的 4000 顶帐篷、50000 条
毛毯、50000 块防水篷等储备物资，已悉
数投入抗灾一线。
　　他说，鉴于灾情进一步发展并基于巴
方需求，中方决定追加一批包括 2.5 万顶帐
篷及其他巴方急需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
助。中国红十字会还将向巴基斯坦红新月

会提供 30 万美元紧急现汇援助。全巴中资
企业协会向巴总理抗洪赈灾基金捐款
1500 万卢比。
　　“天灾无情人有情。我们不会忘记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巴方兄弟第一
时间伸出援手，拿出库存全部帐篷送往中
国灾区，令中国人民深受感动。”赵立坚
说，“在此次洪灾面前，我们也同兄弟的巴
基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赵立坚表示，中方还将进一步加强与
巴基斯坦在防灾减灾和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等领域合作，为巴基斯坦抗击洪灾和灾
后重建提供更多帮助。中国驻巴基斯坦使
馆和巴基斯坦驻华使馆正联系有关企业
和各界募捐。相信巴基斯坦人民一定能早
日战胜洪灾，重建家园。

强降雨已致巴基斯坦逾千人死亡超 3304 万人受灾
外交部发言人：中方决定向巴基斯坦追加一批人道主义援助

　　新华社伦敦 8 月 29 日电（记者黄泽
民、王湘江、朱晟）由于通胀高企激化劳资
纠纷，近来欧洲多地港口工人举行大规模、
长时间罢工，以期改善薪酬待遇和工作条
件。业内人士表示，罢工将加剧新冠疫情下
港口本已存在的拥堵状况，影响欧洲甚至
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

通胀高企引发港口罢工

　　今年以来，欧洲物价水平不断攀升。7
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 8.9%，超出
市场预期，再创历史新高。
　　英国利物浦约翰·穆尔斯大学供应链
管理专家莎拉·希夫林告诉新华社记者，新
冠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供应链混乱推
升了物价。与此同时，疫情造成欧洲部分地
区劳动力短缺，雇主被迫支付更高薪酬吸
引求职者，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商品和服务
价格上涨。此外，今年以来西方对俄罗斯制

裁导致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国家对俄
能源较为依赖，这也部分抬高了通胀水平。
　　物价飞涨导致民众实际收入相对快速
下滑，进而激化了劳资矛盾。英国最大的集
装箱港口费利克斯托港超过 1900 名工人
于 8 月 21 日开始为期 8 天的罢工行动。
组织方英国联合工会表示，港口运营方提
出的涨薪幅度赶不上物价涨幅。
　　 8 月中旬，英国另一主要集装箱港口
利物浦港也有 500 多名码头工人决定举
行罢工，以寻求涨薪和改善工作条件。
　　 7 月中旬，德国数千名港口工人举行
48 小时罢工，严重扰乱了包括汉堡港在内
的多个集装箱枢纽港运作。罢工起因是劳
资双方无法就如何帮助港口工人应对高涨
的生活成本达成一致。

罢工影响供应链正常运行

　　分析人士指出，罢工频发恐将进一步
扰乱供应链。经营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的飞
协博公司供应链专家克里斯·罗杰斯近日
撰文说，受费利克斯托港罢工影响，货轮只
能改道去英国其他港口，甚至前往荷兰或

法国的港口，这可能显著影响当地依靠国
际供应链的产业，甚至给全球物流网络带
来连锁反应。
　　数据分析公司拉塞尔集团近日发布的
研究显示，费利克斯托港罢工行动有可能
影响价值 8 亿美元的贸易，尤其是服装和
电子元件贸易。
　　提供集装箱交易平台的德国艾世捷公
司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蒂安·勒洛夫斯表示，
今年早些时候，由于欧洲通胀高企、工人寻
求涨薪，德国北部多个港口出现罢工，集装
箱大量堆积，加剧了今年夏天在欧洲各地
发生的物流问题。
　　港口以外的罢工预计也将影响供应
链。近日，荷兰铁路公司工人开始罢工。对
此，荷兰铁路公司不得不削减列车班次、减
少列车运行时间，预计到今年 12 月都将
无法恢复正常运营。如果劳资双方不能及
时达成妥协，工人将在 9 月举行全国性
罢工。

负面影响持续显现

　　专家认为，即使罢工结束，受影响的贸

易活动也无法立即恢复。罗杰斯说，即便
费利克斯托港此后满负荷运行，也可能需
要 24 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处理完积压工
作，而将改道的集装箱运至预定目的地所
需时间可能长达数周。
　　拉塞尔集团总经理苏基·伯西表示，由
于新冠疫情导致大量货物积压，全球港口
正面临拥堵，而罢工可能导致更多延误，这
一影响将在未来数周到数月内显现。
　　希夫林说，此番罢工发生的时间点较
为关键，许多供应链正在为圣诞销售旺季
做准备。今夏欧洲干旱等极端天气已经严
重影响了供应链。
　　勒洛夫斯表示，港口一旦不能正常运
营，会对集装箱运输网络效率造成重大影
响，并给供应链上下游带来连锁反应。今
年欧洲多地港口罢工已经对物流和制造
业造成极大损害。
　　艾世捷公司联合创始人约翰内斯·
施林迈尔说，疫情暴发以来，欧洲多个主
要港口均存在效率问题。海运集装箱物
流以及它所依赖的内陆驳船、火车和卡
车网络已然承压，罢工将使这些问题更
难解决。

欧洲港口罢工频发 影响供应链正常运行

　　满目残垣断壁、多处瓦砾弹坑……在阿富汗南部赫尔
曼德省桑金地区，废墟提醒人们，这里曾遭受过残酷的军事
打击。距 2021 年 8 月 30 日美军撤离阿富汗将满一年之
际，新华社记者重返曾多次遭到美军空袭的桑金。对于当
地很多人来说，美军在这里犯下的暴行仍历历在目。
　　记者首先来到阿卜杜勒·瓦吉德用木棍和布料搭起来
的一间简易裁缝铺。阿富汗当前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普通民众连填饱肚子都困难，瓦吉德的裁缝铺已经连续几
周没有生意了。
　　受访中瓦吉德让记者看他被美军炸伤后安装的假肢。
然而，伤痛远不止于此。
　　“2011 年，在美军轰炸中，我失去了母亲、两个兄弟和
叔叔，”瓦吉德说，“我至今依然记得亲人们在距我 10 米远
的地方被炸死的那一刻。每每想起，我依然会流眼泪。”
　　采访进行时，数十名当地百姓走过来围在记者身边。
当被问及是否有亲人在美军空袭中丧生时，他们都点头说
有，然后控诉美军在阿富汗驻军 20 年间滥杀无辜平民的行
为。美军在当地民众心中留下的伤痕就像桑金这片土地上
的战争疮痍一样，千疮百孔。
　　桑金地区曾经最繁华的市场，如今遍布美军空袭留下
的一个个巨大弹坑。70 岁的哈吉·穆罕默德·阿尤布站在
一个弹坑边对记者说：“我儿子过去经常来这里买东西，但
是 8 年前，他在美军空袭中丧生，当时只有 21 岁。”
　　如今，阿尤布和家人仍只能居住在废墟中，生活凄惨。
迄今美军不仅从未就战争罪行道歉，也没有给予任何赔偿。

“我没有钱重建房子，美军炸毁了我的房子，毁了我的生
活！”阿尤布对记者控诉。
　　美国入侵阿富汗 20 年，打烂了一个国家，毁掉了数不
清的人的前途，造成包括 3 万多平民在内的 17.4 万人死
亡，超过千万民众沦为难民。美军撤离后，美国对阿富汗实
施制裁，冻结阿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导致阿民众
贫困加剧。
　　阿富汗境内受到美军暴行影响的地区远不止桑金一
地。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扎里地区也曾多次遭到美军空
袭。当地有居民说，其所在村落有超过 20 名平民在历次空
袭中死亡或受伤。
　　记者在采访现场看到，当地不少家庭的土坯房屋顶有
美军空袭时击穿的孔洞，昏暗的房屋内几乎没有任何家具。
　　“如果没有美国人的空袭，我们现在就不会是这样，”在空
袭中失去两个儿子的艾哈迈德·雅各布控诉道，“我曾经去学校
给我的孩子们报名，我想让他们上大学，但美军害死了他们。”
    （记者邹学冕）新华社阿富汗桑金 8 月 29 日电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记者柳丝、
辛俭强）中国人权研究会日前发布《美国在
中东等地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研究报
告，引发国际新闻界广泛关注。中国记协
29 日在京举办第 155 期新闻茶座，邀请三
位中东问题和人权领域专家学者与境内外
记者围绕“美国与中东人权”主题展开
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
长王林聪表示，美国是冷战后对中东地区
干涉最频繁、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
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其侵犯中东等地
人权的表现至少有三方面。其一，美国通
过发动或参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
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颠覆政权、干涉
内政、强制推行民主改造、输出价值观，不
仅摧毁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秩
序，还通过侵占当地资源、制裁等手段阻挠
这些国家重建，严重侵犯这些国家的和平
权与发展权。其二，美国发动的多场战争
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严重危害了许多中东
国家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其三，美国
制造文明冲突，散布“伊斯兰威胁论”也侵
犯了穆斯林的人格尊严权和文化权。
　　王林聪说，美国侵犯中东等地人权行
径的背后根源是美国霸权思维和强权政
治。美国追求霸权利益，给中东国家和人
民造成永久性伤害，也给世界带来危害。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
员戴瑞君指出，美国在中东和周边地区的
一些行径不仅侵犯了人权，更犯下了严重
的国际罪行。美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摧
毁民用设施、劫掠博物馆文物等行径，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美国以武力颠覆中东
国家政权，违反禁止使用武力、相互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
基本原则；美国屡屡曝出虐囚和使用酷刑
行径，违反包括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在内的国
际人权法；美国滥施单边制裁，侵犯中东
地区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生存权、发
展权。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
略研究院讲师吴昊昙结合自身实地调研经
历说，美国打着人权的幌子在叙利亚策动
代理人战争，造成叙利亚数十万人死亡，上
千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600 多万难民
涌入周边国家或欧洲，使得叙利亚从一个
经济健康发展的国家沦落为一个满目疮痍
的国家。此外，美国借“反恐”名义行侵犯
人权之实，以美国标准定义“恐怖主义”，其
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反而造成恐怖
主义泛滥和“越反越恐”的问题。
　　专家表示，美国不反省自身人权问题，
却以“人权、民主”名义滥用制裁，以“人道
主义”名义发动战争，将人权作为其推行对
外政策、维持霸权的工具，凸显其在人权上
的双重标准。

　　活动中，中外记者就“中东国家如何把命运掌握在自己
手里”“全球人权治理”“全球如何有效应对美国侵犯人权”等
议题提问，三位专家学者分享了自己的观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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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毁了我的生活”
重访阿富汗遭美军空袭地区 　　新华社专特稿（包雪琳）德国总理奥拉

夫·朔尔茨 8 月 29 日说，他支持乌克兰、
摩尔多瓦等国家加入欧洲联盟。随着欧盟
扩容，朔尔茨认为欧盟应该改革“一致同
意”决策方式，逐步过渡为“特定多数同
意”，以利成员国就外交政策等重要事务协
调立场。
　　朔尔茨 29 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查理大
学发表题为《欧洲是我们的未来》的演讲，阐
释他对欧洲未来的看法。他说，必须把欧洲
各国凝聚起来，“欧洲是我们的未来”。
　　朔尔茨强调，德国支持欧盟扩容。他

说，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都应
该加入欧盟。
　　欧洲理事会 6 月同意欧盟委员会的
建议，给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欧盟候选成
员国地位。欧盟委员会认为，格鲁吉亚在获
得欧盟候选国身份前仍需取得一些进展。
当前，欧盟候选成员国还包括阿尔巴尼亚、
北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上述
5 国已等待多年，仍未成为欧盟正式成员。
　　不过，在朔尔茨看来，随着联盟扩大，
各成员国在政治利益、经济影响力和社会
保障体系方面会面临更多分歧，现行决策

方式存在弊端。
　　“在当前需要（欧盟各成员国）一致同
意的情况下，随着成员国增多，一个（欧盟）
国家动用否决权并阻止其他国家向前迈进
的风险增加。” 他说，“我因而提议将共同
的外交政策表决逐步过渡为特定多数同
意。”
　　朔尔茨进一步解释，“特定多数同意”并
不意味着各成员国只有同意或反对两个选
择，还可以考虑“建设性弃权”。他说：“让我们
寻求折中办法。我可以想象，比如就制裁举
措等重要议题，我们统一发声，从特定多数

同意开始。”
　　美联社报道，欧盟推动针对俄罗斯的
制裁措施时遭到个别成员国反对是促使
朔尔茨提议改革欧盟决策方式的原因
之一。
　　朔尔茨的演讲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近期构建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提
议呼应。不过，美联社解读，欧洲一些小国
可能“谨慎接受”朔尔茨的提议。这些国家
担心一旦欧盟把重要政策的表决方式改
为三分之二成员国同意，将有更多决定得
以通过，它们自身的关切可能被忽视。

德国总理呼吁欧盟改革决策方式
将共同外交政策须“一致同意”逐步过渡为“特定多数同意”

  ▲ 8 月 29 日，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贾法拉巴德地区，救援人员
转移灾民。                 新华社发

  ▲ 8 月 28 日，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贾法拉巴德地区，人们从直升机上卸下救灾物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