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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联合国 10 月 20 日电（记者王建
刚）“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件事能引发如
此巨大的欢呼浪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常驻
联合国记者伊夫蒂哈尔·阿里对新华社记者如
此追忆自己亲历的那个历史时刻。
　　 50 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恢复中华人
民共和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他是亲历者，
更是记录者，“世界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改变”。
　　在联合国直击“国际风云”，这位老记者由
衷感慨，中国带给世界“实实在在的帮助、友谊
和繁荣”。
　　阿里说，随着年岁渐长，多少事已淡忘，但
50 年前那个夜晚总令他难以忘怀。
　　 1971 年 10 月 25 日晚，第 26 届联大以压
倒性多数通过了 2758 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结束
了台湾当局非法窃据联合国席位的历史。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并非一帆风
顺。阿里清晰地记得，那一晚，博弈几乎持续
到了投票前最后一刻，而当联大以压倒性多
数通过这一决议时，会议厅顷刻间沸腾起来，
还有代表禁不住纵情高歌，掌声、歌声、欢呼
声汇合在一起，犹如波涛般澎湃，久久回荡。
　　“我亲眼目睹了时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
国代表萨利姆尽情舞蹈的一幕。”阿里回忆
说，“第二天，萨利姆身着中山装在会议现场
欢快舞蹈的照片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纸上，留
下了这段历史的宝贵见证。”
　　会议现场气氛深深感染着阿里。他深知
记录历史一刻是他身为记者的职责所在。当
年可没有电脑。他一路小跑进附近一间电讯
室，用电报向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总部发回
一条英文快讯，以最少的文字把“新中国来

了”这个重大消息抢发出去，“多一个字都会
耽误时效”。
　　 1971 年 11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团乘机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气氛
再度掀起高潮。阿里本人也作为媒体记者见
证了那一幕。
　　当时，和媒体记者一起早早等候在机场的，
有联大 2758 号决议提案国和其他国家驻联合
国代表，有美国各界友好人士，还有很多华侨
华人。许多人高举五星红旗，呼喊着欢迎口号，
场面着实令人动容，给阿里留下深刻印象。
　　随后，在中国代表团下榻酒店前看到五
星红旗高高升起时，阿里“真心为中国感到骄
傲”。
　　阿里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对世
界的意义“十分重大”。他深刻观察到，过去半
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的坚定捍卫者，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领导作用，对国际维和的贡献有目共睹。
　　他强调，中国真正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给
联合国这个重要的多边机构带来了更响亮的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中国一直坚持国际
大事要由会员国共同协商决定。中国一直坚
定倡导多边主义，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
支持力量。”
　　阿里由衷感慨，中国带给世界“实实在在的
帮助、友谊和繁荣”。以中国对他的祖国巴基斯
坦的支持为例，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对巴基斯坦
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至关重要，当地一些昔日
非常贫困的偏僻地区也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位“巴铁”老记者一直对中国和中国人
民怀有浓厚感情，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在新中
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之际，他对
新华社记者吐露了一个心愿：“我希望有机会
再去看看今天的中国，再次印证一下 50 年
前国际社会作出的明智抉择。”

　　物价凶猛！许多美国民众近几个月来最
直观的感受是：吃喝住用行，样样都在涨。
　　在洛杉矶几家超市里，说起当地物价，消
费者纷纷向新华社记者吐槽：黄毛鸡从去年
一只 12.99 美元涨到 16.99 美元，活鲫鱼从去
年不到 5 美元一磅（0.45 公斤）涨到 6.99 美
元。以前，每磅 1 美元以下的青菜选择丰富，
现在则价格翻番或上涨数倍。
　　原材料上涨，连带着“下馆子”成本也变
高了。坦普尔城特色川菜馆品鱼轩合伙人陈
先生现在每次进货都头疼不已：蒜苗从以前
一箱 15 美元涨到 30 美元，菜籽油从一桶 18
美元涨到 40 美元……很多来自中国的川菜
食材，近期更“一货难求”。人工成本更是高
企，服务员和帮厨工资翻倍也难找到合适人
选。陈先生表示，来餐馆的都是老客人，菜品
价格只能微调，不敢大涨，怕吓跑客人。
　　小餐馆难，大超市也难。
　　“今年是很困难的一年。”圣加布里埃尔
市一家大超市经理如是说。以瓶装矿泉水为
例，因为供应链不畅导致拿货难，顾客在各大
超市能买到的瓶装水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少，
价格还不断攀升，总体涨幅高达 20%。
　　在美国大型连锁超市开市客，不少生活用
品明显涨价，再加上供应不足，瓶装水和卫生
纸等日常必需品已开始限购。开市客首席财务

官理查德·加兰蒂表示，成本在不断上升，纸制
品成本涨了 4% 到 8%，塑料和宠物用品涨了
5% 到 11%，公司已经被迫开始转移成本。这意
味着，这家大超市要在全国范围涨价了。
　　对于习惯自驾出行的美国人，汽油价格
上涨是个敏感话题。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数
据显示，9 月汽油价格同比上涨超过 42%。洛
杉矶居民马丁·贝克形容，油价飞涨就是给每
月生活开支“挖了个大坑”。房价也在持续上
扬。全美前百大城市租房价格在过去五个月
连续上涨，让居民叫苦不迭。

　　飞涨的物价已反映在经济指标上。美国劳
工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9 月消费者价
格指数(CPI)环比上涨 0.4%，同比上涨 5.4%，同
比涨幅已经连续 5 个月超过 5%。美国不少专业
人士已经用“通胀危机”来形容当前物价上涨。
　　有人把美国供应链不畅归结于港口卸载
瓶颈。为改善在港口外等待卸货的货轮数量
太多的状况，美国政府要求洛杉矶港和长滩
港“连轴转”，卸下积压在海面货轮上的货物。
不过，分析人士表示，就算港口 24 小时发货，
除了开市客和沃尔玛等大企业，广大中小商
家也没有能力 24 小时接货。
　　洛杉矶县因达斯特里市一家大型物流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供应链危机原因复杂，不
仅是港口卸货过慢导致。眼下商家正为假期
购物季备货，市场需求“爆棚”，再加上疫情期
间人力不足，不少物流企业遭遇“用工荒”，进
一步加剧了运输环节时间延长、成本上升等
问题。该负责人说，尽管商家和物流企业在想
办法消化部分成本，但仍会把部分压力转嫁
给消费者，导致物价上涨。
　　虽然美国政府声称眼下的情况是“暂时性
的”，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物价高企的局面可
能持续到明后年，甚至出现“工资与物价螺旋
式上升”，严重冲击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

（记者高山）新华社洛杉矶 10 月 19 日电

　　由于波兰宪法法院做出波兰国内法律优
先于欧洲联盟法律的裁决，波兰总理马泰乌
什·莫拉维茨基 10 月 19 日在欧洲议会会议
上遭到炮轰。双方激辩中，欧盟委员会主席乌
尔苏拉·冯德莱恩愤怒指责波兰“挑战欧洲法
律秩序的统一”，列出多项反制措施，莫拉维
茨基则直指对方“威胁勒索”，抱怨欧盟偷偷
扩大权限。
　　媒体评论，欧盟与波兰长期因司法改革
等问题僵持不下，如今已演变为“全面危机”。
　　欧洲法院今年 7 月以波兰司法改革违反

“法治”原则为由，要求波兰暂停去年设立的
一个专门针对法官的纪律审查机构。波兰政
府拒绝执行，并将这一问题诉诸本国宪法法
院。波兰宪法法院本月 7 日裁定，欧洲法院干

涉波兰司法改革、违背波兰宪法，波兰国内
法律相比于欧盟法律具有优先权。
　　 10 月 19 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
欧洲议会会议上，冯德莱恩说，波兰宪法法
院这一裁决“质疑欧盟的根基，是对欧洲法
律秩序统一的直接挑战”。欧盟委员会正在

“仔细评估”这一裁决，将采取行动阻止波
兰破坏欧盟的价值观。
　　莫拉维茨基在发言中指责欧盟过度扩
大权限。他说：“欧盟的权限有清晰边界。我
们不能在边界被突破时保持沉默。”
　　据路透社报道，莫拉维茨基发言后，欧
洲议会成员轮番抨击他。双方激辩超过 4 小
时，冯德莱恩面露怒色，列出三项欧盟可能
采取的反制措施，包括就波兰宪法法院的裁

决采取法律行动、扣留对波兰的数百亿欧元
拨款和低息贷款、中止波兰作为欧盟成员国
的部分权利等。
　　莫拉维茨基抨击对方“威胁”波兰。他
说，关于经济处罚的提议“让人难以接受”，

“勒索不能成为施行政策的方法”。
　　欧盟委员会负责法律事务的委员迪迪
埃·雷恩代尔当天在另一场欧盟成员国部长
级会议后说，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后几周就此
事启动针对波兰的“书面程序”，他也打算赴
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会谈。
　　欧盟各国领导人定于 10 月 21 日在比
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预计将讨论这一
议题。
　　尽管欧盟成员国中除了匈牙利，大部分

对波兰此举持批评态度，但也有国家对欧盟
提出的反制措施表示异议。
　　波兰与欧盟矛盾升级，引发对波兰可能
成为又一个“脱欧”国的担忧。
　　不过，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表示，
波兰没有“脱欧”打算。莫拉维茨基 10 月 19
日在欧洲议会会议上说：“我们不应该传播
波兰‘脱欧’的谣言。”
　　不同于英国 2016 年“脱欧”公投前的
情况，波兰民众对波兰留在欧盟的支持率
仍然较高。本月 10 日，包括华沙在内的波
兰多座城市举行反“脱欧”示威。在其中一
个集会上，曾任波兰总理、欧洲理事会主席
的唐纳德·图斯克呼吁人们“维护作为欧盟
成员国的波兰”。 （郜婕 新华社专特稿）

那一天，我在联合国激动写下“新中国来了”
巴基斯坦记者追忆 50 年前的高光时刻

　　随着流感等疾病多发
的冬季来临，近日欧洲多国
新冠疫情显著反弹。当地专
家认为，疫情反弹与季节性
因素、疫苗接种率不高、疫
苗效力随时间推移可能下
降、疫 情 防 控 措 施 放 宽 等
有关。

疫情反弹

　　英国政府 19 日公布的
新冠数据显示，该国日增确诊
病例已连续 7 天超过 4 万
例 。1 9 日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43738 例，累计确诊 8541192
例；新增死亡病例 223 例，这
是自今年 3 月 9 日以来的最
高数字，累计死亡 138852
例。世界卫生组织 19 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在过去 24 小
时，英国成为全球单日新增
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从 9 月下旬起，罗马尼
亚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
保持高位。19 日的官方数据
显示，过去 24 小时罗新增
确诊病例 18863 例，累计确
诊 1486264 例；新增死亡病
例 574 例，累计死亡 42616
例；目前有住院病人 19730
例，其中重症病例 1805 例。
当天新增确诊病例数、新增
死亡病例数和现有重症病例
数 均 创 下 疫 情 暴 发 以 来
新高。
　　随着疫情持续恶化，该
国医疗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
压力，重症床位连续多日告罄。罗卫生部代部长
切凯·奥帝洛 19 日晚在国家电视台说，目前的
疫情还未达峰，平台期远没有到来，卫生体系正
面临巨大压力。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 19 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周，荷兰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 25751 例，比此前一周猛增 44% ；新增死亡
病例 48 例，新增入院病例 385 例，新增重症 81
例，上述数据比前一周均大幅上升。这些新增病
例分布在荷兰各地和各个年龄组人群中。据世
卫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 19 日，荷兰累计
确诊病例 2047711 例，累计死亡 18248 例。

多事之“冬”

　　目前英国 12 岁以上人群中近 79% 的人已
完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种。然而英国利兹大学病
毒学专家斯蒂芬·格里芬警告说，流感等疾病多
发的冬季来临，疫苗预防感染的有效性可能会
随时间推移而降低，最先接种新冠疫苗的老年
人和临床弱势群体的免疫水平开始下降，确诊
病例或将大幅增加。
　　英国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员会专家也警
告说，英国确诊病例激增是人们生活行为方式
的反映。现在很少人坚持戴口罩，自觉做检测的
人数也值得“怀疑”，人们普遍认为生活已经恢
复正常，而病毒仍在传播。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
里斯·惠蒂等专家日前说，英国正面临“异常艰
难”的冬天，英格兰国民保健署在与新冠、流感
等做斗争时将面临艰难的几个月。
　　根据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统计，尽
管罗马尼亚近来接种疫苗的人数明显增多，但
罗完成全程疫苗接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仅为
30.1%，不足欧盟 67.8% 平均水平的一半。罗官
方信息显示，罗 92% 的新冠死亡病例没有接种
疫苗。当地卫生专家认为，德尔塔毒株的快速传
播性导致了病毒传播广泛，而疫苗接种率低则
是重症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居高不下的主要
原因。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认为，荷
兰近期疫情反弹可能与该国 9 月放宽疫情防
控措施和季节性因素有关。该机构说，大多数新
入院患者未接种疫苗，而在重症监护病房救治
的患者中未接种疫苗的比例高达 80%。

积极应对

　　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 18 日对媒体宣布，
鉴于新冠病毒在该国传播迅速，自本月 21 日
起至 11 月 15 日全国将实行“封城”政策。这是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该国实行的最严格防疫措
施。拉脱维亚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18 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在截至 17 日的一周，该国每 10
万人中新冠感染病例数破千，几乎是先前最高
峰时期的两倍。
　　目前，罗马尼亚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
请求援助。罗内务部国务秘书兼紧急情况署署
长阿拉法特日前介绍，多批重症病例已运至邻
国匈牙利，匈牙利承诺可以为罗提供 50 个重
症病例的救治。上周，罗从意大利获得 5200
剂单克隆抗体新冠治疗药品。德国还将向罗提
供 1.27 万剂单克隆抗体药品。丹麦、法国、瑞
士等国也将向罗提供制氧机、药品等援助。
　　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 18 日表示，唐
宁街正在“密切关注”疫情数字，并表示“一直
都知道即将到来的几个月将是具有挑战性
的”。但这名发言人表示，目前英国的疫情“仍
与此前政府预测模型大致相符”，尚未计划启
动包括强制戴口罩等措施在内的《应对新冠
疫情：秋冬计划》B 计划，即疫情出现严重恶
化时的后备计划。

（执笔记者：罗国芳；参与记者：郭爽、林惠芬、
王湘江、郭群）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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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欧盟法争高下　波兰欧盟矛盾升级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
电（记者董雪）第十七届“北京
－东京论坛”中日关系舆论调
查结果 20 日以在线方式在北
京、东京同时发布。调查显示，
两国公众受访者对对方国家认
知与 2020 年保持基本稳定，
高度认同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对两国在地区合作以及应对全
球性挑战的原则与议题关切上
表现出高度一致性。
　　根据调查结果，70.9% 的中
方公众受访者认为中日关系“重
要（或比较重要）”，66.4% 的日
方公众受访者持同样观点。两国
互为重要邻国及主要贸易伙伴、
对地区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是两国公众受访者看重两国
关系的重要理由。
　　两国公众受访者在加强双
方协调、应对地区事务及全球
性挑战的原则和议题关切上表
现出高度一致性。82.1% 的中
国公众受访者和 76.2% 的日
本公众受访者认为后疫情时代
应更加重视国际合作；87.5%
的中国公众受访者、72.4% 的
日本公众受访者肯定自由贸
易、开放秩序和多边主义对世
界经济的重要性，54.6% 的中
国公众受访者、53.8% 的日本
公众受访者均认为应当坚持和
平共处理念。

　　调查也显示，历史、领土与安全等问题对中
日关系深层的心理影响仍然突出。80.6% 的中
国公众受访者和 56.4% 的日本公众受访者都认
为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大问题，62.4% 的中
国公众受访者和 56.7% 的日本公众受访者将领
土争端视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最主要问题。
　　从调查结果看，中美关系波动起伏影响中
日关系发展的一面愈发凸显。超过六成的中国
公众受访者和超过五成的日本公众受访者认为
有坏影响。关于应对之道，两国公众最多的选择
都是“把中美博弈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促进中
日合作”。过半日本公众受访者希望“不站队”，
大幅超过选择“更重视美国”的比例。
　　关于民间交流对改善关系的重要性，70%
的中国公众受访者、50.9% 的日本公众受访者
认为民间交流对促进中日关系重要。89.7% 的
中国公众受访者和 95.9% 的日本公众受访者
通过本国大众传媒获得关于对方国家和两国关
系的信息，而关于本国媒体对改善两国关系、促
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的贡献，83.7% 的中国受
访者持肯定态度，日本的这一比例为 19.6%。
　　此次调查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 NPO
共同实施。作为“北京－东京论坛”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日关系同步舆论调查自 2005 年首次
实施以来，已经成为反映中日两国民意、增进相
互了解的重要途径，也为论坛提供了重要的民
意参数和讨论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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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10 月 20 日在中老铁路首趟动态检测列车上拍摄的老挝北部景致。10 月 20 日，随着首趟动态检测列车从中老铁路万象站出发驶向磨丁
方向，中老铁路磨（磨丁）万（万象）段进入动态检测阶段，标志着这条连接中老两国的跨国铁路通道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新华社发（凯乔摄）

坐坐上上火火车车看看老老挝挝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

  这是 10 月 18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县阿卡迪亚市拍摄的一家加油站的
油价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