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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首尔 7 月 5 日电（记者陆
睿、孙一然、杜白羽）韩国政府为解决
二战时期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索赔问
题而成立的民官协商机制 4 日启动，
韩 国 社 会 对 这 一 问 题 的 关 注 再 次
升温。
　　因强征劳工和“慰安妇”等历史遗
留问题，日本与韩国的关系近年来严
重恶化。对于日本竭力淡化罪行、毫不
反省悔过的行径，韩国舆论指出，日本
侵犯人权的斑斑劣迹不容否认，罪责
不容推卸。

拒不赔偿受害劳工

　　日本 1910 年至 1945 年殖民统治
朝鲜半岛期间强征了大批劳工到日本
做苦力。有韩方统计显示，被强征的朝
鲜半岛劳工多达 78 万人。这些劳工往
往被以诱骗、胁迫等方式带到日本从事
劳役，饱受非人待遇，不少人甚至被折
磨致死。
　　例如，在一起韩国劳工索赔案中，
被强征的两名女劳工当时只有十来
岁。她们被以上学和赚钱为名骗到日
本名古屋，在三菱重工公司的飞机工
厂受到奴役，最终一人死亡，一人被严
重烧伤。
　　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
多次发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
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两国 1965 年签
订《韩日请求权协定》“已解决”索赔问
题为由拒绝赔偿。韩国大法院（最高法
院）2018 年就三起索赔诉讼做出终
审判决，认定《韩日请求权协定》不妨
碍强征劳工受害者起诉企业，判令涉
事日企赔偿原告。对此，日方指责韩方

“违反国际法”，甚至对韩方实施经济
报复，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产业部分
重要原材料实施管制。这引发韩国从
官方到民间强烈不满，也使韩日关系
陷入谷底。
　　日本不仅拒绝赔偿受害劳工，更
淡化和粉饰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把
一些沾满劳工血泪的工厂、矿山等包
装成文化遗产，令韩国各界愤怒不已。
　　 2015 年，日本将包括臭名昭著
的“军舰岛”在内的 23 处工业遗址打
包为“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韩方对此指出，这些遗址中包
含 7 处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设
施，近 6 万朝鲜半岛劳工二战期间被迫在这些厂矿内
从事非人劳作，不少人甚至被虐致死，韩方反对日本此
项申遗计划。
　　面对韩方反对，日方承诺将采取后续措施向世人
说明强征劳工的史实，包括建立一座信息中心来介绍
这段历史，最终申遗成功。然而，信息中心 2020 年落
成开放后，人们却看到中心展出的资料歪曲历史、掩盖
真相，声称没有奴役外国劳工。日本政府言而无信的举
动引发韩国社会广泛批评。
　　今年 2 月，日本政府故伎重施，不顾韩方屡次警
告，正式决定推荐位于新潟县佐渡市的佐渡金山申请
世界文化遗产。韩媒披露，二战期间，为了确保战争物
资供应，日本强征约 1200 名朝鲜半岛劳工在这座金
矿从事残酷劳役。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
劳工后来死于尘肺病等。韩国政府抗议日本为佐渡金
山申遗的举动，但日方反指韩方应为两国关系恶化
负责。

淡化强征“慰安妇”罪行

　　 5 月 2 日，韩国民间团体“正义记忆连带”向公众
公布了又一名“慰安妇”受害者离世的消息。至此，韩国
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者 240 人中，在世者仅剩下
11 人。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政府和军队有计划、有组织实
施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践踏人权的野蛮
行径。韩国官方数据显示，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
有 8 万至 16 万名朝鲜半岛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
　　然而，日本政府却对本国的这一历史罪行屡屡无
视，拒绝反省谢罪，还一再试图抹杀真相、推卸责任。
　　为“不可逆”和“最终”解决“慰安妇”问题，日本政
府 2015 年 12 月与韩国政府达成协议，承认在“慰安
妇”问题上“负有责任”，同意向韩国政府主导的“和解
与治愈基金会”出资 10 亿日元。然而，日方声称其出
资只是“合作项目”而非“国家赔偿”，也未说明其“责
任”是法律责任还是道义责任。
　　该协议在韩国遭到广泛反对和批评，有原“慰安
妇”明确表示“完全不承认”该协议。韩国舆论普遍认
为，日本可能会以这份协议为借口推卸其责任。有媒体
甚至将这一协议称为“韩国现代史的屈辱”和“外交悲
剧”。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于 2018 年 11 月宣布解散

“和解与治愈基金会”。
　　去年 4 月，日本内阁决定对“慰安妇”和强征劳工
等不再使用“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表述，而改用

“慰安妇”和“征用”，理由是“可能招致误解”。此后，日
本多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据此修改了“慰安妇”相关表
述，并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
　　对于日方这种淡化日军罪行、“洗白”日本人权劣
迹的企图，韩国外交部指出，日方有必要坚持此前就历
史问题承认错误的态度，不要试图推翻或做出背道而
驰的言行，应展现解决历史问题的诚意。
　　韩国《韩民族日报》指出，无论日本政府怎么否认，
强征“慰安妇”都是针对女性的战争犯罪，这一点永远
无法洗脱。历史真相无法掩盖，日本应为此承担法律责
任。“韩国也需要广泛宣传，让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国
际社会应当一同铭记并共同解决的人权问题。”

　　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 7 月 5 日上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
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财政部

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宏观经济形
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议题务实、坦诚
交换了意见，交流富有建设性。双方认为，当

前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加强中美宏观
政策沟通协调意义重大，共同维护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和整个

世界。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
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
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对话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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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东南部地震
重 灾 区 加 延 村 村 民 3
日起陆续收到中国人道
主义救援物资，10 多天
来一直饱受风吹日晒的
灾民们有了能遮风挡雨
的“家”。领到一包印有

“China 　Aid（中国援
助）”帐篷和两张毛毯的
村民阿卜杜勒·拉乌夫
终于一改愁容，脸上展
露笑意。
　　“作为我们阿富汗
的‘邻居’，中国援助来
得正是时候！”拉乌夫
说，“我们这个六口之家
终于可以不用住在树底
下了。”
　　 6 月 22 日，阿东南
部发生强烈地震，造成
1 0 0 0 多 人 遇 难 ，近
2000 人受伤，数万座房
屋被毁。加延村到处是
断壁残垣，村民只能用
床垫、毯子和塑料布在
树下搭起临时避难棚。
　　“我终于可以有个
临时的‘家’了，”拉乌夫
说，“感谢中国朋友送来
的帐篷！感谢你们的帮
助！”
　　 6 月 27 日，中国
政府援助阿富汗首批抗
震救灾物资运抵阿首都
喀布尔国际机场，其余

物资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也陆续运抵。
　　阿富汗临时政府国家灾难管理与人道主
义事务部代理部长吴拉姆·加乌斯当天在救
灾物资交接仪式现场说，这批物资是阿目前
最急需物资，中方行动是两国人民友好情谊
的最好体现。
　　“地震夺走了我们的一切，但中国援助的
到来给我们解决了住房、取暖这两个最现实
的问题。”正在排队领取中国援助物资的村民
汗·穆罕默德对记者说。
　　灾情发生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决定向阿
富汗提供 5000 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
助。中国红十字会也通过包机形式向阿运送
了帐篷、折叠床等抗震救灾物资，并向阿红新
月会提供援助资金，帮助阿灾民渡过难关。
　　阿富汗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 6 月 30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阿方感谢中国提供
如此大量的援助，帮助受灾民众重建家园。
　　阿富汗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也在第一时
间自发参与救灾行动。6 月 26 日，中国中冶
集团艾娜克铜矿项目向受灾较为严重的霍斯
特省灾区捐助了大米、面粉、食用油和茶叶等
物资。阿富汗华侨华人还自发购买药品、帐
篷等，自筹资金运往灾区。
　　正在阿富汗调研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副研
究员汪段泳在听闻阿东南部发生地震后，与
国内友人及当地慈善组织合作，于 6 月 29
日赶赴霍斯特省灾区，向受灾民众捐赠了 4
吨面粉。
　　阿富汗霍斯特省灾难管理和人道主义事
务部门负责人法齐勒·穆罕默德在接受记者
专访时说：“我们要感谢中国人民！你们是我
们的好‘邻居’！”  （记者邹学冕）
    新华社阿富汗加延 7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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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温得和克 7 月 4 日电（记者陈
诚）距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市中心约 20
公里的哈瓦那非正式定居点里，44 号浅蓝
色铁皮房与周边建筑别无二致，只是外墙上
黑色的“艺术培训中心”和大门上的“艺术之
地”几个字格外显眼。在这里，一位在中国学
习过的纳米比亚老师带领着数十名来自贫
民窟的孩子追逐着他们的艺术梦想。
　　传统民族舞蹈课上，十多名 6 至 12 岁的
孩子，脸上涂着红色粉末，身穿传统服饰，在
志愿者老师带领下学习传统舞蹈动作。在鼓
点节奏的带动下，孩子们尽情释放着身体里
蕴藏的潜力。从课堂传出的鼓声吸引来不少
邻居，大家也跟着鼓点跳了起来。
　　“ 2018 年，我创建了这所艺术培训中
心，为社区居民提供表演和视觉艺术培训，目
的不仅是培养人才，也希望避免孩子们被推
到街头从事与年龄不符的活动。”培训中心创
始人弗兰斯·南宾加告诉新华社记者。

　　 32 岁的弗兰斯出生在纳米比亚北部的
一个小山村，从小沉迷于绘画，贫穷的家庭
条件并没有阻碍他的兴趣爱好，买不起画具
就自己制作：树枝是画笔，地面和墙壁是画
布，有时整个作业本都被涂花……尽管没少
挨大人批评，但当一名画家的梦想却从小在
他心里扎了根。
　　经过不懈努力，2012 年，弗兰斯终于
获得纳米比亚艺术学院视觉艺术专业的
文凭。2013 年，弗兰斯和来自南非、乍得、
布隆迪和利比里亚的其他 5 名青年艺术
家来到中国杭州，参加了为期 6 个月的学
习交流活动。此行他收获颇丰，“提高了绘
画技巧，学会了不同材料的选取运用，还
参观了学校、工厂和博物馆，感受到中国
孩子对艺术的渴望和痴迷”。
　　这次中国行带给弗兰斯很大触动，对
他回国之后创业起到推动作用。“我想帮
助当地有天赋的孩子实现他们的艺术梦，

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弗兰斯说。
　　弗兰斯的艺术培训中心开设了绘
画、舞蹈、音乐、手工等课程，孩子们在这
里学会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用不同的艺
术形式呈现出来。此外，培训中心还为青
年提供了就业和学习机会。“我们与其他
艺术机构和学校合作，为那些希望继续
深造的人创造条件，让他们有资格进入
艺术学院。”弗兰斯说。
　　“艺术让我有了梦想。我希望能走得更
远，去中国或欧洲国家学习，向所有人展示
我的作品。”8 岁的托比亚斯告诉记者。
　　购买绘画工具、水电费等是一笔不菲
的开支，弗兰斯主要靠出售自己的作品维
持生计和培训中心运营，每个月生活捉襟
见肘。尽管困难重重，他仍计划扩大培训中
心面积以容纳更多的孩子。“我对未来很乐
观，希望通过扩大规模培养更多人，让他们
实现自己的梦想。”

撑起贫困孩子梦想的纳米比亚艺术培训中心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5 日电（记者孙丁）6
月 24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裁决，推翻
在联邦层面确立女性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
德案”，取消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堕胎
权之争是导致美国社会撕裂的主要议题之
一，该裁决一石激起千层浪。连日来，美国多
地举行抗议该裁决的示威活动。
　　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司法系统最终上
诉法院，有权评审和推翻下级法院裁决，同
时也是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者。该法院于
1973 年就“罗诉韦德案”作出裁决，认定美
国宪法保护女性堕胎自由，是其最著名的判
例之一。
　　不过，美国反对堕胎权的一方一直寻求
推翻这一判例，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与支持堕
胎权的一方在各层级展开法律和舆论争斗。
双方观点和立场几乎完全对立、无法调和，矛
盾也在政治环境催化下越发尖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正式受理关于密
西西比州限制堕胎法的上诉案。今年 5 月，
这一上诉案的一份多数意见书草稿遭泄露，
其内容显示席位占优势的保守派大法官们倾
向于推翻“罗诉韦德案”。6 月 24 日，正式裁
决出炉，该法院支持密西西比州限制堕胎法，
同时推翻“罗诉韦德案”以及另一相关判例。
　　“罗诉韦德案”被推翻，意味着美国各州
可以自行就堕胎进行立法。以意识形态和政

治立场划界，一系列由共和党人控制的红
州近期开始严格限制堕胎，而民主党人治
下的蓝州则在加紧巩固堕胎权。能否堕胎，
美国版图上清晰地分化出两大阵营。
　　俄亥俄州“堕胎禁令”生效后，连年仅
10 岁的强奸受害者都无法在当地堕胎，只
能前往临近的印第安纳州接受手术，触发
舆论愤怒。《华盛顿邮报》一篇专栏文章写
道：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重创了美国在人

权问题上的国际公信力。
　　在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背景下，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造成的争议越来越多，
对该法院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盖洛普咨
询公司近期一项民调显示，仅有 25% 的美
国人对联邦最高法院有信心，创有记录以
来最低水平。“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诸多
美国政要、学者、媒体就美国制度展开深度
反思，对“美式民主”的信心进一步动摇。

堕胎权纷争冲击美国

　　 7 月 4 日，
一 天 两 起 在 美
国“独 立 日”庆

祝活动现场发生的枪击事件将节日气氛冲
击得荡然无存。美国社会再度陷入震惊、痛
心与愤怒。
　　即便在国庆日这天、在庆祝活动当中，普
通美国人也无法享受安全。当天，美国中部
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市在举行节庆巡游时发
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 6 人死亡、30 多人受
伤。晚上，在 1776 年通过《独立宣言》的费
城，烟花表演现场再度发生枪击事件，至少两
名警察受伤。海兰帕克市市长罗特林无奈指

出，这一天本该庆祝“独立日”，却变成哀悼
枪击事件遇害者。一个个遇害者家庭转瞬
从节日的欢乐中坠入伤心欲绝。枪支暴力
阴影下，普通美国人何时得享安宁？
　　今年以来，美国已发生 310 多起导致
至少 4 人死伤的恶性枪击事件。据美国网
站“枪支暴力档案”公布的数字，美国今年
已有超过 2.2 万人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
美国人不知道哪一天、在哪个地方，灾难会
落到自己头上。在《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
诞生的费城，“独立日”枪击事件使“美国精
神的摇篮”遭遇莫大的讽刺—普通人的生
命权难以得到切实保障。一个美国老兵组

织在社交媒体上自嘲：“还有什么比 7 月 4
日发生的恶性枪击事件更具有美国特色？”
　　“独立日”喋血，再次暴露美国枪支暴
力痼疾深重，折射出美国政府治理失能。
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为维护宪法的最高
权威机构，日前做出不利于控枪的裁决，充
分暴露党争激化背景下美国制度失灵。
　　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那些口口声声

“人人都应该享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和自由”
的美国政客，请你们好好看看自己的国
家——— 枪患已经使“美国梦”变成“美国噩
梦”，美国人民成为制度失灵、治理失能的
牺牲品。   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

“独立日”枪声凸显美制度失灵治理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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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布鲁塞尔 7 月 5 日电（记者任
珂）北约 30 个成员国的代表 5 日签署芬兰
和瑞典加入条约的议定书，正式启动给欧洲
安全带来新挑战的北约北扩进程。
　　北约成员国的代表当天在位于布鲁塞尔
的北约总部举行签字仪式。芬兰外长哈维斯托
和瑞典外交大臣林德出席签字仪式，随后与北
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共同出席记者会。
　　芬兰、瑞典原本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但
于今年 5 月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按照规程，
北约必须在 30 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前提下
才能吸纳新成员。
　　 6 月 28 日，土耳其与芬瑞两国签署备
忘录，确认同意两国加入北约，为芬瑞两国入
约扫除了障碍。在 6 月 29 日和 30 日马德里
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芬兰和瑞典被正式邀请
加入北约。根据规程，北约 30 个成员国签署
芬瑞入约议定书后，下一步是所有成员国议
会批准这个议定书。
　　北约在冷战后五次东扩，不仅没有让欧洲
更安全，而且埋下冲突的种子。俄罗斯外交部
副部长格鲁什科几天前表示，若芬兰和瑞典
加入北约，俄罗斯将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安全。

北 约 正 式 签 署

芬瑞入约议定书

   6 月 30 日，
在距纳米比亚首都
温得和克市中心约
20 公里的哈瓦那
非正式定居点的艺
术培训中心，孩子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学习传统舞蹈。
   新华社发
   （莉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