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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2 月 16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中国政府援助叙利亚抗震救灾人道
主义物资 15 日运抵叙首都大马士革。据土耳
其和叙利亚政府及救援机构消息，土耳其南部
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的强震已致两国超过 4.1
万人遇难。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史宏微在交接仪式上
说，此次运抵的中国政府援助物资除急救包、棉
服、帐篷、毛毯等紧急救援物资外，还包括呼吸
机、麻醉机、制氧机等灾后重建急需的医疗设
备，希望这些物资和设备能够帮助叙方克服灾
害影响，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秩序。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 15 日报道，在
土叙边境地区强震发生 228 小时后，救援人员
在土耳其安塔基亚市一座倒塌的公寓楼废墟中
成功救出一位母亲和她的一对子女。另据土灾
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统计，6 日强震后已发生
3858 次余震，其中 38 次震级达 5 级以上。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4 日晚在内阁会议
后对媒体说，地震已造成该国 35418 人死亡，
另有超过 10.5 万人受伤，其中 1.3 万余人正在
住院治疗。
　　埃尔多安同一天在一次视频讲话中说，地
震造成土耳其 10 个省份受灾，直接受灾人口
达 1350 万。救援人员从废墟中共救出 8000 多
名幸存者。目前震区废墟清理工作已经在展开。

　　另据叙利亚卫生部及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
协调厅方面最新统计数据，该国地震遇难人数
已达 6400 人，另有近万人受伤。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 15 日说，地震
发生后，已有 76 个国家和地区向土灾区派
出救援和搜救队伍。土耳其已接收 3.6 万顶

帐篷，另有 5.1 万顶仍在运往土耳其途中。
　　恰武什奥卢 15 日与到访的亚美尼亚外
长米尔佐扬举行联合记者会。恰武什奥卢说，
土耳其发生地震后，亚美尼亚向土派遣了一
支 28 人的搜救队，在土南部重灾区阿德亚曼
省参与搜救。此外，亚美尼亚还向土耳其运送
了 100 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15 日与约旦外交大
臣萨法迪在大马士革举行会晤，这是萨法迪
2011 年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萨法迪表示，
约旦将继续向叙利亚提供震后援助，同时也
将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给予帮助。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突发卫生事件的官员
15 日表示，反对派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地区
医疗体系异常脆弱，他对当地灾民状况表示
非常担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4 日呼吁国际
社会捐资 3.97 亿美元，为叙利亚地震受灾民
众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救援。
     （参与记者：熊思浩、汪健、毛磊）

新华社记者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数据显示，
2023 年开年以来美国已发生 68 起大规模枪
击案件，相当于今年以来平均每天会发生一
起以上大规模枪击案件。美国枪患顽疾愈发
深入骨髓，交织在历史、法律、利益、政治等多
重因素中，长期困扰美国社会，严重侵犯民众
生命权，成为难以抹去的人权污点。
　　一声声枪响，击碎了所谓“人人得享不可
剥夺的生存与自由”的美国梦，但血的代价未
能改变枪支暴力引发的悲剧循环。枪支暴力
下的无辜受害者不断增加，美国民众成了美
国政府治理失能的牺牲品。
　　美国枪支泛滥触目惊心。1791 年通过的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持枪权，从此
持枪自由被美国人视为一项重要的个人权
利。在这样的“枪支文化”作用下，美国成为世
界上民间拥有枪支最多的国家。美国人口不
到全球 5% ，民间拥枪数却占全球的 46%。数
据显示，美国平均每 100 人拥有约 120.5 支
枪。无论是私人拥枪总数，还是人均拥枪数
量，美国都高居世界第一。美国烟酒火器和爆
炸物管理局最新研究表明，美国的枪支购买
热潮丝毫没有减弱迹象。
　　美国枪支暴力愈演愈烈。私人拥有大量
枪支引发接连不断的暴力事件，给社会带来
巨大伤痛。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在一周时间
内因枪支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整个西欧一年
因枪支死亡的人数。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持
枪杀人率达到 199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枪支
伤害成为美国 1 至 44 岁人群的五大死因之

一。2013 年以来，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和死
亡人数均增长近 3 倍。校园枪声频频响起，更
是令人痛心。过去 10 年，美国共发生大规模
校园枪击案 27 起。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
策学院和美联社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民调显
示，21% 的美国成年人曾经历过枪支暴力。美
国心理协会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美国民众担
心成为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受害者。
　　枪患猛于虎，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不治之
症”。每当大规模枪击惨案发生，都会在美国社
会掀起讨论枪支管控的热潮，但热潮过后，一切
如旧，哀思和祈祷不能阻止枪声再起。面对控枪
议题，政客们夸夸其谈却无所作为，互相推诿、
敷衍塞责成为标准“套路”，控枪始终难见实效。
相互掣肘的政治体制、日益极化的政治生态、无
孔不入的利益集团、难以根除的种族歧视，使全
面禁枪几乎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运作是枪支管控
不力的深层根源。各州关于枪支管控的规定
松紧不一，枪支管控和跨州执法愈发困难。共
和党一贯支持民众拥枪，而民主党则支持控
枪。在当前美国政治极化背景下，控枪立法举
步维艰。“神通广大”的枪支游说团体也是控
枪的一大阻力。美国的集团政治和选举政治
为拥枪团体提供了合法渠道，使其能大搞金
钱政治。据跟踪政治资金用途的“公开秘密”
组织统计，1998 至 2022 年，拥枪团体花费
1.904 亿美元用于游说。在美国上一届国会
中，曾获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资助的议员多达
262 位，累计获得资助超过 100 万美元的有
19 位，其中绝大多数是共和党议员。
　　枪患病根难除，让人们不得不怀疑“美式
人权”究竟成色几何。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
从根本上反思和改变金钱政治、治理失灵的
现实，美国民众将继续生活在枪支暴力的血
色阴影之中。 新华社北京 2 月 16 日电

中国政府援助物资运抵大马士革
土 叙 两 国 地 震 遇 难 人 数 逾 4 . 1 万

　　新华社日内瓦 2 月
16 日电 2 月 15 日至 16
日，中国代表团在瑞士日
内瓦参加了《经济、社会及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三
次履约审议。中国常驻联
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
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
使率由外交部、中央统战
部、最高人民法院、教育
部、国家民委、公安部、民
政部、文化和旅游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宗教局、
国家疾控局、国务院新闻
办、国务院妇儿工委等 14
家单位组成的中国代表团
出席，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团成
员参加。
　　陈旭大使在发言中表
示，为做好提交第三次履
约报告相关工作，中国政
府 成 立 了 由 3 0 多 家 立
法、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
工作组，认真完成了第三
次履约报告的撰写工作并
按期提交。该报告全面反
映了自 2014 年上轮审议
以来，中国促进和保护经
社文权利的政策、实践和
成就，详细介绍了执行《公
约》有关条款和落实上轮
审议结论性意见的最新进
展。中国政府还根据委员
会初审问题单提交了详实
的补充答复材料。
　　陈旭大使表示，中国
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
道路，推动中国人权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人
民的经社文权利保障水平
迈上新台阶。中国持续完
善促进和保护经社文权利
的总体规划。中国坚持将
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
基本人权，如期打赢人类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攻
坚战。中国深入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中国全面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健康权得到更加
充分保障。中国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
环境显著改善。中国积极
保障教育权和文化权，进
一步加强特定群体权益保
障。中国广泛开展国际合
作，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
和保护经社文权利作出积
极贡献。
　　陈旭大使指出，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明确了中国未来一个
时期的中心任务，强调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是不断促进和保护人权
的进程，中国将坚持不懈地努力使全体人民
在更高水平上平等享有经社文权利。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分别介绍了
香港、澳门在执行《公约》方面取得的积极
进展。
　　委员会专家肯定中国实现全面脱贫，认
真接受履行公约审议，注意到中国制定《民法
典》，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批准强迫劳动两公
约等进展。中国代表团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逐一答复委员会专家所提问题，介绍中国政
府所作努力，通过详实数据和具体案例增进
委员会专家的理解。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最
有影响的国际人权文书之一。中国政府于
2001 年 3 月批准该公约，并于 2005 年 4
月、2014 年 5 月两次通过履约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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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柏林 2 月 16 日电（记者朱晟）德
国联邦统计局 16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德国和中国双边贸易额为 2979 亿欧元，
中国连续第七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
　　数据显示，2022 年德国从中国进口额
为 1911 亿欧元，同比增长 33.6%；德国对中
国出口额为 1068 亿欧元，同比增长 3.1%。
　　过去数十年，在德国最重要进口来源地
排名中，中国 1980 年位列第 35 位，1990 年
排名上升至第 14 位，2015 年以来中国一直
是德国进口产品最多的国家。
　　数据还显示，去年德国和美国、德国和荷
兰的双边贸易总额位列第二和第三，分别为
2478 亿欧元和 2336 亿欧元。
　　德国联邦统计局 16 日发表声明说，德
国 2022 年的贸易顺差为 797 亿欧元，降至
2000 年以来最低水平，而相比 2021 年的
1753 亿欧元，降幅超过 50%，部分原因是能
源进口价格大幅上涨。

中国连续第七年成为

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

   2 月 15 日，工作人员在叙利亚大马士
革国际机场卸载中国政府援助的人道主义物
资。中国政府援助叙利亚抗震救灾人道主义
物资 15 日运抵叙首都大马士革。
  新华社发（阿马尔·萨法尔贾拉尼摄）

　　“今天是星期几？”
　　——— 2 月 15 日，在土耳其安塔基亚市一
处公寓废墟，一名女子被救援人员救出后说的
第一句话。
　　此时，距 6 日地震发生已经过去 228 个
小时。
　　前一天，在阿德亚曼市，一名被困 212 小
时的老人获救。
　　理论上的最佳救援时限早已过去，而生命
奇迹还在继续。

“今天是星期几？”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安塔基亚
市那名被困 228 小时后获救的女子叫埃拉，她
的一儿一女，一同从废墟中获救。
　　救援人员穆罕默德·埃耶尔马兹说，埃拉获
救后，看见我们非常高兴，她跟我们说的第一句
话是：“今天是星期几？”
　　埃耶尔马兹说，埃拉找他们要水喝，但因为
医务人员还未赶来，他们不敢给她任何吃的东
西。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埃拉是外国
人，但未透露她的国籍。

　　土耳其国防部 15 日在网上发布一段视
频，显示现年 77 岁的法蒂玛·京格尔 14 日在
阿德亚曼市获救。她被困在废墟中大约 212 小
时，得救后同家人一一拥抱。
　　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台报道，45 岁的梅莉凯·
伊马姆奥卢在卡赫拉曼马拉什市获救，她在废墟
里被困了 222 小时。14 日，在卡赫拉曼马拉什
省，一名据信被困约 205 小时的 35 岁女子获
救。同一天，还有多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获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土耳其南部
开展搜救的一些救援人员 15 日早些时候说，
他们仍然能听到被困人员的呼救声。

靠喝尿活下来

　　在梅尔辛市一家医院，路透社记者见到一
名靠喝尿液活下来的老人。
　　侯赛因勒·贝尔贝，62 岁，糖尿病患者，来
自 250 公里外的安塔基亚，被困 187 小时后获
救。地震发生时，他所在的 15 层公寓楼坍塌，
衣柜和冰箱为他撑起一个安全三角。更幸运的
是，他找到了一把扶手椅，一条毛毯，还找到了
一瓶水和治疗糖尿病的药。

　　“一个小时后，我拿过瓶子，开始喝水。对
不起，我随后朝瓶子里撒尿，放在一边，等它
凉下来我就喝。我通过这种方式活了下来。”
　　贝尔贝回忆说，获救时，“我在这边，他们
在另一边。我爬到衣柜旁边，伸出手去够天花
板，但够不着。我的儿子叫来了三个人。他们
边挖，我边敲天花板。我看见了一个小洞，我
听见了声音，我向他们呼救。”
　　“有人向我伸出了手，他们把我拉了出
来。我出来的洞口很小，我有些害怕。”贝尔贝
说，“被拉出来之后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我
获救了，我想要吃的和喝的，特别是水。”
　　医生说，贝尔贝没有骨折，“以一个非常
好的状态脱困”。
　　不过，外科专家莫哈娜·阿米尔萨拉贾
赫并不推荐靠喝尿求生。“确实有一些人
通过这种方式活了下来，但是随着时间推
移，你会发现脱水会越来越严重，你的尿
液会越来越浓，尿液中的水分越来越少。”

寒冷或有助延长生命

　　土耳其医疗救援队内科专家德尼兹·盖

泽尔说，通常人们在废墟之下最多只能存活
5 天，“任何被埋超过 5 天的幸存者都是奇
迹”。
　　盖泽尔说，幸存者求生面临的最大困难
是寒冷，“但是，一些人被困在封闭环境下，
因此可以在建筑下面一些小的封闭空间存
活”。
　　在地震重灾区哈塔伊省采访的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医学记者桑杰伊·古普
塔说，绝大多数获救者在震后 24 小时内脱
困，而人在废墟中被困超过 100 小时仍能
活下来的情况已属罕见。
　　古普塔认为，灾区寒冷的天气或许有助
于延长被困人员的生命。“一方面，它让幸存
者非常艰难……另一方面，这种天气或许会
减少幸存者对水的需求。”
　　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署 16 日说，
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 3.61 万人。按照
路透社的说法，地震救援的重心正从搜救
幸 存 者 转 向 赈 济 灾 民。不 少 灾 民 安 置 点
卫 生 状 况 堪 忧 ，疾 病 传 播 风 险 持 续
增加。
      （杨晟江 新华社专特稿）

多人被埋超 2 0 0 小时获救　“生命奇迹”还在继续

枪 患 痼 疾 难 除

凸 显 美 国 治 理 失 能
新华社记者

　　 3 日晚，美国诺福克南方
铁路公司一列货运列车途经俄
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镇时因机械
故障发生事故。事故造成该列
车 50 节车厢脱轨或损坏，20
节运载危险品的车厢中 11 节
脱轨，其中 5 节罐车运载氯乙
烯。氯乙烯是一种具有致癌性
的无色气体，其燃烧产生的光
气和氯化氢也是有毒气体。此
外，事故车厢里还有多种其他
危险化学品。
　　几经周折，新华社记者日
前到东巴勒斯坦镇有毒化学品
运载列车脱轨的核心现场采
访，了解事故对当地的影响。
　　据当地媒体报道，列车脱
轨后引发大火，现场火光冲天、
浓烟弥漫。浓烟还飘散到附近
小镇。
　　“事发时工厂里没人，但监
控视频记录了当时情景。真的
很后怕！”原籍中国上海的江虹
至今仍心有余悸。她在小镇上
开的耐火材料厂，就与事故发
生地隔着条小路。
　　在江虹工厂周围，随处可
见事故留下的破坏景象。厂房
附近的铁路散落着烧焦的枕
木和扭曲的铁轨，东边的树林里堆满了废弃
的火车车厢。工厂停车场一侧堆积着扭曲的
罐车和冷冻车残骸。由于未经同意就被救援
人员占用，停车场一部分路面已被碾压得不
成形，几个工人正在把淤积起来的污水抽到
罐车里。在厂房附近，停满了各种工程车辆，
几部挖掘机正在把挖起来的泥土装车。
　　尽管事故已过去多日，小镇空气里仍有
一股明显的怪味。记者入镇采访 20 多分钟
后，眼睛明显感觉不适并且出现轻微头痛。
　　东巴勒斯坦镇位于俄亥俄州与宾夕法尼

亚州交界处，人口约 4800 人。事
故发生后，镇上半数居民一度被
紧急疏散。
　　 6 日，应急人员以避免大规
模爆炸为由，对运载氯乙烯的 5
节罐车进行“受控释放”，把氯乙
烯从罐车内引出后燃烧，产生大
量黑烟弥漫天空。8 日，相关州、
地方以及联邦官员联合宣布，事
故地点所在区域及附近居民区
空气质量样本关注污染物读数
一直低于需要进行安全筛查的
水 平 ，撤 离 居 民“可 以 安 全 回
家”。
　　然而，上述说法并不能让当
地居民安心，不少人表示仍能闻
到化学品气味，身体出现头痛等
不适症状。与此同时，东巴勒斯坦
镇过去几天有人报告动物生病或
死亡。虽然疏散令已经解除，但部
分居民无意返家居住，对事故可
能给镇上造成的环境污染心存
忌惮。
　　 15 日下午，几十名当地居
民参加了律师就事故调查取证
与发起赔偿集体诉讼的咨询会。
大家忧心最多的是事故对当地
空气、土壤和水质所带来的长期
影响。与这些长期影响比起来，
被疏散居民每人领到的 1000 美
元补贴可谓杯水车薪。
　　事故对小镇的营商环境也
造成负面影响。江虹的工厂虽于
11 日复工，但并不能正常运转，

陆续有员工出现眼睛和喉咙不舒服等身体
不适，有的还出现皮疹，只能请假。江虹说，
15 日原计划有 5 个货柜抵厂，但因为人手
不够只能接收一个。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值得庆幸，但
它对当地企业经营和居民工作生活短期干
扰很大，长期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大。”江虹说
起未来，忧心忡忡。“我的企业并不大，这情
形要持续多久？我们未来怎么办？”
 新华社美国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镇 2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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