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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德国慕尼黑 2
月 18 日电当地时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王毅在德国出席慕尼黑安
全会议并发表题为《建设一
个 更 加 安 全 的 世 界》主 旨
讲话。
　　王毅说，人类与新冠病
毒长达三年的抗争，揭示了
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习
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的，我们
都是地球村成员，同属一个
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绝不
能重走阵营对立、分裂对抗
的老路，绝不能陷入零和博
弈、战争冲突的陷阱。
　　王毅表示，建设一个更
加安全的世界，是各国人民
的强烈愿望，是世界各国的
共同责任，更是时代前进发
展的正确方向。为了世界更
安全，我们都要坚持尊重各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要坚
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
端，都要回归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都要重视发展的
关键作用。
　　王毅强调，建设一个更
加安全的世界，是中国矢志
不渝的追求。中国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是从历史、现实
和未来的深刻思考中作出的
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地团
结更多国家一道走和平发展
道路。中国的力量每增长一
分，世界的和平就多一分希
望；各国共同致力于和平发
展 ，人 类 的 未 来 就 能 充 满
光明。
　　王毅还就乌克兰问题、
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回答了
提问。
　　王毅宣布，中方将发布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的中国立场”，中国将继续站
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
王毅表示，中方还将发布《全
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为解
决当今安全困境提出更可行
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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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东京 2 月 19 日电（记者姜俏梅、张
伊伊）初春时节，万物复苏，东京上野动物园入
口附近一株樱花迎风绽放。19 日，上野动物园
显得格外拥挤，因为当天是生活在这里的雌性
大熊猫“香香”接受参观的最后一天，21 日早晨
它将踏上回归中国的旅途。
　　“香香”出生于 2017 年 6 月，父母分别为
中国旅日大熊猫“比力”与“仙女”。由于“香香”
父母是从中国出借的大熊猫，它们产下的幼崽

所有权属于中国。
　　记者在熊猫馆周围看到，中签的“幸运
儿”按预约时间段前往熊猫馆等待与“香香”
道别，队伍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抱着婴
儿的夫妻；许多没能中签的人，有的戴着印
有熊猫图案的口罩，有的抱着大熊猫玩偶，
在熊猫馆附近徘徊观望，即便没法亲眼看到
他们心目中的“美人香”，也想离它更近一
些……

　　“本来两岁就应该送还中国的‘香香’，因
为新冠疫情在日本生活了 5 年多，让我们这
些熊猫迷多看了很久它可爱的模样，我想对

‘香香’说声感谢。”三浦女士没能中签，但她
还是特意穿着熊猫外套前来与“香香”告别。
　　众目睽睽之下，“香香”正端坐在一堆竹
子前旁若无人地大口进食。由于观览区只准
停留两分钟，人们纷纷准备好手机、相机，尽
量多地留下这珍贵的一刻，在工作人员的催

促离场声中依然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不少
人禁不住落泪。
　　从埼玉县赶来的“香香粉”和田美月向
记者展示了她当天拍摄的珍贵画面。她
说：“从‘香香’第一次亮相开始到现在已经
数不清来看它多少次了，每个周末和不上
班的时候肯定会来这里，我想应该有几百
次了。”
　　当记者问她对“香香”有何临别赠言，和
田突然低下头默默不语，再抬头已是泣不成
声。“谢谢你生在上野，让我们看到很多可爱
的画面，给喜爱大熊猫的我们以及所有日本
人带来笑容和治愈。”她断断续续地说道。“希
望‘香香’回到中国之后，像妈妈一样成为育
儿高手，只要它健康幸福就好……”
　　熊猫馆附近一对穿着印有熊猫图案帽衫
的母女非常显眼。30 多岁的水口奈津季对
记者说，帽衫是她亲手设计的，上面的熊猫图
案都是她自己拍摄的“香香”头像。她和妈妈
还将成为当天与“香香”见面的最后一批
观众。
　　“与其他熊猫相比，‘香香’长得漂亮，又
很活泼。”她希望“香香”回到中国以后也能被
大家所喜爱，继续当个熊猫明星。
　　距离上野动物园不远，日本百货公司松
坂屋二层的一角正在举办熊猫摄影家、“每日
熊猫”博客博主高氏贵博的“香香”摄影展。
从 10 万张照片中精选出的 920 张照片，记
录了 2017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7 日期间他与“香香”见面的 920 天。
　　高氏贵博当天在熊猫馆附近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是观看‘香香’的最后
一天，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不过，这
不会是他拍摄“香香”的最后一天，因为他很
肯定地说：“将来我一定会去中国看‘香香’
的！”
　　天色已晚，一群“香香粉”依然不肯离去。
她们每人都抱着一个“香香”玩偶，大声冲着

“香香”的方向喊：“‘香香’再见！我们会去中
国看你的！”

“‘香香’再见，我们会去中国看你的！”
日 本 民 众 与 大 熊 猫“香 香”依 依 惜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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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突尼斯电（记者许苏培、黄灵）去年
10 月起，牛奶成为继面粉、白糖和矿泉水之后，
突尼斯各大超市和商店里又一类限购日常消费
品。近半年过去，“奶荒”没有缓解，甚至愈演
愈烈。
　　“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家很难买到牛奶。为
买牛奶，我们必须和附近商店搞好关系。”服装
厂工人萨米娅·本·苏莱曼无奈地告诉记者。
　　工程师马尔万·穆拉德说：“我们收到哪里
买得到奶的信息后，一般会马上赶过去。临近斋
月，家庭牛奶消耗量会大幅增加，所以我们尽量
多囤一些。”
　　突尼斯牛奶市场长期供不应求，近期全国
产奶量进一步下降。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市场牛
奶需求为每天 180 万升，而单日供给量最高只
有 120 万升。
　　受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和乌克兰危机影
响，突尼斯第纳尔持续贬值、进口饲料价格大幅
上涨，无力面对成本激增的突尼斯奶农纷纷选

择卖掉奶牛。
　　今年 52 岁的优素福·梅里亚是三个孩子
的父亲，在首都附近的西迪萨比特农业区经营
一个农场，之前饲养 10 头奶牛和 40 多只羊。
由于饲料价格大涨，他过去五个月卖掉了三分
之一牲口，以减少亏损。
　　“我和全国许多农民一样，经济状况恶化，
被迫卖掉奶牛。”梅里亚说，成本激增、糟糕的经
济形势正在将奶农推向破产。
　　以“奶荒”为代表，各种基本消费品短缺已
成为突尼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突尼斯马格里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希沙
姆·哈吉表示，公共财政困难导致当前一些享有
政府补贴的基本生活用品供应短缺。“政府无力
支付对牛奶、面粉、食用油等的补贴，对主要生
产商大量欠款，从而导致产量下降。”哈吉说。
　　突尼斯统计局数据显示，该国 1 月通胀率
上涨至 10.2% ，连续第 16 个月上涨，创 1984
年末以来最高纪录。

　　突尼斯政治评论家朱迈·贾斯米表示，突
尼斯通胀上升是从美国加息后开始的，通胀
水平居高不下与美联储货币政策有密切
关系。
　　去年 3 月开始，美联储实施多轮激进加
息。为扭转资本外流、遏制本币持续贬值，突
尼斯不得不跟进加息。然而，国内经济复苏本
就乏力，加息进一步提高企业和家庭借贷成
本，造成消费下滑，拖累经济增长前景。
　　“不少中东国家都受美国加息影响。美国
为了自身利益输出通胀，让全世界埋单，实在
令人失望和愤怒。”贾斯米说。
　　在物资短缺和通胀持续困扰突尼斯民众
之际，突尼斯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迅速增加，
原定改革计划难以推进，陷入偿债难、融资
难、改革难的恶性循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受
进口额急剧上升影响，预计突尼斯 2023 年
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

将 达 8 % ；政 府 债 务 占 G D P 比 重 将 达
89.2%，高于 2020 年的 82.8%。
　　 1 月 27 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下
调突尼斯主权信用评级至 Caa2 ，前景展望
为负面。突尼斯经济学家伊兹丁·塞伊丹表
示，这意味着突尼斯被归类为“极高风险国
家”。
　　为获取 IMF 贷款，突尼斯已承诺进行
结构性改革，包括降低公共部门工资、削减
能源和食品补贴、部分私有化国有企业等。
然而，在当前通胀加剧背景下，如何在不伤
害最脆弱家庭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成为棘手
的问题。
　　“一旦把握不好政策平衡，就会导致局面
失控，突尼斯将掉进一个无法脱身的漩涡。”
贾斯米说。
  “我以前的梦想是增加奶牛数量并建一
个奶酪工厂，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但
现在，我的梦想破灭了。”梅里亚悲伤地说。

突尼斯“奶荒”持续困扰民众生活

　　日前，美国驻日大使伊
曼纽尔在东京举行记者会，
扬言美日同盟正在从“守”的
同盟转变为“攻”的同盟。且
不论气势汹汹的美日同盟要

“攻”谁、怎么“攻”，从近期围
绕重大环境污染事项的表态
看，美日更像是一个“污”的
同盟。
　　联合国安理会 14 日就
海平面上升与国际和平与安
全问题举行公开会议，多国
代表对日本政府加速推进福
岛核污染水排放工作提出批
评。代表们指出，日本核污
水排放计划一意孤行、无视
周边国家关切，将严重危及
全球海洋环境、生态系统和
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的生命
健康。
　　美国是太平洋沿岸国，洋
流影响下，日本的核污水想必
也会抵达美西海岸，对美国人
的健康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然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
在回应日本核污水排放问题
时却依然在重复其陈词滥调：

“日本的做法很透明，符合国
际认可的标准。”
　　联想到近期对发生在俄
亥俄州的有毒化学品列车脱
轨起火导致环境灾难的反应
看，美方说出这种话来似乎
也并不奇怪——— 美国政府一开始真没太把这
起有毒化学品泄漏事故当回事，对这一灾难
事件长时间失语的美国媒体也是如此。
　　正如美方对日本核污水排放表现得“云
淡风轻”一样，日本方面也对俄亥俄州此次事
故置若罔闻，鲜见于报端。这与他们对一些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环境问题
时的苛求和炒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日“污”同盟，在美军基地涉嫌污染日
本多处土地和地下水问题上更是展现得淋漓
尽致。
　　据日媒报道，2022 年在日本冲绳美军
基地附近的调查显示，在 46 个调查点中，32
个调查点的致癌性全氟化合物浓度超标，祸
首指向美军基地使用的灭火剂。而在冲绳以
外，日本 13 个都道府的 81 个调查点全氟化
合物浓度超标，包括邻近美军横田基地的东
京多摩地区多处地下水和自来水。
　　由于日方声称没有权限进入驻日美军基
地调查，受污染地区周边居民只能忍气吞声，
甚至自发展开污染源调查。多摩地区的一名
居民告诉记者，这儿的自来水不敢饮用，平时
只用瓶装水，一言道尽“美军占领地”的悲哀
与屈辱。
　　美日同盟之“污”，不仅在于漠视地球环
境，不仅在于双重标准，更在于唯霸权为首
务、视生命健康为草芥的扭曲“价值观”。
            新华社东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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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政坛不断刮起渲
染“中国威胁”的歪风。

一些美国政客声称中国在安全、科技、经济等领域
对美国形成所谓“威胁”。实际上，了解国际事务和
中美关系的人都知道，对世界和平发展构成威胁、
对他国正当发展权益形成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
美国自己。
　　一些美国政客之所以不断炒作“中国威
胁”，主要是因为他们固守霸权观念，对如今美
国霸权地位不断下降的事实深感焦虑；固守零
和思维，不能容忍任何国家的经济体量赶上并
超过美国。他们不能容忍中国继续发展强大，要
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步伐。他们卖力炒作

“中国威胁论”，一方面蓄意借此抹黑中国，另一
方面妄图以此打压中国。
　　实际上，是美国一直在威胁世界。正如《纽
约时报》评论所言，“如果说 21 世纪初有哪个国
家在寻求称霸世界、胁迫他国、藐视规则的话，
那就是美国”。屡屡发起军事行动造成难以计数

的平民伤亡、到处挑动地缘冲突引发局势动
荡、肆意挥舞制裁“大棒”打击他国经济民
生……多少年来，美国霸权行径危害世界和
平和发展，世界苦美久矣！
　　实际上，是美国一直在威胁中国。干涉中
国内政、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插手中国香
港事务、破坏中国主权安全，滥用“国家安全”
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不择手段对中国进行
全方位打压，却反诬中国“威胁”美国，这岂不
是“贼喊捉贼”？
　　一些美国政客之所以热衷渲染“中国威
胁”，也是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有诸多好处，是
一笔“无本万利”的好生意。面对美国内政治
失能、经济失衡、社会失序等顽症，面对枪支
暴力泛滥、贫富差距拉大、种族矛盾加深等痼
疾，面对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美国当政者们
无意也无力解决，向外转移矛盾、“甩锅”中国
是他们的一贯伎俩。渲染“中国威胁”，还可以
为美国政府增加军费开支、为军工集团赢得
更多订单提供借口。

　　种种事实表明，炒作“中国威胁”是美西
方一些政治势力向中国泼脏水，是企图误导
世界舆论的弥天大谎。中国的发展是为了让
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中国的发展不针
对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华民族传承
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中国始终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中
国的进步不断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贡献正
能量。
　　炒作“中国威胁”治不了“美国病”，到头
来只会让自身问题更加积重难返。面对国内
种种棘手问题，美方最应做的是“反求诸己”，
把自己的事做好比什么都重要。
　　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
共同繁荣。树立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奉行积
极务实的对华政策，让合作代替对抗，在互利
共赢中赢得更好的未来，才是唯一明智的
选择。
      （记者杜白羽）新华社北京电

美政客炒作“中国威胁”是“贼喊捉贼”
外交部发言人

介绍中美接触情况
　　新华社北京 2 月 19 日电外交部发言人
19 日介绍中美接触情况，内容如下：
　　应美方请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
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
会议期间，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非正式接触。
　　王毅清晰表明了中方在所谓飞艇事件上的
严正立场，指出美方所作所为是典型的滥用武
力，明显违反国际惯例和民用航空公约，中方强
烈不满，严正抗议。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监控侦
察国家，高空气球多次非法飞越中国上空，没有
资格对中国污蔑抹黑。美方要做的是拿出诚
意，正视并解决滥用武力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损
害。如果美方执意借题发挥、炒作升级、扩大事
态，中方必将奉陪到底，一切后果将由美方
承担。
　　王毅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坚持原
则、劝和促谈，一直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
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是两个独立国家主权范
围之内的事情。我们从不接受美国对中俄关系
指手画脚甚至胁迫施压。美国作为一个大国，
理应推动危机政治解决，而不是拱火浇油，趁机
牟利。
　　王毅指出，要维护台海稳定，就必须坚定反
对“台独”，真正坚持一中原则。美方在台湾问
题上要尊重历史事实，信守政治承诺，将不支持

“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

美国前总统卡特居家接受临终关怀
　　新华社休斯敦 2 月 18 日电（记者徐剑梅）
卡特中心 18 日发表声明说，98 岁高龄的美国
前总统吉米·卡特在经过一系列短期住院治疗
后，决定在家中接受临终关怀。

　　声明说，卡特当天决定在家中与家人共
度生命的最后时日，这一决定获得他的家人
和医疗团队全力支持。
　　卡特于 1977 年至 1981 年出任美国第

39 任总统，在其任内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
关系。
  卡 特 是 目 前 在 世 最 年 长 的 美 国 前
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