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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G

毕振山

当地时间 4 月 13 日深夜，伊朗向以色列

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称伊朗发射的导弹和

无人机大多数被拦截。伊朗方面随后表示，

伊朗不寻求地区局势升级。美国方面则表

示，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有分析人士指

出，伊朗此次袭击可以说是在各方“意料之

中”，表明其并不愿看到中东局势失控。然而

当前中东局势错综复杂，未来走向何方仍然

有待观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4 月 14 日凌晨发

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内的以色列目标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

机。袭击针对以色列犯下的众多“罪行”，

包括 4 月 1 日对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领事部

门建筑的导弹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以

色列用于袭击伊朗驻叙使馆的基地被伊朗

成功打击。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14 日凌晨也发表

声明说，超过 300 个无人机和导弹射向以色

列，其中超过 99%被拦截，以南部一处军事基

地的基础设施在袭击中被“轻微破坏”。据以

色列媒体报道，此次袭击造成一名 10岁的以

色列男孩受伤。

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方面并没有置身

事外。美国白宫称，美军帮助以色列击落“几

乎所有”发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国

防部长奥斯汀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通电

话，奥斯汀重申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的防御

行动，还要求加兰特在对伊朗的袭击“做出任

何可能反应之前通知美国”。

不少媒体指出，伊朗此次对以色列发动

袭击并不意外，甚至早有预告。

以色列此前多次袭击叙利亚境内目标，

造成多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死亡。4

月 1 日，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建筑

遭到袭击，导致至少 13人死亡。伊朗说袭击

由以色列发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

朗总统莱希均誓言报复。

4 月 11 日至 13 日，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

扬与多国展开密集通话。4 月 11 日，阿卜杜

拉希扬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英国外交大臣

卡梅伦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通话。4月 12

日，阿卜杜拉希扬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通

话。德、英、澳、意均呼吁伊朗保持克制。4

月 13日，阿卜杜拉希扬与俄外长拉夫罗夫通

话，俄方重申对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

使馆领事部门予以强烈谴责。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 4 月 12 日表

示，他认为伊朗可能“很快”会对以色列发动

报复性袭击。以色列军方 13日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保护以色

列免受伊朗进一步“侵略”的准备。以方还

警告，伊朗将承担“选择进一步升级局势的

后果”。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埃及、沙特等

国发表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

制。古特雷斯强调，中东和世界都负担不起

另一场战争。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社交媒体平台

上说，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可以被视为已经

结束”。伊朗代表团说，伊朗的军事行动是为

了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外交

场所的侵略。如果以色列再犯错误，伊朗的

反应将会严重得多。这是伊朗和以色列政权

之间的冲突，美国必须置身事外。

有分析人士指出，伊朗在袭击前与多方

通话，袭击后又发表声明解释行动，这些都表

明伊朗并不愿直接卷入与以色列的冲突，从

而导致地区局势升级。美国虽然表态支持以

色列防御，但奥斯汀表示不寻求与伊朗发生

冲突，拜登则告诉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不

会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进攻行动。

因此，接下来中东局势如何发展，一定

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的行动。以方一名高

官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说，以方“反应

很快就会到来”。如果以方对伊朗的袭击予

以强烈回应，那么以伊之间的局势就可能会

继续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朗袭击以色列目标

的同时，也门政府官员说也门胡塞武装也参

与了袭击，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多架无人

机。黎巴嫩真主党也宣布向戈兰高地发射了

数十枚火箭弹。可以预见，一旦以伊冲突升

级，那么中东局势就有失控的风险。

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

对抗表明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进一步

加剧。要避免局势恶化，最主要的还是要尽

快推动巴以实现停火。只有巴以局势得到

控制，其他区域性的战火才有可能渐渐熄

灭。国际社会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一些国家，

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推动巴以停火止战，重

归和平。

伊朗袭击以色列，中东局势会否升级？伊朗袭击以色列，中东局势会否升级？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美西方一些国家最近炒作“中国产能过

剩论”“中国产能冲击论”，扭曲中国与世界的

经贸联系，是以干扰全球经贸运行，打压遏制

中国发展。

事实上，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反映的

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发达国家死守

利益固化旧秩序“城堡”，与不断崛起的发展

中国家打破“天花板”争取公平发展权之间的

一场较量。从发起贸易战、科技战，滥施制裁

打压企业，到鼓噪“脱钩断链”“去风险”，再到

构筑“小院高墙”、发布投资限制令，种种遏制

打压无不体现了这种角力格局下美西方资本

利益集团压制新兴市场发展，固守经济霸权

的焦虑心态。

历史上看，长期固化的“中心-边缘”产

业分工体系为发达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超额

收益，发展中国家只能位于边缘，充当资源劳

动力提供者和市场销售地的角色。随着中国

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上游跃升，推动世界分工体系出现合理化调

整，美西方认为自己的中心垄断地位和收益

受到挑战。如今在产能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炒作所谓“产能过剩”，目标仍旧是阻遏中国

产业跃迁。

经济全球化时代大潮奔涌向前，后发

国家不断融入世界经济，总是会培育出各

自比较优势，为世界经济孕育出新活力。

如果美西方跳脱出一时私利的狭隘视角，

用全球视野、长远眼光观察世界，就会发现

“堵”不如“疏”、“断”不如“联”。推动实现

资源自由流动、市场贯通融合、成果广泛共

享，才是世界经济向前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个竞争有序、效率更高、容量更大、创新

迭出、高度联通的全球市场将让所有人受

益，各国产能发展也将由此获得更好的布

局空间。

当前，大批“全球南方”国家仍处于经济

起飞或工业化初期阶段，对产能、产业、技术

有着巨大而迫切的需求。中国通过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等发展平台，疏通产能合作路

径，让发展红利惠及更多国家。美国《外交学

者》杂志网站关注到，东南亚国家积极争取中

国电动汽车企业的合作，“不仅加强了从化石

燃料汽车向电动汽车必然的转型，还通过技

术交流促进了经济增长”。即使在传统农业

领域，在塔吉克斯坦，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

农业纺织产业园帮助当地从棉花种植向棉纺

织全产业链跨越。从长远维度看，畅通全球

产能配置，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

进程，意在扩大世界经济容量，造福的是整个

世界。

世界经济发展的正途是发挥各方优势、

畅通资源流动，而不是封锁科技进步、封堵优

质产能。开展全球经济分工合作，实现资源

禀赋自由流动、跨国贸易顺畅对接、产能技术

有序转移，形成运转高效的全球产供价值链，

将极大助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

红利。就在中国新能源汽车遭西方针对的同

时，中国创造开放环境，形成了各展所长、共

享发展的价值链条。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成

为特斯拉在全球主要的出口中心，2023 年在

其全球产能中占比过半，这里生产的汽车热

销亚太、欧洲等海外地区。秉持“在中国，为

中国”战略的大众汽车集团近日报告，第一季

度在中国的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交付量强

劲增长。

世界经济发展的正途是坚持创新驱动、

发掘新质动能，而不是扼杀开放创新、诉诸保

护主义。通过开放合作、技术革新、产业升级

以及商业模式更新，推动产业变革和科技革

命，以增量创新代替存量博弈，世界经济才能

获得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进而推动可持续发

展。对很多外企来说，今日中国不仅是生产

基地、巨大市场，更是战略要地和创新源泉。

2023年，德国西门子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11亿

元人民币，在成都建设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

品中国智造基地；大众汽车集团在合肥建设

德国总部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聚焦智能网

联汽车的研发。

双赢共赢才是发展方向。历史和事实证

明，种种封堵遏制抹黑策略并没能阻遏中国

昂扬向上的发展势头，更没有挡住中国与世

界合作共赢的前进步伐。归根到底，中国顺

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潮，早已深度融入世

界经济发展进程。杂音和操弄阻挡不了中国

与世界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逆转不了全球

产业格局深刻调整的趋势，因为这是世界发

展的洪流、各国民意的主流，也是世界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据新华社北京电）

双赢共赢才是发展方向双赢共赢才是发展方向

莫荞菲

受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巴拿

马运河水位持续下降。作为连接大西洋和太

平洋的全球重要贸易水道之一，巴拿马运河

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面临运输困境。

近日，巴拿马政府宣布推出“干运河”计

划，借助陆路运输来缓解国际物流压力。据

巴拿马总统府物流部门负责人鲁道夫·萨穆

达介绍，该项目名为“多式联运干运河”，将利

用现有公路、铁路、港口设施、机场和免税区，

实施新的“特殊海关管辖”。

由于使用现有基础设施，新项目不需要

额外投资。巴拿马总统劳伦蒂诺·科尔蒂索

先前已宣布一项法令，简化相关陆路货物运

输程序。

当前，巴拿马运河主要依赖附近加通湖

和阿拉胡埃拉湖的淡水供应，每次船舶通行

都需要将 2 亿升淡水排入海洋，而这两个人

工湖的水源主要是降水。

数 据 显 示 ，2024 年 是 巴 拿 马 运 河 110

年历史中经历的第二干旱年份，该地区降

雨量较往常减少 41%，这迫使巴拿马当局

限制通行船只数量。此前，巴拿马运河日

均有 39 艘船通行，现在每日仅有 27 艘船可

通 过 ，且 每 艘 船 允 许 运 载 的 货 物 也 减 少

了。海上交通已出现堵塞，排队船只超过

100 艘。

贸易流量放缓不仅导致航运公司的运

输延误和潜在损失，还可能扰乱供应链并

影响全球经济。其中，美国、中国、日本和

韩国的船只由于频繁通过该运河，所受影

响最大。

巴拿马国家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吉列尔

莫·萨拉萨尔说，“干运河”的定位是“巴拿马

运河的补充”。它将为航运公司提供多样化

的运输选择，减少对传统运河路线的依赖，提

高货运效率，保持国际贸易畅通。

专家指出，“干运河”计划还将促进巴拿

马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扩张，改善物流，支持该

地区不断增长的贸易需求。

然而，人们对这一计划仍有担忧。航运

公司陆路绕行会产生额外物流费用，将货物

改道现有的公路和铁路需要多方协调及升级

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增加的潜在成本有可

能转嫁给消费者。

不少环保人士更看重“干运河”计划对巴

拿马运河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他们认

为，平衡贸易和环境保护对于巴拿马运河至

关重要。

环境学家玛丽亚·费尔南德斯称，“巴拿

马运河有责任保护该地区独特的生物多样

性。我们必须确保运河的运营是可持续的，

不会损害脆弱的生态系统。”她表示，随着巴

拿马运河继续在全球贸易中发挥关键作用，

当务之急是制定和实施一项全面的环境战

略，保证水资源得到有效管理和保护，并且长

期可持续利用。

分析人士塞巴斯蒂安·派珀指出，货物

绕过运河通过陆路运输，有助于优化巴拿马

运河用水量，减少对淡水的依赖，节约水资

源。巴拿马运河借此可以减轻航运对当地

生态系统的影响。“我们希望‘多式联运干运

河’项目不仅在当前干旱期间缓解运河压

力，也期待它能够成为一项长期方案，以在

未来的气候不确定性面前保持巴拿马运河

的功能。”

干旱致巴拿马运河水位下降，货运受阻

巴拿马推出“干运河”计划缓解运河压力
干旱致巴拿马运河水位下降，货运受阻

巴拿马推出“干运河”计划缓解运河压力

▲近日，在南苏丹特里克卡县，车辆行驶在朱巴-伦拜克公路项目的朱巴-特里克卡路段上。
新华社记者 韩旭 摄

作为中国和南苏丹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重点项目，
由山东高速集团承建的朱巴-伦拜克公路项目是连接南苏丹
中赤道州与湖泊州的一条重要通道。项目分为4段，第一段
长约 63公里的朱巴-特里克卡公路段已建设完成并于 2022
年6月正式通车，其余三段道路建设正在协调推进。

朱巴-伦拜克公路项目为道路升级改造工程，主线全长
392.7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 100公里，提高了公路安全性和
防洪能力，对完善南苏丹全国公路网的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这是近日在南苏丹特里克卡县拍摄的朱巴-伦拜克公
路项目沿线景色。 新华社记者 韩旭 摄

探访南苏丹朱巴-伦拜克公路项目

当地时间 4月 14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人们在发生持刀
袭击事件的商场附近献花，悼念遇难者。

澳大利亚警方13日说，悉尼东南部邦迪路口地区一家商
场当天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已造成6名受害者死亡，另有多
人受伤，行凶者当场被警方击毙。 新华社记者 马平 摄

悼念悉尼商场持刀袭击事件遇难者

新华社记者 王植樱 何冰 赵焱

“中国专家教授的农业技术让我和我的家人还有许多附

近的农户一起受益。”24岁的苏里南农民阿斯特兰多·利维尔

德告诉记者，这是他两年前无法想象的。

中国援苏里南农业技术合作中心技术援助项目位于距苏

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市中心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萨拉马卡

区。利维尔德是项目驻地附近农户，也是该项目的一名工作

人员。2022年 11月项目启动以来，他就已在此工作。

记者走进项目驻地探访时，利维尔德正在果蔬大棚内配

合中国专家苏利荣为当地农牧渔业部门的受训人员上示范

课，整地、植栽、浇水，利维尔德一气呵成。

利维尔德说，他自己也是种植大户，拥有 8 公顷土地，种

植百香果、苦瓜等作物，供应帕拉马里博当地市场。他还雇了

3名员工协助管理。

“通过在项目的工作，我跟中国专家学习了整地植栽、精

准施肥和病虫害识别治理等技术，再将这些技术应用到自家

作物的种植，同时传授给我的家人，”利维尔德告诉记者，“通

过技术帮助，我的收入从每周 2000苏里南元增加至 5000苏里

南元（1苏里南元约合 0.029美元）。”

记者问利维尔德，自家地里的活都忙不过来，为何还要继

续在项目上工作？

“农业技术在不断进步，我只有一直在这里工作，才能在

第一时间跟中国专家学到更多知识。”他笑着回答。

边工作边学习，利维尔德不是个例。该项目许多当地员

工一边打工，一边把学到的技术传授给亲戚朋友。

据介绍，中国援苏里南农业技术合作中心技术援助项目

开展农作物引种、选育、繁育、栽培等试验，以及面向当地大规

模种植户、农牧渔业部门工作人员及项目基地附近农户进行

农业技术培训与推广，计划举办 10 期集中培训班，培训总人

数预计达 300人以上，目前正进行第 3期培训。

来自湖南的苏利荣告诉记者：“能真切地帮助到更多的当

地人，很有成就感。”

苏利荣说，合作中心深得当地农户信任和喜爱，不少人带

着问题上门请教。苏里南政府部门经常组织中国专家到当地

农场和生产基地调研和指导。

苏里南农牧渔业部官员雅松·巴克告诉记者，一些当地农

业技术人员经常来中心参加培训，再把学到的技术带回去传

授给身边农户，风雨无阻，对学习中国技术充满热情。“我们同

中国农业专家合作得相当好，目标相同、齐心协力。”

（参与记者：李梦馨）

（据新华社帕拉马里博电）

中国农业技术让大家一起受益
——探访中国援苏里南农业技术合作中心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地球上目前仅剩下两头北方白

犀牛，且为一对失去生育能力的母女。对此，美国一个研究团

队正考虑用已故北方白犀牛的冷冻皮肤细胞拯救这一濒临灭

绝的物种。

多年来，人类一直尝试拯救北方白犀牛。英国《新科学家》

周刊网站近日报道说，美国圣迭戈动物园野生动植物联盟的研

究人员将目光瞄向了该机构“冷冻动物园”中储存的北方白犀

牛皮肤细胞。“冷冻动物园”是一个储存不同物种遗传物质的仓

库，里面存有从 12头已故北方白犀牛身上提取的皮肤细胞。

研究人员考虑用这些皮肤细胞生成精子和卵细胞，将其

转化为胚胎，并由北方白犀牛的近亲南方白犀牛代孕产下幼

崽。计算机模拟显示，用这种方式恢复北方白犀牛种群数量

是可能的，且经过 10代繁衍，该物种可不再近亲繁殖，形成一

个健康、具有基因多样性的群体。

不过报道指出，实现这一想法仍然挑战重重。例如，研究

人员需要用化学方法将冷冻皮肤细胞诱导成精子和卵细胞，

还要确保南方白犀牛能够成功携带北方白犀牛的胚胎。

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 2018年去世前，其精子

已被取出冷冻保存。不同国家的研究团队尝试借助辅助生殖

技术、基因技术等方式延续该物种。

美研究人员欲用冷冻皮肤细胞拯救北白犀

当地时间 4月 13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人们在街头参加
泼水节庆祝活动。4月13日至18日，老挝迎来一年一度的泼
水节。泼水节也称宋干节，是老挝的传统新年。

新华社发（凯乔 摄）

老挝万象：泼水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