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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新华时评

“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
通过《哈瓦那宣言》

新华社哈瓦那 9 月 16 日电（记者
朱婉君） 为期两天的 “77 国集团和中
国”峰会 16 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闭幕。
峰会通过《哈瓦那宣言》，呼吁全面改革
国际金融结构，构建更包容、协调的全
球经济治理格局。

宣言说，当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
序带来的挑战，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
冲击。 国际金融结构亟需改革，发展中
国家应加强团结合作，提升在全球决策
机构中的代表性。 宣言指出，有关各方
应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致力于实
现全球发展和共赢合作，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围绕本次峰会的主题———“当前发
展面临的挑战：科学、技术和创新的作
用”，宣言指出，科技和创新对推动发展
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加
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提高发展中国
家获取科技的机会和发展科技的能力，
建立一个开放、公平、包容、非歧视的科
技发展环境。宣言将 9 月 16 日定为“南

方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日”。
宣言反对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单方

面制裁。多国与会人士在峰会一般性辩
论中敦促美国结束对古巴、委内瑞拉等
国的非法制裁，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争
取发展权益。

此外， 峰会通过一项单独声明，同
意墨西哥重新加入“77 国集团和中国”
机制。

本次峰会由“77 国集团和中国”轮
值主席国古巴举办。 31 个国家的国家
元首或政府首脑、多名国际和区域组织
负责人及 116 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团
参加本次峰会。

77 国集团成立于 1964 年，是由发
展中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
加强团结合作以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进程。中国一贯支持该组织正
义主张和合理要求。自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 中国同 77 国集团关系在原有基
础上有了较大发展，通过“77 国集团和
中国”这一机制开展协调与合作。

昆曲雅韵万里相和
———“中国昆曲江苏周”走进法国巴黎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
一曲《牡丹亭》婉转悠扬。 “因情成梦，因
梦成戏”的故事从中国江南水乡唱到法
国塞纳河畔。

14 日晚，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
携 《牡丹亭》 亮相巴黎蕾博拉戏剧院，
900 多个位置座无虚席。 600 多年时光
轮转， 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凄美爱情故
事，通过清丽婉转的声腔、盈盈袅袅的
身姿和细致打磨的唱词，引发现场观众
共鸣。

80 岁的克里斯蒂亚娜久久不愿离
去。 “这个故事太凄美、太感人了。 法国
也有类似的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 这
个梦很美，人们都需要梦想。 ”

在同样闻曲而来的伦敦大学戏剧
学教授玛丽亚·舍夫佐娃看来， 尽管许
多欧洲民众是初识昆曲，但表演中的动
作、色彩与用词等可看、可听的元素，能
够为不同国度观众架起交流的桥梁，让
外国观众也能在昆曲艺术中找到共鸣。

1986 年， 昆曲艺术家张继青曾在
巴黎莫加多剧院表演《牡丹亭》。 “我和
所有热爱中国戏剧的观众都特别高兴，
时隔多年终于再次在巴黎看到中国传
统戏曲。 ”法国文化部文化戏剧名誉总
监让-皮埃尔·余尔斯说。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军
表示， 昆曲不仅联结起了跨越国界、跨
越时空的情感， 也联结起了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的友谊。
当天，“文明遇·鉴： 中国昆曲江苏

周”在位于巴黎的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
物馆开幕。

2001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
黎宣布将昆曲列为首批 “人类口述和
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助推这一古老艺
术走向世界。 如今，昆曲艺术再次来到
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卢浮宫外、凯旋门
前……在巴黎许多地标性建筑附近，精
心装扮的中国昆曲演员轻扬水袖、“绽
放”街头。

中华传统文化不断与世界交融。昆
曲的海外演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既有
原汁原味的表演，又有融入西方元素的
跨文化创作，在和而不同中收获大量海
外“票友”，传统戏剧的“朋友圈”正不断
扩大。

15 日下午，昆曲走进法国校园。 折
子戏《宝剑记·夜奔》《虎囊弹·山门》《牡
丹亭·游园惊梦》亮相法国诺欧商学院，
不少当地青少年慕名而来。 高中生贡
迪·阿尤布在演出结束后主动上台学习
昆曲身段。“我很喜欢昆曲。这次奇妙的
体验让我对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化更有
兴趣了。 ”

“昆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代表着
我们的传统审美和传承精神。 ”柳梦梅
的扮演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
施夏明说：“昆曲之美不分国界，我们将
传承和弘扬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让昆曲
水袖继续轻扬在世界舞台上。 ”

（新华社巴黎/南京 9 月 17 日电
记者 陈毓珊 杨丁淼 张 健）

希腊政府将追加 3亿欧元拨款
应对气候灾害

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
16 日宣布， 明年政府将追加 3 亿欧元
财政拨款，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
灾害。

米佐塔基斯当天在北部城市塞萨
洛尼基发表演讲时将气候变化比作“战
争”。 “希腊在和平时代正面临一场战
争。 在两周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历史上
最严重的野火和洪灾。气候危机已经发
生，迫使我们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 ”

今年 8 月，希腊东北部地区爆发野
火，持续十几天，过火面积超过美国纽约
市面积， 成为欧洲联盟有相关记录以来
最大规模火灾。据法新社报道，希腊今年
夏天发生的野火已经致死至少 26 人。

本月上旬，希腊中部色萨利地区连
下三天暴雨，溃坝和洪灾导致数百栋房
屋被淹没，17 人死亡。 专家估计，暴雨
导致希腊今年农业收成减少四分之一。

米佐塔基斯说，明年希腊政府将把
应灾专款从 3 亿欧元增加至 6 亿欧元，
这笔钱将来自政府对豪华酒店所征的
税款。

他说，个人和企业今后应该考虑购
买自然灾害保险，“是否强制所有人都
买这种保险， 是时候让公众开始辩论
了”。

希腊政府将对个人财产保险以及
中型和大型企业强制灾害保险减税降
费。 （新华社微特稿 王宏彬）

探访埃塞俄比亚首都
河岸绿色发展项目
这是 9 月 16 日在埃塞俄比

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拍摄的球
幕影院。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
亚贝巴河岸绿色发展项目是由
中国援助的工程，包括整治城市
河道，以及在河道周边修建公园
和其他公共设施等。 项目已经完
成友谊广场、科技博物馆、球幕
影院、儿童乐园等工程，中方目
前正在进行二期工程河道整治
标段的建设。

新华社记者 汪 平 摄

布达佩斯：链子桥畔音乐会
9 月 16 日，人们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著名地标链子桥上拍照。 当日，匈牙利

首都布达佩斯市政府在著名地标链子桥畔举办音乐会，庆祝布达佩斯三城合并 150
周年。 1873 年， 匈牙利多瑙河两岸的布达、 佩斯和老布达三座城市合并为一座城
市———布达佩斯。 新华社 发 弗尔季·奥蒂洛 摄

“中国经济崩溃论”注定再度崩溃
———中国经济“放眼量”系列评论之一

近段时间，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跟
约好了似的，歪曲编造与中国经济相关
的负面新闻，步调一致地“唱衰中国”。
这轮唱衰配合着所谓“去风险”的论调
而起，意在误导世界，动摇对中国经济
的信心，把中国塑造为世界经济“风险
之源”，破坏中国与各国的合作关系，说
到底仍是过去几十年来多次出现并最
终被事实反复打脸的所谓“中国崩溃
论”闹剧的延续。 当然，这次的结局也不
会例外。

历史上，这种泼脏水反被打脸的例
子不少。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关于中国
经济的巨龙封面很唬人，标题惊呼“中
国经济见顶了”。 同样的巨龙形象曾出
现在 2002 年 6 月 15 日期特别增刊，标
题是“喘不上气的中国龙”。 该刊物当时
预言，中国经济增长在十年内将大幅放
缓。 然而接下来十年的事实是，中国经
济年均增长约 10.5%， 远超世界主要发
达经济体同期平均水平。

沦为笑柄的还有所谓“中国崩溃
论”专业户、美国华人学者章家敦，当年
他预测中国经济“崩溃”的时间甚至精
确到“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绝不会
是之后”。 预言被事实打脸后，他又一再

调整所谓“崩溃时间表”，然而事实不迁
就任何偏见，摩根士丹利亚洲名誉主席
杰克·沃兹沃思对他的判断早已下了结
论：“你的‘中国崩溃论’只在你的书中
存在。 ”2012 年 12 月，美国《外交政策》
杂志网站将章家敦的所谓“中国崩溃
论”列入当年十个最糟糕的预测，一同
上榜的还有“2012 世界末日”预言……

再来看看今天的剧本。 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2023 年美国经济
增速只有 1.8%， 英国增速只有 0.4%，德
国经济将萎缩 0.3%……中国的经济表现
是：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5%，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世界银
行、 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
预测 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5.6%、5.4%
和 5.2%。 这放在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都
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中国经济仍然是全
球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发动机”。 但某
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却罔顾事实，肆意炒
作，唱衰中国经济。 实际上它们并非不
懂经济，而是别有用心。

媒体和政客轮番上阵，拿中国经济
短期波动数据做文章，以点概面，言过
其实，在专业期刊上干着最不专业的事
情。 他们急切切贩卖焦虑，假惺惺把脉
开方，就是想散布一种“中国经济不行
了”的悲观论调，企图瓦解民众对中国
经济前景的信心，影响投资者对中国市
场的信心，打击中国经济预期，破坏中

国经济运行，阻滞中国发展进程。 德国
《焦点》周刊近日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增
速是美国两倍， 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
中国的创新力在增强……一系列确凿
事实表明，所谓“中国崩盘”纯属妄想。

从所谓“产能过剩论”“债务危机
论”到“经济失速论”“中国崩溃论”，他
们执着于渲染中国经济的各种利空，用
“山雨欲来” 形容中国当下经济。 英国
“尖刺在线” 网站文章指出， 新冠疫情
后，随着能源短缺和俄乌冲突，西方国
家深陷经济政治泥潭，这些人炒作中国
悲观论，是想从唱衰中国中得到“些许
安慰”。 然而给中国经济“吹阴风”并不
能解决自身问题。 美国信用评级被下
调，高通胀困扰仍在，经济正处于“避免
经济衰退的、非常狭窄的小路”上。 印度
尼西亚《雅加达邮报》文章指出，美国总
统拜登称中国经济为“定时炸弹”，他的
话倒像是在说美国自己。

最近，西方政客又故作担忧地抛出
“中国经济放缓波及亚洲邻国”论调，试
图挑拨分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 中
国与地区邻国形成日益密切的经济合
作关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和
东盟的经贸往来不断深化，《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红利逐步释放。 美
国却在推销所谓“印太战略”，制造政治
对立与经济分裂。 美国的心机谁还猜不
透呢？

中国经济长期在爬坡过坎中前进，
经济发展既有长期笃定的追求，也在识
变、应变、求变中调整。 这几年，各国经
济恢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疫情“疤痕效
应”， 在进入平稳恢复阶段之前出现波
动是普遍特征。 中国经济恢复也是一个
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中国
政府有效利用充裕的政策空间，为应对
短期波动出台针对性措施， 同时基于
长远谋划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高
质量发展稳步前行。 二季度以来，世界
银行、 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纷
纷调高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今年
前 8 个月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回升向
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3.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 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2%，服
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19.4%……在世界经
济波动下行、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的
背景下，中国经济在持续恢复中展现韧
性与活力。

风物长宜放眼量。 中国目前面临的
国内外经济复杂形势不可否认，中国经
济回升向好更是客观事实。 全球化时
代，各国应同舟共济。 唱衰别人不会使
自己更好，更干扰不了中国经济稳健发
展的进程。 事实面前，“中国经济崩溃
论”注定再度崩溃。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
记者 叶书宏 樊 宇）

调查显示日本 86%地方政府希望增加外国劳动力
日本共同社 17 日发布的一项调查

显示，日本 86%地方政府认为本地劳动
力短缺，需要引进更多外国劳动力。

30%地方政府领导者感到“有必要”
推动引进外国劳动力，56%认为“有些必
要”。 只有 8%认为“没必要”或“不太有
必要”。

共同社于 7 月和 8 月向日本 47 个
都道府县及其下辖的市、町、村的地方
官员发送调查问卷，收到 1682 份答复，
占所有调查对象的 94%。

16 个县 90%及以上官员认为引进

外国劳动力“重要”，其中，岛根县和高
知县这一比例达 100%。 主张引进外国
劳动力的官员解释，其理由主要是本地
劳动力短缺，医护服务行业、农业和制
造业尤其缺人。

63%地方政府表示正在采取一些措
施帮助外国居民融入本地社会，例如帮
助他们学习日语、将政府信息翻译成外
文等。 20%地方政府表示，对雇用外国劳
动力的企业给予资金奖励或实施帮助
外国劳动力与日本企业对接的计划。

日本厚生劳动省下属日本国立社

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 4 月公布的
日本未来人口推测数据显示，2070 年日
本人口将降至 8700 万，较 2020 年减少
30%， 其中 ，15 至 64 岁劳动人口将从
2020 年的 7509 万人降至 4535 万人；14
岁以下人口将从 2020 年的 1503 万人
减少到 797 万人；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
达到 3367 万人， 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将由 2020 年的 28.6%升至 38.7%。

数据还显示，2070 年在日本居住的
外国人口将达 939 万，占日本总人口比
例将由 2020 年的 2.2%提高至 10.8%。

日本总务省 7 月发布的调查结果
显示，日本所有 47 个都道府县 2022 年
均出现日本籍人口下降情况， 为 1968
年开始相关调查以来首次。

在共同社调查中，84%地方执政者
“强烈”担心或“有些”害怕，在日本人口
老龄化趋势下， 当地社区面临消失风
险。 2015 年这一比例为 77%。

共同社援引一家私营机构的推测
结果报道，日本 896 个地方行政区将来
可能消失。

（新华社专特稿 欧 飒）

洪灾致死上万人 利比亚检方调查大坝垮塌原因
利比亚总检察长西迪克·苏尔说 ，

已着手调查东部城市德尔纳两座大坝
在洪水中垮塌的原因。 苏尔说，这两座
大坝二十多年前就已出现裂缝。

一些分析师说，这次调查可能牵涉
利比亚东、西两个政权的高层官员。

【市长接受调查】
苏尔 15 日晚在德尔纳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 检方就大坝垮塌展开调
查， 调查人员来自利比亚不同地区，内
容涉及大坝修缮资金流向等事项。

苏尔向市民承诺 ：“不管是谁犯下
错误或玩忽职守，检方定会采取强硬措
施，对其发起刑事案件调查，并将其移
送审判。 ”

利比亚一家电视台援引德尔纳市
政府 14 日发布的消息报道， 德尔纳市
长阿卜杜勒-穆奈姆·盖西被停职，正接
受调查。

垮塌的两座大坝阿布·曼苏尔大坝
和比拉德大坝均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 ，
分别距离德尔纳 13 公里和 1 公里 ，储
水量分别为 2250 万立方米和 150 万立
方米。

飓风 “丹尼尔”10 日在利比亚东部
地中海沿岸地区登陆并引发洪水。 上述
两座大坝夜间垮塌， 人员伤亡惨重，许
多遇难者在睡梦中被洪水冲走。 利比亚
红新月会最新数据显示，洪水迄今在德
尔纳导致 11300 人遇难，1 万多人失踪。

据美联社报道， 为预防海水漫灌，
当地官员曾在 9 日下令民众撤离沿海
地区，但没有警告民众大坝可能垮塌。

【大坝早有裂缝】
苏尔说， 大坝运营方早在 1998 年

就上报过两座大坝均出现裂缝 。 两年
后，利比亚政府雇用一家意大利工程公
司评估大坝损坏情况。 后者证实大坝出

现裂缝，建议修建第三座大坝。
穆阿迈尔·卡扎菲政府 2007 年把

大坝修缮工程交给土耳其阿尔塞勒建
筑公司。 由于支付问题，相关工程直到
2010 年 10 月才启动， 但不到 5 个月后
因卡扎菲政权被推翻而暂停。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诉法
新社，此后政府每年都会划拨大坝修缮
专款，但官员“只拿钱不办事”。

利比亚审计部门 2021 年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 大坝修缮存在 “拖延”问
题，政府 2012 年和 2013 年共划拨超过
200 万美元用于相关工程，但并未施工。

2022 年，利比亚水文专家巴代尔·瓦
尼斯·阿舒尔在一项研究中警告，如果大
坝得不到修缮，德尔纳将遭遇灾难。 这一
预警当时没有得到利比亚当局重视。

【内乱衍生隐患】
英国皇家联合军事防务和安全研

究所利比亚问题专家贾莱尔·阿尔沙维
说，这次调查会对利比亚司法系统构成
“挑战”，因为可能牵涉利比亚东、西两
个政权的高层官员。

2011 年，美国等西方国家武装干涉
利比亚， 支持反对派推翻穆阿迈尔·卡
扎菲政权。 利比亚此后政局动荡，陷入
长期内乱。 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利比亚民
族团结政府与支持它的武装力量控制
部分西部地区，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则
与“国民军”结盟，主要控制东部和中部
地区。

国家分崩离析后，由于缺乏统一中
央政府管理，该国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灾
能力衍生出种种问题。 德国国际与安全
事务研究所利比亚问题专家沃尔弗拉
姆·拉赫尔指出，在德尔纳洪灾背后，相
关部门不能正常运行和腐败等问题正
慢慢浮现。

（新华社专特稿 王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