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时评

2024年 3月 14 日 星期四 A3国际新闻 本版责编/鲍 宏

停火谈判僵持不下 加沙地带急盼援助
斡旋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停火的卡

塔尔政府 12 日说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的间接谈判
还在进行，双方分歧依旧不小 ，离达成
协议尚有距离。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状况持续引发
关注。 联合国官员说，尽管多方试图通
过空投和海上走廊运送援助物资 ，但
进入加沙地带的物资杯水车薪 ， 陆路
通道的作用不可替代 ， 以方应放开陆
路口岸。

【协议还有距离】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

萨里 12 日在记者会上介绍加沙停火
谈判的最新情况。 他说：“很遗憾，我现
在无法提供任何时间表 。 实际情况非
常复杂 ， 我们距离达成协议还有距
离。 ”

安萨里说 ， 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

表态均未显示妥协迹象 ，“但我们保持
乐观，将继续推动协议在近期达成”。

卡塔尔 、埃及和美国作为斡旋方 ，
原本希望加沙地带能在斋月前实现停
火 。 但随着巴勒斯坦 11 日进入斋月 ，
这一目标破灭 。 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
人士 10 日告诉法新社记者 ，今后十天
会有新的外交斡旋 ， 以求在斋月的前
半个月达成协议。

美国方面 12 日敦促哈马斯接受
停火协议 。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杰克·沙利文说，只要哈马斯肯释放
被扣押人员 ， 接受为期 6 周的短期停
火， 后续各方将斡旋更持久的长期停
火。

据路透社报道 ， 以色列已经接受
这一短期停火协议 。 哈马斯坚持要求
永久停火、以方撤军。 以方则誓言不消
灭哈马斯不罢休 ， 停火协议到期后会
继续攻打加沙。

上一轮加沙停火谈判 5 日在埃及
首都开罗结束，没有取得突破。 哈马斯
和斡旋方参加谈判，以色列未参加。 哈
马斯和以色列拒绝面对面谈判 ， 由埃
及和卡塔尔在二者之间“传话”。

【陆路不可替代】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状况牵动人

心。 联合国说，加沙四分之一人口濒临
饥荒，加沙北部物资短缺尤为严重。

一艘运送食物的援助船 12 日从
塞浦路斯出发，经海路前往加沙地带 。
这艘船若顺利抵达加沙 ， 意味着欧洲
联盟发起的海上人道主义援助走廊开
通。 据法新社报道 ，这艘船预计 12 日
晚或 13 日抵达。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主任若
热·莫雷拉·达席尔瓦和加沙地带高级
人道主义和重建协调员西格丽德·卡
格对此表示欢迎 ， 同时呼吁开放更多

陆路通道。
两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要想

成规模地运输援助物资 ， 没有任何方
式可以有效替代以色列和加沙地带之
间的众多陆路通道和口岸。 ”

目前运输人道物资的卡车主要通
过拉法口岸和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进入
加沙地带。 拉法口岸与埃及接壤，凯雷
姆沙洛姆口岸与以色列交界 。 联合国
援助机构批评以方对进入加沙的救援
卡车层层卡关、处处设限 ，以方则予以
否认，称已允许 1.6 万多辆卡车进入加
沙地带。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道主
义协调员杰米·麦戈德里克 12 日说 ，
世界粮食计划署一支车队近日借道以
色列一条军用公路进入加沙地带北
部，将物资发放到加沙城 ，这是世粮署
近一个月来首次将物资运到加沙北
部。 （新华社专特稿 王宏彬）

以总理重申将继续推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新华社耶路撒冷 3 月 12 日电（记

者 吕迎旭 张天朗） 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 12 日重申 ，以军将继续推进
在加沙地带最南端城市拉法的军事行
动。

据以总理办公室 12 日发布的新闻

稿，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美国-以色列公
共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时
说，为了赢得战争胜利，以色列必须摧
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
在拉法剩余的武装人员 ， 否则哈马斯
将重新集结 、 重新武装并重新控制加

沙地带。
内塔尼亚胡表示 ， 以色列将继续

推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 同时也将防
止拉法平民受到伤害 ， 没有任何压力
能阻止以军的行动。

自去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以来， 以军在加沙地带由北向南发动
地面攻势 ，目前战火 “烧 ”至最南端的
城市拉法。 内塔尼亚胡反复强调，以军
终将对拉法展开地面进攻 。 以国防部
长加兰特 2 月 16 日说 ，以色列正对地
面进攻拉法“制定详细计划”。

摩洛哥向巴勒斯坦民众援助食品
新华社拉巴特 3 月 13 日电 （记者

霍 晶） 摩洛哥外交部 12 日发表
声明说，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已
指示开展行动 ， 向加沙地带和耶路撒
冷的巴勒斯坦民众提供人道主义食品
援助。

声明说 ， 摩洛哥将向加沙地带的

巴勒斯坦民众提供超过 40 吨食品 ；
将向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民众提供
2000 个食品篮子， 每天还会为当地巴
勒斯坦民众提供 1000 份餐食 。 此外 ，
穆罕默德六世还通过个人基金为加沙
地带的婴儿和儿童提供援助。

根据摩洛哥军方提供的消息 ， 摩

方出动了多架 C-130 军用运输机参与
援助物资的转运 。 物资空运至以色列
特拉维夫后 ， 将通过以色列与加沙地
带之间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入加沙
地带。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 摩洛
哥民众频繁举行示威活动 ， 谴责以色

列的军事行动 。 本月 5 日 ， 摩洛哥外
交大臣布里达重申摩洛哥对 “两国方
案 ” 和巴勒斯坦民众合法权利的支
持， 并警告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环
境已达到 “灾难性 ” 程度 ， 将军事行
动进一步扩大至加沙地带全境 “不可
接受”。

打“中国牌”治不了“美国病”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国会发表国
情咨文演讲，除了高调宣扬任内工作亮
点并为即将到来的大选造势，这位承诺

“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 的总统再次毫
无意外地提及中国，称美国希望与中国
竞争，而不是冲突，同时声称：“在 21 世
纪的竞争中，我们更有能力战胜中国或
其他任何人。 ”

虽然涉华篇幅不多， 但字里行间
“对抗中国”的底色依然明显。 这表明，
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但美
国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
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 的定位不会改
变，两国关系重返健康稳定轨道的互信
基础依然脆弱。

中美两国元首去年在旧金山达成
重要共识，为双边关系止跌企稳注入正
向预期。 然而美方说一套、做一套，所做
承诺没有真正兑现。 从切断北卡罗莱纳
州某军营使用的宁德时代储能电池连
接，到以“港口安全”为名计划投入巨额
资金更换全美港口中国产起重机，再到
把 1000 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

单，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
实施管控， 围猎包括 TikTok 在内的中
国多款应用程序等……美方打压中国
的手段花样翻新，单边制裁的清单不断
拉长，欲加之罪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程
度。

中美关系面临困难，最大问题是美
方对华错误认知仍在延续。 无论是近期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所谓“北京能让
300 万辆美国道路上行驶的中国汽车同
时熄火”的言论，还是美驻华大使伯恩
斯所谓“美方不愿生活在中国主导的世
界”的表态，美国一些政客仍抱持零和
博弈的输赢叙事，频繁传递逻辑与现实
自相矛盾的政治信号，侵蚀着双方通过
接触累积的互信土壤。

美方应该认识到，美国面对的挑战
在自身，不在中国。 当前美国愈演愈烈
的诸多问题———党派纷争、 两极分化、
民粹主义、劳资矛盾、种族冲突、债务规
模、枪支暴力……没有一个问题的根源
是中国。 打“中国牌”治不了“美国病”，
执迷于把中国当“假想敌”无助于美国
找回国家的目标感，只会将中美关系推
向冲突对抗。 正如美国外交史学会前主
席梅尔文·莱弗勒所指出的， 思考美中
关系的未来时， 应更多将焦点放在国

内，因为真正的挑战是让“自己的系统”
在国内运行良好。

美国遏制打压不会奏效，根本原因
是其无的放矢。 中国的战略意图光明磊
落，一再重申中国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超
越或取代美国， 而是不断提升自己、超
越自己， 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同时为世界提供更多有利于和平与发
展的公共产品，成为更好的中国。 就在
美国总统宣称要“战胜中国”的时候，中
国全国两会商讨的是如何提升新质生
产力、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
化，全面提升中国的国家竞争力。 布鲁
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
瑞恩认为，任何炒作中国威胁以弥合国
内分歧的企图都将弊大于利，美国真正
要做的不是考虑如何让中国减速，而是
着眼于加强自身。

中国不怕竞争，更不惧打压。 中国
国家发展振兴的力量基点在自己身上，
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
意志和热情。 香港《亚洲周刊》近日发表
题为《中美政治模式之争启示录》的评
论文章称，中国将集体主义的举国体制
和市场经济结合，兴建全球最大基建系
统———高铁、地铁、高速公路、桥梁、隧

道、航天系统，也培育了全球最大的专
业系统、最大的工程师队伍、最大的教
师队伍、最大的律师队伍，形成专业队
伍的自主性， 加速中国式现代化的步
伐，中国民企出海的奇迹打造了“变形
金刚”供应链，中国不惧美国打压……

面对霸权衰落的焦虑，美国展现出
好斗本性，解决方案是遏制打压其他国
家崛起。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选择了立己
达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实
际上代表了“二元对立”和“天下为公”
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一种是把世
界进行敌我、内外、异同的政治区分，另
一种则将世界视作“无外”的整体，前者
通过征服他者或所谓“普世化”获得整
体性和安全感，后者则尊重世界文明多
样性以维护整体的和谐。 在全球化深入
发展、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哪种
思维更具感召力？ 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
民在《华盛顿正在打一场注定会输的对
华比赛》一文中指出，美国如继续选择
与中国对抗， 只会在国际上失道寡助，
因为要想建设一个有更好治理和教育，
更加平等、开放、创新、健康和自由的社
会，其方式不是对抗，而是合作。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记者 叶书宏）

美国 2 月 CPI 环比
创五个月来最大涨幅

3 月 12 日，车辆经过美国弗
吉尼亚州维也纳一座加油站的油
价牌。

美国劳工部 12 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 今年 2 月美国消费者价
格指数（CPI）环比上涨 0.4%，涨
幅较 1 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是
去年 9 月以来最大涨幅。

新华社记者 刘 杰 摄

中外人士就民间组织合作促进
人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行交流

新华社日内瓦 3 月 12 日电 （记者
石 松）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55 届
会议期间， “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人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主题边会 12 日在
瑞士日内瓦举行。

边会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中国
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 爱德基金
会、 日内瓦大爱基金会主办， 邀请来
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 民间组织代表
进行交流探讨， 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
展和人权保护事业贡献民间智慧和力
量。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朱桂
杰表示， 中国社会组织积极助力中国
人权事业发展， 同时广泛参加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 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活
动， 从民间角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完善。

日内瓦大爱基金会主席斯塔克伯
格表示， 各国应当以兄弟精神相互支
持， 共同成长。 他坚信， 民间组织跨
越国界的交流和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爱德基金会区域发展高级总监钱
霄峰表示， 民间组织在保护弱势群体

权利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民间
组织加强了与国际伙伴的合作， 提升
了在国际和多边平台以专业的方式开
展工作的能力。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 、
法学院副教授黎娟表示， 中国的民间
组织在促进人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
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面对日
益复杂的国际局势时， 加强民间组织
之间的国际合作可以为建设一个更加
公正、 平等和可持续的世界做出重大
贡献。

瑞士籍法律专家、 基本权利高级
国际顾问凯瑟琳·姆本格表示， 在充分
实现人权并使其系统性地为全人类所
享有的过程中， 民间组织应当负有支
持、 促进并帮助各国克服分歧的国际
责任。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助理秘书长
韦丹丹在会上分享了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帮助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实现减贫
与发展的案例， 并期待进一步拓展国
际合作， 助推国际减贫与可持续发展。

（参与记者： 汪珈同 陈 上）

中方敦促欧盟坚持共同安全理念
新华社联合国 3 月 12 日电 中

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12 日在联
合国同欧盟合作问题安理会公开会
上发言 ， 敦促欧盟坚持共同安全理
念。

他说 ， 中方支持联合国同欧盟
根据 《联合国宪章 》 宗旨和原则开
展合作 ， 为维护国际和平 与 安 全 、
增进全人类福祉 、 应对全球性挑战
作出更大贡献 。 有关合作应遵循以
下原则 ： 一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
欧盟应带头维护 《联合国宪章 》 宗
旨和原则 ， 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 ， 捍卫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多边体系 ， 推动各国在多边
主义旗帜下团结进步 。 二是坚持共
同安全理念 。 安全不可分割 ， 一国
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 代 价 ，
地区安全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
集团来保障 。 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
都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 欧盟应同
联合国一道， 坚持推动有关热点问题
的政治解决， 坚持通过和平方式化解
矛盾纷争 。 三是打造人类的共同未

来 。 欧盟应与其他联合国会员国一
道， 推动今年举行的联合国未来峰会
凝聚共识， 面向行动， 对外发出开辟
人类崭新前景的积极信号。

他说 ， 乌克兰危机是欧洲安全
面临的巨大挑战 ， 危机的最终解决
需要依靠对话谈判 。 欧盟作为重要
利益攸关方 ， 应更多致力于推动政
治解决 ， 更多致力于创造良好条件 ，
更多致力于构建均衡 、 有效 、 可持
续的欧洲安全架构 。 加沙冲突持续 ，
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仍在加剧 ， 中
方希望欧盟为推动立即停火 、 扩大
人道援助 、 落实 “两国方案 ”、 实现
中东持久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 非洲
实现和平发展面临的挑战显著增多 ，
中方期待欧盟肩负起更大责任 ， 支
持非洲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 更好应
对风险挑战、 实现可持续发展。

他说 ， 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发展
同欧盟的关系 ， 愿同欧盟深化多边
领域合作 ， 共同为维护 世 界 和 平 、
促进共同发展 、 加强全球治理作出
不懈努力。

审查显示问题多
波音承诺改进

波音 737 MAX 客机空中 “掉
门” 事故发生后， 美国联邦航空局对
波音公司制造该机型的过程进行审
查 ， 结果 89 项审查内容中 ， 多达 33
项不过关 。 波音公司 12 日承诺采取
改进措施。

1 月 5 日 ，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
司的一架波音 737 MAX 9 型客机
飞行时 ， 其一处门塞 （内嵌式应急
门） 脱落。 调查人员发现， 本应将门
塞固定到位的 4 枚螺栓缺失。 美国联
邦航空局随后在波音位于华盛顿州伦
顿的厂区对波音 737 MAX 机型的制
造过程展开审查， 为期 6 周。 据美国
媒体 11 日报道 ， 在 89 项审查内容
中 ， 波音有 33 项未通过 。 不少问题
被归类为未遵循既定制造工序、 程序
或操作说明， 部分为质量控制记录问
题。

波音公司旗下波音民用飞机集团
首席执行官斯坦·迪尔 12 日在一封内
部邮件中说， 联邦航空局发现的 “绝
大部分” 违规情况涉及工人没有遵守
波音规定的程序， 对此波音将 “与在
审查中被发现有不合规问题的每一名
雇员协作， 确保他们完全理解工作指

令和规程 ”。 迪尔还表示 ， 波音将对
伦顿厂区的所有工作团队进行每周一
次的合规检查。

一个由美政府部门和行业专家组
成的小组最近得出的结论是波音公司
确保安全的程序过于复杂， 变化过于
频繁。 迪尔认同这一结论， 表示团队
正努力精简流程， 针对专家组的建议
作出回应。

波音公司近期因质量管理问题饱
受压力。 除联邦航空局审查以外， 波
音还因上述飞机门塞脱落事故受到美
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 美国司
法部也就该事故进行刑事调查。

波音公司 12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波音 2 月份共向客户交付 27 架飞机，
其中 17 架为 737 MAX 客机 ， 去年
11 月、 12 月和今年 1 月分别交付 737
MAX 客机 45 架、 44 架 、 25 架 。 737
系列是波音销量最大的机型之一。

据德新社报道， 目前波音在处理
订单方面落后于计划， 这可能将阻碍
航空公司提升运力。 另一方面， 波音
的竞争对手空中客车正满负荷生产 ，
空客上月共交付 49 架飞机。

（新华社专特稿 郭 倩）

日本民企火箭
首试运送卫星上天失败

新华社东京 3 月 13 日电 （记者
钱 铮） 日本商业航天公司 “太空一
号” （SPACE ONE） 13 日从位于和
歌山县的纪伊太空发射场发射一枚小
型固体燃料火箭， 火箭升空数秒后爆
炸解体。

这是日本民间企业首次尝试用自
己研制的火箭运送卫星上天。 直播画
面显示 ， 当地时间 13 日 11 时 01 分
（北京时间 10 时 01 分）， 搭载一颗小
型卫星的 “凯洛斯 ” （KAIROS） 火
箭 1 号按预定计划从纪伊太空发射场
发射， 但火箭升空数秒后在空中爆炸
解体， 坠落的火箭残骸燃烧冒出浓烟。
目前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凯洛斯” 火箭全称是 “以纪伊
为基地的先进即时火箭系统”， 采用四
级串联构型， 由三级固体级段和一级

液体级段组成， 全长约 18 米， 直径约
1.35 米， 重约 23 吨。 其近地轨道运载
能力为 250 公斤， 太阳同步轨道运载
能力为 150 公斤。

“太空一号” 公司希望把这款火
箭打造成全球从签约到发射所需时间
最短的航天运载工具。 “凯洛斯” 火
箭 1 号最初计划在 2022 年 3 月发射，
但半导体材料不足等原因导致火箭零
部件不能及时到货 ， 发射数度延期 。
本次发射原定于本月 9 日实施， 但由
于发射场附近海面警戒区域内发现船
只， 发射被紧急叫停。

2019 年， 总部位于北海道的一家
日本民间企业发射一枚探空火箭并成
功到达距地球 100 多公里的高度， 这
是日本民企研制火箭首次成功发射 ，
但当时火箭并没有搭载有效载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