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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同梦！ 亚冬会谱写新的冰雪华章
2 月 7 日晚 ， 正月初十 。 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灯光璀璨 ， 第九届亚
冬会主火炬在此点燃 ， 中国年 、 哈
尔滨 、 亚冬会 、 冰雪经济 ， 多个
“顶流” 汇聚， “燃爆” 了！

在中国现代冰雪运动的发源地，
“国际滨 ” 迎来来自亚洲 34 个国家
和地区的 1200 余名运动员， 开启一
届 “中国特色 、 亚洲风采 、 精彩纷
呈” 的体育盛会。

从北京冬奥会到哈尔滨亚冬会，
中国 “冰雪热 ” 传遍大江南北 ， 也
为世界冰雪活动注入生机活力 。 从
冰雪运动普及到冰雪旅游火爆 ， 从
冰雪产业发展到冰雪经济升温……
“冷” 资源变成 “热” 产业， 中国人
的 “冰雪奇缘” 愈来愈奇妙。

赛场内外 ， 冰雪运动 “活力十
足” ———

从 3 日开始 ， 亚冬会陆续迎来
各项比赛。 截至 7 日， 冰球、 冰壶、
短道速滑三大类开赛。

本届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 、 运
动员人数都创亚冬会历史之最 ； 从
参赛项目来看， 6 大项 11 分项 64 小
项中 ， 约 31%的小项首次进入亚冬
会。

赛场内 ， 冰雪竞技尽情比拼 ；
赛场外， 冰场雪道搅热寒冬。

距哈尔滨市区约 200 公里的亚
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是亚冬会雪上
项目举办地。 仅在春节期间，整个度

假区接待游客 17.39 万人次， 同比增
长 41.9%。

目前 ， 这里雪场 、 雪道全面升
级 ， 车站 、 公路提升改造 ， 酒店 、
民宿再度翻新 ， 房间数增至 2473
间， 可容纳 5000 余人住宿。

“亚冬会在家门口举办 ， 我们
的雪板不能停 ！” 90 后滑雪 “发烧
友 ” 梁伟婕带着孩子在度假区住了
快一个月 ， 坚持滑雪锻炼身体 、 磨
炼意志。

起身 ， 滑行 ， 出手 ， 投壶……
在哈尔滨市奥禹冰壶运动中心的训
练场上， 很多冰壶爱好者体验 “冰
上象棋 ” 的优雅与智慧 。 “这些年
学冰壶的人越来越多 ， 尤其这个寒
假 ， 青少年研学 、 亲子家庭研学团
队络绎不绝，” 这家场馆负责人李俊
苹说 ， “冰雪运动热了 ， 前景可
期！”

国家体育总局研究显示 ，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以来 ， 全国
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3.13 亿人 。 其
中， 2023 年入冬以来冰雪运动参与
人数达 2.64 亿人。

亚冬会遇上中国年 ， 汇聚冰雪
“顶流” 魅力———

正是大年初十 ， 年味儿与亚冬
元素融合交织。

哈尔滨街头巷尾张灯结彩 ， 在
百年老街中央大街 ， 火红灯笼高高
挂， 造型各异的锦鲤花灯栩栩如生；

吉祥物 “滨滨 ” “妮妮 ” 向游人问
好； 在太阳岛雪博会， 扎着红围巾、
身贴福字的 “雪韵福娃” 喜气洋洋。

过去一年 ， 南方 “小土豆 ” 成
群结队而来 ， 如今 “洋面孔 ” 也爱
上这座城 。 “白天冰雕晶莹剔透 ，
夜幕降临如梦如幻 ， 还可以在雪地
蹦迪， 太不可思议了！” 印度游客梅
赫塔迫不及待地把照片发给亲朋好
友。

纷飞的雪花千姿百态 ， 不同文
明也各具风采。

这是开放包容的 “尔滨 ”：中国
天坛、马来西亚双子塔 、新加坡鱼尾
狮……在世界 最 大 的 冰 雪 主 题 乐
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里 ， 亚奥
理事会成员的地标造型冰雕林立 ，
主打 “足不出园畅游亚洲”。

这是热情洋溢的 “尔滨”： 出租
车 、 公交车驾驶员展开培训 ， 学习
英语 ； 机场 、 铁路等交通枢纽焕新
升级 ； 出入境管理 、 移动支付 、 外
语讲解等， 约 6000 名志愿者在一线
保障赛事各项工作……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 ， 春节期间
黑龙江省入境游游客人次和消费同
比分别增长 130.4%、 135.5%， 入境
游订单量同比增长 208% 。 “国际
滨” 汇聚起冰雪 “顶流” 魅力。

冰 雪 同 梦 ， 澎 湃 “ 热 ” 动
力———

融入石墨烯发热技术的贺岁公

仔 ， 灵感闪现的精美冰箱贴 ， 布满
亚冬会比赛场馆的 “黑科技 ” ……
去 “尔滨”， 感受 “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

今年春节假期 ， 哈尔滨累计接
待游客 1215.1 万人次 ， 实现旅游总
花费 191.5 亿元。 冰雪文化和冰雪经
济正在成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和对外开放的新纽带。

不止在哈尔滨 ， 眼下 ， 我国多
个地方向冰雪体育 、 文化 、 旅游 、
产业等领域高质量发力 ， 冰雪经济
活力四射！

在河北崇礼 ， 依托北京冬奥场
地， 各类冰雪赛事活动不间断上演；
在新疆， 世界级冰雪资源吸引冰雪爱
好者竞相打卡； 在南国湖北， 冰雪旅
游主题景区、 度假区、 冰雪场地纷纷
“上线”， 成为游客热门之选。

据不完全统计 ， 我国已有滑冰
运动场馆 1970 个 ， 滑 雪 场 地 719
个 ， 新兴类型冰雪亲子乐园 、 主题
乐园等 995 个 。 一年四季 、 室内室
外全覆盖 ， 让冰雪运动触手可及 ，
让天南海北的人们都能乐享其中。

冰雪同梦， 交融相亲。 亚冬会，
承载着人们对和平 、 发展 、 友谊的
共同愿望和追求， 在这片热情洋溢、
开放包容的黑土地上 ， 共同谱写新
的冰雪华章！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7 日电
记者 杨思琪 刘赫垚）

合 肥 站 迎 来
春节后客流高峰

2 月 7 日， 旅客抵达合肥火
车站。

当日是正月初十， 合肥火车
站迎来春节后返程客流高峰。

新华社记者 杜 宇 摄

不少蔬菜水果进了垃圾桶，如何减少损耗浪费？
冰箱里 “被遗忘” 的蔬菜烂了，

果园里卖不出去的果子扔了……
业 内 专 家 和 研 究 报 告 指 出 ，

“吃掉 1/3、 扔掉 1/3、 烂掉 1/3” ，
蔬菜、 水果等七大类食物一年损耗
浪费数亿吨 。 日常生活中 ， 蔬菜 、
水果存在大量浪费、 损耗。

是什么造成了 蔬 果 的 大 量 损
耗？ 如何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 “新
华视点” 记者展开了调查。

蔬菜、 水果损耗浪费
不容忽视

春节过后 ， 山东济南市民张敏
对冰箱进行了 “大扫除 ”，扔掉一批
“生鲜垃圾”：一整颗生霉的卷心菜 ，
四个软烂的柿子 ， 一抽屉变皱的苹
果……这些蔬果 ， 有的是一箱箱网
购来的， 有的是从超市里一袋袋买
回 来 的 ， 还 有 的 是 父 母 “投 喂 ”
的。

“心疼这些浪费掉的蔬果 ， 也
心疼钱 。 但没办法 ， 吃不完放进冰
箱 ， 忙起来就忘了 ， 放坏了只 能
扔。” 张敏说。

除了家庭中的蔬果浪费 ， 零售
环节的蔬果损耗也较高。

在京津冀地区 ， 记者走访一些
蔬菜 、 水果经销商时了解到 ， 分季
节看， 夏季损耗高于冬季 。 总体来
看 ， 蔬菜损耗率达 10%至 15%， 其
中白菜 、 菠菜等叶菜损耗较大 ， 占
总损耗的六七成； 水果损耗率为 8%
至 10%， 其中葡萄 、 香蕉 、 猕猴桃
损耗较大， 约占总损耗的七八成。

“萎蔫 、 腐烂的蔬菜 、 水果 ，
要么剥掉表皮 ， 要么直接扔掉 ， 菌
类根部也要掰掉 。 店里虽有两个保
鲜柜 ， 但只能存放 100 斤左右 ， 不
足以满足日常保鲜需求 ， 对温度 、
环境要求较高的水果蔬菜坏得快 、
扔得多。” 北京一名店主说。

在浙江一家柑橘种植园里 ， 果
农周春国对 2023 年大片柑橘烂在树
上、 无人采摘的情景记忆犹新。

“2023 年柑橘丰产却价贱 ， 地
头批发价每斤才 1 元多 ， 但人工采
摘柑橘每人每天要 200 多元 。 越摘
亏得越多 。 都是好橘子 ， 全浪费
了。” 周春国说。

《2023 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
报告 》 也显示 ， 我国蔬菜 、 水果等
七大类食物损耗浪费率约为 22.7%，
按 2021 年产量计算 ， 共损耗浪费
4.6 亿吨 ， 折合经济损失达 1.88 万
亿元。

多环节短板不足造成
损耗浪费

业内专家表示 ， 我国蔬菜 、 水
果在生产 、 流通 、 消费等环节仍存
在一定短板不足 ， 造成了损耗 、 浪
费。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研究
员田生科等受访专家认为 ， 在生产
环节 ， 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限制了蔬
菜 、 水果产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
力 ； 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不同 ， 保质
期普遍较短 ， 一旦价低卖难 ， 浪费
就很难避免。

2024 年 6 月， 记者走访山东滨
州 、 菏泽 、 聊城等地农产品生产基
地发现 ， 西瓜 、 芸豆等农产品的地
头价低于往年同期。

“农产品价格越贱越卖不动 。
一卡车西瓜 ， 一天只能卖一半 。 ”
受访农户 、 蔬果经营商户告诉 记
者 ， 西瓜等农产品前几年价高， 吸
引农民跟风种植 ， 面积 、 产量一扩
再扩 ； 加之受天气影响 ， 部分蔬果
出现高温大棚 、 低温拱棚 、 露天三
种种植方式 “撞期 ” 上市情况 ， 致
使价格低迷， 卖难浪费。

在流通环节 ， 不 少 受 访 者 反

映， 我国农产品的物流体系发展仍
相对滞后。

周春国说 ， 自己种植的柑橘属
于外皮较薄 、 果实偏软的品种 ， 其
附加值无法覆盖单颗包装成本 ； 而
成箱销售时 ， 压箱底的柑橘易被压
坏， 损耗较高。

在山东一蔬菜产销基地 ， 当地
交通部门调研发现 ， 蔬菜物流水平
还不高 ： 只进行简单包装 ， 采用常
温物流配送， 耗损较大。

虽然当地的 两 大 交 易 市 场 在
2018 年就实现了蔬菜等农产品交易
量超 50 亿公斤 ， 但成规模的蔬菜
冷链运输企业却只有 2 家 ， 全域冷
链运输车辆 100 余台 ， 数量不足且
运力有限。

在消费环节 ， 综合加工利用技
术匮乏也造成了不少蔬菜 、 水果的
“被动浪费”。

一位长期研究蔬菜储运保鲜与
加工的专家告诉记者 ， 许多地方的
消费市场对净菜需求旺盛 ， 净菜加
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食用或利用
价值的副产品 ， 可进行深层次加工
利用 ； 但目前这方面技术相对匮
乏 ， 造 成 20%至 30%的 资 源 被 浪
费。

此外 ， 一些消费者因促销活动
或缺乏合理规划 ， 一次性购买大量
蔬果， 导致吃不完 、 腐烂变质 ， 不
得不扔掉 ； 还有的消费者和商家过
于在意蔬果外观 ， 那些不漂亮 、 形
状不规则或有小瑕疵的产品因此被
丢弃。

如何减少蔬果浪费
2024 年 11 月 ， 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粮食节
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 》 提出 ，
切实降低粮食和食品损耗浪费。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食品科技学

院教授刘绍军认为 ， 根据蔬菜产区
的栽培面积和生产能力 ， 加强恒温
库设施建设， 提高冷链运输能力。

为保持蔬菜新鲜 、 避免积压浪
费 ， 河北省秦皇岛小江蔬菜专业合
作社建设了高标准蔬 菜冷藏保鲜
库 ， 并设计了专用货架 ， 通过张贴
内部识别码 ， 使产品可追溯 ， 快速
了解库存情况， 便于仓储管理。

“蔬菜入库 、 出库过程中 ， 我
们用叉车装卸 ， 保持蔬菜包装规格
不变 ， 避免了人工搬运和二次装卸
造成的蔬菜损耗 。” 秦皇岛小江蔬
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邬大为说。

商务部等 9 部门 2024 年底印发
的 《关于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
动批发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
划》 提出， 到 2027 年， 果蔬和肉类
冷链流通率分别达到 25%和 45%。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张雯认为 ， 在改进包装设
计 、 加工工艺之余 ， 可以发挥电商
优势 ， 优化蔬果流通模式 ， 减少过
剩生产、 库存积压和物流损耗。

“家人 们 ， 冬 天 就 要 吃 烤 红
薯 。”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银城
街道后赵庄村 ， 3 名老薯农开直播
卖红薯 。 当地还将后赵庄村红薯交
易市场建成京津冀红薯重要集散
地 ， 依托直播账号影响力 ， 年红薯
吞吐量达 5 亿斤 ， 大大减轻了红薯
集中上市期的销售压力。

此外 ， 业内专家指出 ， 有的家
庭习惯一次性买大量食物放到冰箱
里 ， 吃的时候拿出来 ， 这一做法并
不可取 。 一些细菌在冰箱中照样可
以生长繁殖 ， 甚至污染别的食品 。
消费者应摒弃 “冰箱就是食物保险
箱 ” 的观念 ， 根据实际需要购买食
材， 树立健康节约意识。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记者 叶 婧 郭雅茹 许舜达）

向“新”聚力再升级!
资本市场又一份意见出台

持续向 “新” 聚力， 又一份事关资本
市场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

中国证监会 2 月 7 日发布 《关于资本
市场做好金融 “五篇大文章 ” 的实施意
见》。 这份改革方案推动要素资源向科技创
新、 先进制造、 绿色低碳、 普惠民生等重
大战略、 重点领域、 薄弱环节集聚。

细看这份改革政策文件 ， 作为金融
“五篇大文章” 之首的科技金融， 仍然是资
本市场改革发展聚焦的重中之重。

资本市场改革如何继续向 “新” 聚力？
实施意见给出了不少关键信息。

对科技企业的服务将更突出 “全生命
周期”。

科技企业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如何
为它们提供更精准有效的金融服务一直都是
资本市场的重要课题， 探索在持续推进。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就深化金融体制
改革进行一系列部署， 强调 “构建同科技创
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为资本市场更
好支持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次的实施意见围绕资本市场服务科
技型企业的各个环节， 继续 “升级” 具体
举措。

无论是支持优质科技型企业发行上市，
优化科技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股权激励
等制度， 还是引导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早、
投小、 投长期、 投硬科技， 加大多层次债
券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实施意

见瞄准科技企业发展的全链条金融需求 ，
提出不少更有针对性、 可操作的政策举措。

“精准识别”， 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
容性、 适应性。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周小舟介绍 ，
实施意见重点聚焦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
产力发展 ， 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 、
适应性。

长期以来， 如何评价拟上市企业的科
创属性、 如何支持优质未盈利科技型企业
上市是资本市场改革的难点。

实施意见明确， 进一步健全精准识别
科技型企业的制度机制， 支持优质未盈利
科技型企业上市。

此外， 完善科技型企业信息披露规则；
优化新股发行承销机制， 适时扩大发行承
销制度试点适用范围； 优化并购重组估值、
支付工具等机制安排亮点颇多。 进一步完
善资本市场制度， 支持更多创新型企业成
长， 相关改革举措值得期待。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 科技金融不仅
关乎资本市场的融资端， 也关系着资本市
场的投资端。 资本市场是优质科技企业的
成长 “加速器”， 优质科技企业也是资本市
场投资价值的重要源泉。

可以预见 ， 随着资本市场服务科技
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 ，
科创沃土将开出更多 “繁花”。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记者 刘 慧 刘羽佳）

持续施压！
美国向拉美国家暴力遣返大批移民
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 持续加大对非

法移民的突击搜捕力度， 进一步激化美国
内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 同时，美国以关
税等为 “武器 ”，就大规模遣返移民问题向
拉美国家施压。 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巴拿
马等国在扩大遣返移民接收规模、成为“安
全第三国”、开辟专门遣返通道等问题上向
美国做出让步。 这对安置能力有限的拉美
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负担， 增加了其
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难度。

自上任以来，特朗普签署多道行政令，
宣布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 全面制止非
法移民入境， 宣布将废除非法移民或合法
临时居留者在美出生子女的 “出生公民
权”。 他还宣布在古巴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
地扩建已有的非法移民收容中心。 与此同
时， 美国用飞机强制向拉美国家遣返非法
移民，给移民戴上手铐脚镣，招致国际社会
谴责。

美国以加征关税等手段为威胁，迫使墨
西哥、哥伦比亚在移民问题上做出妥协。墨、
哥两国起初表示将“以牙还牙”，向美国采取
对等反制措施。之后，哥美两国达成妥协，墨
方也同意派遣 1 万名士兵到墨美边境，专门
负责阻止芬太尼和非法移民入境美国。

据墨西哥政府统计 ，1 月 20 日至 28
日， 墨西哥已从美国接收了 6244 名遣返移
民， 其中 4500 多人为墨西哥公民。 危地马
拉移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4 日，
危已从美国手中接收 5 个载有遣返移民的
航班，共计 382 人。 洪都拉斯政府表示，仅 1
月 31 日一天，洪就接收了 2 架次来自美国
的遣返移民航班，机上共有 126 人。 此外，
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等国也陆续接收了来
自美国的遣返移民航班。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移民遣返
潮， 墨西哥宣布在墨美边境地区修建并开
放 12 处临时收容所，帮助墨西哥籍人员重

新融入当地， 协助被遣返的他国公民回到
原籍国或前往第三国。 厄瓜多尔政府宣布
将为被遣返的厄公民提供为期 3 个月 、每
个月 470 美元的补助。 哥伦比亚、 洪都拉
斯、 危地马拉等国也都提出了类似的被遣
返移民援助计划。

针对美国不分青红皂白遣返移民、漠视
移民基本人权的做法， 洪都拉斯总统卡斯
特罗谴责说， 美国向洪遣返移民给洪都拉
斯造成人道主义和经济双重危机。 巴西政
府表示， 美方对待被遣返移民的做法有辱
人格，不可接受。 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
德里格斯表示， 美国在关塔那摩军事基地
关押移民的决定， 体现了美方对人道主义
和国际法的蔑视。

为在移民等问题上进一步向拉美国家
施压，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将巴拿马、萨尔瓦
多、哥斯达黎加 、危地马拉 、多米尼加作为
其上任首访的目的地。 访问期间，他还将移
民危机归咎于古巴、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
三国。

三国随即表达强烈不满。 委内瑞拉外
交部长伊万·希尔表示 ，几十年来 ，美国在
美洲大陆上利用战争和霸权到处制造混乱
与苦难。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
示， 美国正在利用抓捕非法移民并将其暴
力遣返作为向拉美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和进
行讹诈的武器。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指出，美
国在拉美肆意发动经济战争、 强加封锁制
裁、实施掠夺政策，是该地区出现移民现象
的罪魁祸首。

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 2
月 5 日透露，自 1 月 20 日以来，美国内已有
8000 多名非法移民被捕。 据美官方说法，美
国的非法移民约有 1100 万， 其中超过 700
万来自拉美国家。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记者 陈 寅 江 雪）

加沙不是政治交易的筹码

近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希望
“接管”并“长期拥有”加沙地带，还提议将当
地巴勒斯坦人迁往别国安置。 所谓“重新安
置”方案一经提出便遭到强烈谴责，国际社
会普遍认为，此举公然违背国际法，凸显美
国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益的漠视，将严重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美国官员声称，这是一种“人道主义做
法”，理由是加沙如今是“拆迁现场”。这种说
法，缺乏对身处苦难中的巴勒斯坦人民最基
本的同情。 1948 年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中东
战争爆发， 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
园，这段历史被巴勒斯坦人称为“大灾难”，
历史记忆让他们对离开故土非常警惕、抗
拒。对于美国的荒谬提议，加沙老人拉沙德·
曼苏尔说：“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
我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死去，我们拒绝所
有让我们离开、让我们流离失所的要求。 ”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
大量民用基础设施被毁，居民流离失所。 可
即便如此，停火后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民依然
选择回到家园，在废墟上重建生活。 巴勒斯
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里亚德·曼苏尔说，“祖
国就是祖国”， 巴勒斯坦人民的选择是返回
家园。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美国作为
以色列最大支持者，在冲突升级后向以提供
巨额军事援助。 美国是巴勒斯坦家园被毁的
最大帮凶，如今却妄图扮演“安置者”，实在
荒谬。

有媒体指出，“接管加沙”的提议是出于
满足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需求，意图以无中
生有的“画大饼”为诱饵，迫使巴勒斯坦人民
在领土问题上作出妥协。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中东项目高级主管威尔·韦克斯勒认为，美
国领导人以极端立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这种霸权策略违背国际道义，遭到集体抵制
是可以想见的。

美国领导人的言论迅速引发国际社会
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广泛谴责。约旦、埃及、
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
纷纷发表声明，反对以任何形式和理由驱逐
或鼓励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欧洲多国
也明确反对美方言论。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
克发表声明说，将巴勒斯坦平民驱逐出加沙
地带“会导致新的苦难和新的仇恨”。

在美国国内，“清空加沙”也遭到抨击。马
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认为，
这是“换了个名字的种族清洗”。 美国伊斯兰
关系委员会声明说，这将引发广泛冲突，给国
际法“钉上最后一颗钉子”，摧毁美国“所剩无
几”的国际形象。《纽约时报》则指出，此举“重
新打开了地缘政治的潘多拉魔盒”。

加沙已饱受战火摧残， 需要的是各国为
加沙人道援助和战后重建雪中送炭， 而不是
雪上加霜。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巴人治巴”是
加沙战后治理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落实“两
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

加沙是 200 多万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是
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能成为
弱肉强食的对象， 也不能沦为政治交易的筹
码。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记者 高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