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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工作人员在位
于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的 TCL
电视机工厂生产线上工作。

TCL巴西公司（SEMP TCL）
是中国电子产品制造商 TCL 和
巴西公司 SEMP 成立的合资企
业。公司位于马瑙斯的电视机工
厂占地面积达6.3万平方米，雇佣
当地员工 1000 余名。工厂带来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为
当地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优质、实
惠的家电产品选择，促进了供应
链、物流和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推
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和
提高。 新华社发

中企为巴西
电器行业

注入新活力 ○新华社哈尔滨 3月 14
日电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4日，1
列满载 55个集装箱 1300吨氨
基酸的中欧班列从哈尔滨国际
集装箱中心站启程，驶往荷兰
蒂尔堡，标志着首条黑龙江至
荷兰中欧班列线路成功开行。

此条班列线路全程 10257
公里，经由满洲里铁路口岸出
境，预计 15天后抵达荷兰蒂尔
堡。为保障班列成功开行，哈
尔滨局集团公司携手哈欧国际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铁集装
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推出“全
链条、一站式”服务，对该趟班

列采取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
先放行等措施优化运输组织。

“此前，有些企业货物运输
比较依赖海运集装箱，如今使用
中欧班列（哈尔滨—蒂尔堡），货
物运送时间节省2/3，运距减少
1/2。”哈尔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
站长梁川说。

据统计，今年前 2个月，黑
龙江省开行中欧班列数量、货
物 发 送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1.5%、151.6%。满洲里、绥
芬河、同江铁路口岸通行中欧
班列 921 列、9.6 万标箱，同比
增幅分别达 3.6%、3.4%，实现
稳定增长。

○新华社休斯敦 3月 13
日电 据美国媒体13日报道，美
国得克萨斯州一名78岁的脊髓
灰质炎患者11日去世，他曾被吉
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上依
靠“铁肺”存活时间最长的患者。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
日报道，1952年，时年6岁的保
罗·亚历山大罹患脊髓灰质炎，
导致他颈部以下瘫痪，无法独立
呼吸。据他的自传介绍，他被放

置在一个“铁肺”里，那是一个巨
大的金属圆柱体，可以通过改变
空气压力来辅助患者呼吸。

报道说，亚历山大依靠“铁
肺”生活了数十年，后来他学会
了特殊的呼吸技巧，这让他能
够一次离开铁肺几个小时。尽
管要承受疾病煎熬，他没有放
弃学业，通过努力学习成功获
得了法律学位，并作为一名律
师执业了30年。

○新华社耶路撒冷 3月 14日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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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总统拜登上周曾公开警告以方，
攻入拉法将是踩踏“红线”，随即遭
到内塔尼亚胡反驳，并表示他和拜
登之间存在“分歧”。

拜登对以设“红线”代表政策
改变吗？这背后美国到底在算什
么账？美以关系会被撼动吗？

高调施压代表政策改变吗？
内塔尼亚胡12日在美国-以色

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视
频讲话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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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以方向拉法发动地面进
攻的计划，拜登 9日批评内塔尼亚
胡的军事策略“不是在帮以色列，
而是在害以色列”，如果以军攻入
拉法，将是踩踏“红线”。

针对“红线”的说法，内塔尼亚
胡接受美国《政治报》采访时表示，
他的“红线”是“去年10月7日事件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数千枚火箭

弹等冲突）不再发生”。他说，如果
拜登的意思是“我违背大多数以色
列人的意见而追求个人政策，而且
还伤害了国家利益，那么在这两点
上他都错了”。

内塔尼亚胡 11日接受美国福
克斯新闻台采访时承认与拜登存
在分歧。他说：“我对以色列的未
来负责，大多数公民支持我的立
场。”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最新民意
调查显示，65%的以色列人支持继
续向拉法发动地面进攻。

美国白宫11日再次强调，以方
在未拿出保护平民方案前，不能进
攻拉法。“截至目前，我们未收到可
实施的方案”。

事实上，公开施压并不意味着
政策转变，例如，向以色列施压最
有效的手段——切断或减少美国
对以军援，拜登政府从未触碰。在
提出攻打拉法是“红线”之后，拜登
又说，不存在“会让美国切断武器
输送、使以色列没有‘铁穹’（防空
系统）可用的红线”。

拜登政府在算什么账？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有分析

认为，目前拜登政府出于国内选情
的需要，开始转变态度，表现出公
开施压以色列的一面。

美国“铁锈带”上的密歇根州
是大选“摇摆州”，其选情向来备受
关注。在 2月 27日晚结束的密歇

根州初选投票中，拜登虽击败党内
竞争对手，但该州超过 10 万民主
党选民在选票上勾选“不作承诺”
选项，只表达党派倾向，但不支持
某个具体候选人，被称为“抗议
票”。密歇根州有大量阿拉伯裔
美国人，他们不满新一轮巴以冲
突爆发以来拜登政府“拉偏架”。
活动人士发起投“抗议票”活动，
以此向拜登抗议。

很快，拜登政府态度发生戏剧
性改变。副总统哈里斯3日罕见呼
吁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停火”，拜
登则多次公开施压以色列。

此外，为应对加沙物资短缺，
拜登 7日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将
在地中海靠近加沙地带水域建立
一个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的临时码
头。此举貌似利于巴勒斯坦，实则
亲以利己，一宣布便引发外界广泛
质疑。巴勒斯坦圣城大学教授艾
哈迈德·拉菲克·阿瓦德分析，美国
建码头意在实现多重目的，包括解
散一直被以方诟病的国际救援组
织、增强美国在东地中海的影响
力、减轻以色列因加沙人道主义状
况恶化所承受的压力。

以色列在美国大选年中一向
攥着“施压砝码”。12日，内塔尼亚
胡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会议上表态将继续推进拉法军事
行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
会是美国最强大的犹太人利益游

说团体，这一团体在大选年的巨大
影响力，拜登政府心知肚明。

美以关系会否被撼动？
美以关系一直亲密，美国在关

键时刻从不忘记帮助以色列，最近的
高调施压，仅仅是“施小压帮大忙”，
不会改变美以坚定的盟友关系。

本轮冲突爆发 5个月来，美方
毫不掩饰“拉偏架”，独家滥用否决
权，四次强行阻挠安理会要求停火
的行动；2月 13日，美国参议院通
过总额达953亿美元的紧急预算法
案，其中约 140亿美元用于援助以
色列。据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披
露，冲突爆发后，美国政府已秘密
通过 100 多笔单独军售向以色列
输送大量武器，但迄今对外公布
的只有其中两项。

在 谈 判 停 火 的 外 交 努 力 方
面 ，美 国 虽 多 次 推 动 却 进 展 不
大。参与斡旋的卡塔尔政府 12
日说，以色列与哈马斯的间接谈
判还在进行，双方分歧依旧不小，
离达成协议尚有距离。

美国表面上作出“外交努力”
但实际偏袒以色列的行为不胜枚
举，为在加沙地带持续上演的悲剧

“开绿灯”，把局势推到更危险境
地。美国《政治报》13日援引美以
官员的话报道，拜登政府私下里已
同意支持以色列在拉法“定点清
除”哈马斯高层人员。

对以“红线”施压
拜登唱的是哪出戏？ ○新华社罗安达3月14日

电 3 月的罗安达，潮湿又闷
热。在安哥拉内图大学，一座
二层白色小楼格外醒目。这便
是内图大学孔子学院所在地。
上了楼梯，走廊里传来学生们
洪亮的中文跟读声。

这是一堂针对中文初学者
的基础课程。“桌子上有什么？
桌子上有水杯。”内图大学孔子
学院教师孙云边读边反复做着
演示，帮助安哥拉学生理解中
文对话内容。

“他们才学了 3个月，已经
可以根据课本内容与同桌进行
对话练习了。”孙云说。她带了
3个班级，共 100多名学生，既
包括内图大学在校生，也有其
他院校学生和高中生。“他们学
习热情很高，课下也会自己练
习。一方面是兴趣使然，另一
方面，他们认为学好中文可以
进入在安中资企业工作，这是
他们梦寐以求的。”

学好中文能找到好工作，
安哥拉青年劳尔·卡瓦略对这
句话深以为然。他更希望记者
称呼他的中文名字——李安。

2017年，还在内图大学土
木工程专业就读的李安，看到
孔子学院线上发布的开课通知，
立即决定报名。“在安哥拉，找到
好工作不容易，所以我想学会
中文，或许对未来有所帮助。”

经过不懈努力，2018年，李
安获得奖学金，前往内图大学
孔子学院对口合作院校哈尔滨
师范大学学习中文。

李安回忆，“下了课我就走
出校门，和下棋的大爷、餐馆的
老板聊天，虽然我说得很慢，但

他们都很有耐心，教我地道的
中文表达方式”。

一年时间，这名安哥拉青
年在中国坐过高铁、逛过夜市，
还爱上了网上购物。在中国朋
友的推荐下，李安遍尝中国美
食，养成了一个“中国胃”。“哈
尔滨天气很冷，但人很可爱。”

2022年，李安通过选拔，成
为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安哥拉
公司的项目助理兼翻译，既能
发挥土木工程专业特长，又能
在工作中精进中文。现在，李
安正在教 18 岁的妹妹学习中
文，希望她能和自己一样找到
好工作。

李安的成长历程是安哥拉
数千名中文学习者的缩影。据
介绍，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内
图大学孔子学院累计招收学员
超 2000 人。内大孔院中方院
长赵玉峰表示，在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下，中安两国合作日益
密切，双方都非常重视语言文
化交流。“目前，我们与安哥拉
多个政府部门和高校等开展了
语言文化合作项目，目的是给
两国交往合作搭建更好平台。”
赵玉峰说。

安哥拉内图大学校长佩德
罗·马加良斯说，“安哥拉的发
展离不开中国”，希望安中两国
高等院校强化交流，“让两国友
谊更加坚固”。

走廊里传来内图大学孔子
学院初级班学生索尼娅·基桑
加的歌声：“唱出你的热情，伸
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
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新华社联合国 3月 13日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3 日发布的
2023年至 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
指出，全球不均衡的发展正在让最
贫困的群体进一步掉队，这种现象
必须通过集体行动加以解决。

这份主题为“打破僵局：重塑
两极分化世界中的合作”的报告
说，报告期内人类发展指数在全球
层面实现了局部反弹，但这种反弹

既不完整，也不平等。
人类发展指数是以“人均国民

总收入、教育水平和预期寿命”三
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计算方法
得出的综合指标，并在《人类发
展报告》中公布。在经历 2020 年
和 2021 年严重下滑之后，该指数
预期会在 2023年大幅反弹。但报
告指出，虽然富裕国家和地区的
指数符合预期，但在多数贫困国

家和地区，该指数仍未恢复到新冠
疫情前水平。

报告指出，这种不平等状况正
在因为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而加
剧。“政治极化”问题也在助长一种向
内收缩的政策方法，这与解决经济脱
碳、数字技术滥用和地区冲突等紧迫
问题所需的全球合作背道而驰。

报告指出，“去全球化既不可
行也不现实”。要为气候稳定和数

字技术的应用推出新一代全球公
共产品，同时创新金融机制，通过
新治理手段遏制“政治极化”。在
这一过程中，多边主义仍将起到举
足轻重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
在为报告发布录制的视频致辞中
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断升级
的武装冲突和创纪录的气候冲击
对人类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

须通过集体行动解决人类发展不均衡问题

中文助力安哥拉年轻人
奔向更广阔天地

首条黑龙江至荷兰
中欧班列线路成功开行

世界上存活时间最长的
“铁肺人”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