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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琼

　　

　　当地时间7月2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以下简称“粮农组织”)大会第43届会议上，

中方候选人、现任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以168票高票

胜选连任。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屈冬玉连任粮农组织总干事，不

仅体现各方对中方候选人能力的认可，更体现出国际社

会对中国为粮农组织所作贡献、为推动全球减贫和农业

发展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

义、促进全球发展事业的高度赞赏。粮农组织市场及贸易

司司长布贝克尔·本·贝尔哈桑等多国人士表示，相信中

方将继续与各国一道，为推动全球粮农事业发展、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粮农组织注入中国力量

　　中国是粮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1973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该组织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自此之后

的50年来，双方一直保持密切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面

孔加入这个以创建“零饥饿”世界为己任的国际组织，

为它注入中国力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目前，粮农组织最著名的中国面孔无疑是屈冬玉。

屈冬玉2019年6月当选粮农组织总干事，成为该组织历

史上首位中国籍总干事。其新任期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

开始。自担任粮农组织总干事以来，屈冬玉积极带领粮

农组织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助力各国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粮食和农业发展。除此之外，他领导粮农组织挖

掘粮食及农业数字技术的潜力，引领全球实现向更高

效、更包容、更具韧性且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转

型，支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得到粮农

组织广大成员国的高度认可。

　　除屈冬玉外，近年来，从高层、中层到基层，越来越多

的中国面孔出现在粮农组织，为这个多元化的国际机构带

来了中国元素、中国力量。中国重返粮农组织50年来，也是

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在粮农组织工作的中国员工能深刻

感受到这种发展给两者关系带来的巨大变化。目前，中国

已成为粮农组织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3日所言，作为粮农组

织第二大会费国，中方将继续积极支持粮农组织工作，

相信在屈冬玉带领下，粮农组织将继续为完善全球粮

农治理、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积

极贡献。

为粮农事业发挥中国作用

　　来自粮农组织及多国农业领域的官员与专家普遍

称赞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在推动全球

减贫和农业发展方面作出积极贡献，为广大发展中国

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重要借鉴，

为推动全球粮农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布贝克尔·本·贝尔哈桑称赞说，中国是世界粮食

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是全球主要农业食品进口国和出

口国之一。“中国在消除饥饿方面采取了许多举措，”他

说，“中国经验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他称赞中国为建立可持续农业食品体系、提高农

业生产和质量所作的努力，对于全球实现消除贫困与

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大有助益。“中国在减贫和农业

发展方面的经验将成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资源。”

　　过去数十年来，除解决了本国人口的吃饭问题，中

国还通过南南合作向很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提供

了可贵帮助。

　　布贝克尔·本·贝尔哈桑高度评价中国在南南合作

和三方合作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中国一直是粮农

组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

者。”他说，自2009年粮农组织和中国启动南南合作计划

以来，目前已在约20个国家开展项目，超过10万人从中

受益。他表示，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将继续协

助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应急响应、农业粮食体系

转型，以及到2030年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贡献

力量。

　　除此之外，中方还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通

过向粮农组织南南合作基金捐款、派遣专家和技术人

员、深化农业技术合作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农

业能力建设。

　　刚果（金）外贸部长布萨表示，刚果（金）政府热切

期望同中国加强农业合作，进而保障粮食安全。今年5

月，总统齐塞克迪访华期间，刚中两国达成一系列重要

共识，其中包括中方向刚方派遣农业技术专家组。相信

两国农业合作未来可期。

　　马达加斯加农业和畜牧业部农业技术专家拉姆杜

阿萨拉马称赞说，马中两国和粮农组织在南南合作框

架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中国专家帮助下，杂交

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的单位产量远高于常规稻，成为当

地摆脱贫困、走向粮食自给自足的重要工具之一。

为粮农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二十国集团（G20）农业部长会议、中国—中东欧国

家农业部长会议、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中非农业合

作论坛、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中国

太平洋岛国农业部长会议、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

合作农林渔业分论坛……近年来，一系列农业领域的

外事活动，让中国更多地参与全球粮农治理，并为粮农

组织及其成员国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布贝克尔·本·贝尔哈桑指出，长期冲突、气候变

化、经济放缓和衰退是全球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主要

诱因，俄乌冲突给全球粮食安全又添一重严峻挑战。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愈发期待与中国和粮农

组织在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等框架下加强

合作，共同建设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和可持续的

农业粮食体系。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农业领域合作，携手维

护区域粮食安全，已与80多个国家签署农渔业合作文

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农业投资合作的项目

超过650个。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很多基础设施项

目，而这正是确保粮食安全所亟须的，对非洲国家来说

尤其如此，因为那里因缺乏存储设施而造成大量粮食

损失。例如，由于缺少足够的存储设施，马拉维生产的

食物一半都会损失掉，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会

向马拉维这样的国家提供支持。

　　正因如此，国际舆论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对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意义。“埃及与中国在共建

‘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了包括农业在内的各项合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期待合作成果进一步惠及民生。”埃

及常驻粮农组织代表巴萨姆·拉迪说。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也称赞，中方从全球视角思考

责任担当，聚焦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把

粮食安全作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展

现出中国与各国携手应对全球饥饿问题的诚意，是维

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他们相信中方将继续在

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加强同各方合作，为共同建设免

于饥饿的世界而努力。

□　王一同

　　

　　尼加拉瓜日前要求美国支付一笔长达37

年的“历史债务”——— 超过120亿美元的赔偿款，

以履行国际法院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为尼加拉

瓜内战提供资金一事作出的判决。尼加拉瓜催

美偿还历史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拉美国

家对抗美国霸权的意志越来越强烈。

　　截至今年，“门罗主义”已提出200年。两个世纪

以来，美国将拉美视作“后院”，不是尽心扶助，而是

随意霸凌，不仅自身的发展繁荣没有惠及拉美，反

而对拉美大肆盘剥、滥施制裁、输出通胀，搞政治干

预、政权颠覆乃至武装侵略，给拉美国家和人民造

成深重苦难。当前，在拉美地区寻求团结自主的浪

潮下，美国虚情假意的政策工具愈发不得人心，“门

罗主义”在拉美早已没有市场。以对话和多边主义

对抗美国霸权行径、捍卫区域一体化，成为越来越

多拉美国家的选择。

拉美国家苦美久矣

　　回顾历史，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

人民武装推翻独裁统治尼加拉瓜40多年的亲美政

权索摩查家族。为继续控制这个国家，美国政府在

尼境内资助反政府武装并煽动其发动内战，致使

该国深陷战乱泥潭。1986年，国际法院认定美方行

为违反联合国公约，判决其向尼加拉瓜支付超过

120亿美元赔偿。然而，37年来，美国并未支付赔款，

也未承担其“非法行为的社会代价”。

　　此次尼加拉瓜催美偿还历史债，得到了不少拉

美国家的声援。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

尼评论称：“尼加拉瓜向美国索要赔偿发出了拉美的集体

声音。拉美国家应当团结协作，通过一体化机制对抗美国

的霸权。”

　　上述事件及拉美多国的反应证明，拉美国家苦美

久矣！

　　自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门罗提出意在控制拉美的“门

罗主义”以来，拉美国家饱受美国的军事干预、政治操弄、

滥施制裁和输出通胀，吃尽了苦头。美国一直将拉美视为

“后院”，长期恣意妄为，通过干涉内政、威逼利诱等方式迫

使拉美国家服从美国利益，不仅严重影响拉美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而且给拉美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苦难。

　　细细数来，“门罗主义”提出200年来，美国30余次军事

介入拉美，而借助“金钱政治”等手段暗地或间接插手拉美

国家事务更是不计其数。被视为其“后院”的拉美国家，在

美国各种手段摧残之下丧失土地、陷入动乱、走向贫穷。

看穿“门罗主义”本质

　　门罗主义的实质是为美国独霸美洲、推行强权政治

开路，迫使拉美国家按美国意志行事。近年来，“门罗主义”

依然“换汤不换药”。

　　201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宣称“门罗主义”

时代“已终结”，美国将与拉美国家建立“平等伙伴关

系”。然而，事实上，美国从未放弃“门罗主义”。

　　特朗普政府时期，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

2018年初访问拉美前夕再次鼓吹“门罗主义”，煽动

委内瑞拉军队政变。此外，美国政府还多次加大对

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国的制裁，显示“门罗

主义”逆流再抬头。2022年，美国借主办“美洲峰会”

之机意图打压“不听话”的拉美国家，就是美方仍抱

持“门罗主义”的又一例证。

　　就此，拉美各界人士有清醒的认知。尼加拉

瓜议长波拉斯指出：“我认为不能再继续实行

‘门罗主义’，我们不再是美国的‘后院’，我们美

洲也不是美国的美洲。”

　　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认识到，美国“门罗主

义”的利己性及其干涉拉美的本质没有变，不可

能真正从平等互利的角度对待拉美国家。

　　日前，有白宫官员声称，美国政府要更新拉

美政策“工具箱”，加强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地位。

言语之间，更是透着浓浓的“门罗主义”腔调。

　　分析人士指出，白宫方面有关更新拉美政

策“工具箱”的表态，代表了美国政府拉美政策

的最新动向，符合本届美国政府对“重返拉美”

的一贯标榜。然而，美国政策“工具箱”无法解决

拉美的治理困境。当前，越来越多拉美国家认清

了美式“工具箱”的真面目，寻求团结自主发展，

主张对外关系多元化，摆脱对美依赖。

　　正因如此，面对美国政府的“卖力吆喝”，拉

美国家不为所动、反应冷淡。

拉美寻求自主发展

　　实际上，近年来，美国种种“唯我独尊”的霸权、

霸凌、霸道做派，早已遭到拉美国家越来越强烈的

抵制和反对。以对话和多边主义对抗美国霸权行径、捍卫

区域一体化，成为越来越多拉美国家的选择。

　　国际社会关注到，拉美近年来掀起和解大潮，推

动长期遭受美国敌视和制裁的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

重返地区大家庭。

　　伴随着这股和解潮，长期受美国“门罗主义”干扰

的拉美联合自强进程也在重新上路。阿根廷和巴西两

国在缺席四年后，已重返成立于2008年、后因各成员

国对委内瑞拉问题持不同立场而濒临分崩离析的区

域一体化组织——— 南美洲国家联盟。预计今年将有更

多南美国家重返该组织。

　　有分析认为，南美洲国家联盟或将重新创建一种

与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的逻辑相对立的区域一

体化模式。未来南美洲国家联盟将重焕生机，有望打

破美国长期主导拉美事务的旧格局。

　　分析人士指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而不是“美国

人的美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美国的拉美政策“工具箱”

包藏私心，无论如何翻花样也不会赢得拉美国家的真心追

随和认同。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拉美国家团结

对抗美国霸权的意志将越来越强烈。

□　本报记者 史天昊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不断“拱火”“递刀”，使

得大量武器装备源源不断流入战场，品种和数量持续扩

大，致命性和杀伤性不断提升，外溢影响和扩散风险与

日俱增。这些武器通过黑市交易和非法武器运输线流入

了乌克兰邻国，甚至落入恐怖分子、极端分子和犯罪集

团手中，未来可能被用于实施各类违法犯罪及恐怖活

动，给世界多国埋下了安全隐患。

美西方持续“拱火”“递刀”

　　美国国防部6月27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高达5

亿美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美

国政府自2021年8月以来第41次授权从国防部库存中

为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此轮援助包含“海马斯”多管

火箭发射系统的额外弹药、“毒刺”防空导弹系统、装甲

车以及反装甲系统等一系列装备。

　　在6月29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西方代表依然

坚持要向乌克兰源源不断提供武器。法国常驻联合国

副代表德里维耶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伍德的发言

均持有相同论调。

　　毫无疑问，美西方一味给俄乌冲突“拱火”“递刀”，向

战场投放武器，不断扩大武器使用品种和范围，只会加剧

各方矛盾，延长并扩大冲突，让普通民众付出更大代价。

　　就此，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安理会审议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问题时发言指出，乌克兰危机爆发

以来，大量武器装备持续流入战场，外溢影响和扩散风

险与日俱增。战争的残酷性、严峻性、危险性和不可预

测性日益上升，令人深感忧虑。

　　联合国主管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兼高级代表中满泉

表示，自上个月向安理会通报有关向乌克兰转让武器的

问题以来，乌克兰武装力量还在继续接受军事援助。她指

出，这些援助包括作战坦克、装甲战斗车、作战飞机、直升

机、大口径火炮系统、导弹系统和无人驾驶作战飞行器等

重型常规武器，以及遥控弹药、轻小武器及其弹药。有报

道称，在乌克兰军队发起反攻之前，武器和弹药的供应已

经获得加速和扩大。她强调，必须严格控制武器供应，并

且各方应将保护平民作为首要任务。

外溢影响扩大风险扩散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武器装备持续流入战场，

外溢影响和扩散风险与日俱增，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现实威胁。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美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

供武器，在为冲突“拱火浇油”的同时，大肆助长了军火

黑市交易。去年7月，欧洲刑警组织就警告称，国际犯罪

集团正在从乌克兰走私武器，包括手枪、步枪、手榴弹

和无人机等。根据美国媒体去年8月的报道，在西方提

供给乌克兰的武器中，大量武器去向不明。美国国防部

刑事调查局副局长艾夫斯曾经承认，美国输送给乌克

兰的武器流入黑市等相关风险是非常现实的。

　　俄罗斯媒体也曾调查发现，西方国家运往乌克兰的

武器装备在售卖违法犯罪物品、传播非法信息的“暗网”

上以低价出售。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暗网”上贩卖

的美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美制的步枪、防弹衣、

无人机和来自欧洲的反坦克火箭筒等，并且能够在多国

进行交付。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去年10月就曾警告

称，“北约为基辅提供的军事物资最终落入了中东、中非

和东南亚的恐怖分子、极端分子和犯罪集团手中。”

　　去年10月，芬兰广播公司网站援引芬兰国家调查

局相关人士消息称，芬兰国家调查局掌握的信息显示，

从乌克兰向芬兰非法贩运武器的路线已经打通。有迹

象表明各国向乌克兰运送的武器装备有一部分已经进

入芬兰。除此之外，在瑞典、丹麦和荷兰也发现了原本

运往乌克兰的武器装备。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表示，俄乌冲突中的武器正

在通过黑市交易流入非洲。布哈里称，这些通过黑市交

易流入非洲的武器正在助长非洲萨赫勒地区恐怖组织

的力量，威胁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现在需要有关国家

加快合作，以防止俄乌冲突中的武器继续向非洲走私

与扩散。

　　美国调查记者西摩·赫什近日在电视节目中爆料

称，在去年2月，就有供应给乌克兰用于作战的武器流

入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乌克兰邻国。赫什还称，西方

国家知道供应给乌克兰的武器正在持续流入黑市进而

流入其他国家，但西方媒体却对此保持沉默。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政治分析人士布赖恩•伯

莱迪克认为，现在的情况很像叙利亚的情况。当时，西方

国家和其地区盟友向叙利亚输送武器，很多武器流入了

恐怖组织手中。同样的情况目前也发生在乌克兰，许多

武器最终落入不法组织手中，并流入世界多个地区。

全球多国人士齐声谴责

　　一年多以来，国际组织代表及多国人士都在呼吁

国际社会关注美西方上述行径，谴责其所作所为不仅

无益于乌克兰和平，而且给世界多国埋下了安全隐患。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不断向战场投放武器，将导致

战事升级蔓延，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催生更多流离失

所，使和平谈判的环境更加恶劣，停火止战的希望更加

渺茫。武器弹药一旦落入恐怖分子和武装团伙手中，很

可能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造成新的动荡，夺取更多的

无辜生命。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指出，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破坏劝和促谈努力，一意孤行向乌克兰提

供军援，使得停火止战看不到希望。

　　联合国裁军事务副高级代表埃博近日向安理会通

报西方向乌克兰供应武器问题时强调，大规模武器和

弹药涌入任何战场，都会引起对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担

忧，包括转移导致的结果。他指出，采取措施解决武器

落入第三方或任何“未经授权用户”手中的问题，对于

防止乌克兰的进一步动荡至关重要。他表示，《联合国

常规武器登记册》是“这方面的重要工具”，在30年的运

作中，约有178个会员国至少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

册》提交过一次报告，他呼吁所有国家为了信任和透明

而参与进来。同时，他还呼吁各国考虑加入所有其他相

关条约并履行其法律义务和政治承诺。

　　耿爽6月29日在安理会审议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问

题时发言指出，当前形势下，世界更需要的是停火止战

而不是武器投放，是对话谈判而不是战事升级，是劝和

促谈而不是阵营对抗。最近一段时间，提出和平倡议的

国家越来越多，劝和促谈的声音越来越强。我们期待有

关方面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理性呼声，保持冷静克制，

避免加剧紧张，加强接触，凝聚共识，为危机的最终解

决逐步积累和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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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不断向乌输送武器装备 外溢影响扩散风险与日俱增

美西方行径给世界多国埋下安全隐患
环球观察

　　中国通过向粮农组

织南南合作基金捐款、

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

深化农业技术合作等方

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

农业能力建设。图为当

地时间5月12日，在马达

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

附近的马义奇镇，中国

杂交水稻技术专家胡月

舫（左二）在中国国家杂

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非洲分中心的试验田

里和当地农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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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数万德国

民众在首都柏林举

行示威活动，抗议西

方国家源源不断向

乌克兰供应武器，并

指责称这样做只会

延长并扩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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