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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琼

　　

　　近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肯·萨拉查等多位美方

官员“你方唱罢我登场”，再次拿芬太尼问

题向中国发难，将这种阿片类药物在美国

国内的滥用问题归咎于中国，还声称将为

此推动立法制裁中国。

　　芬太尼泛滥已成为席卷美国的公共

卫生危机，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自

身。然而美国始终不从自身找原因，却屡

次混淆视听企图“甩锅”他国。

故技重施“甩锅”他国

　　近年来，美国个别政客总是试图让中

国背上芬太尼泛滥问题的黑锅，而将自己

打扮成“受害者”。近日，美国又故技重施，

在芬太尼泛滥问题上频频“甩锅”“碰瓷”。

7月16日，舒默扬言要在国防政策法案中

纳入一项跨党派修正案“以制裁中国疑似

在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生产中扮演的

角色”；无独有偶，近期肯·萨拉查等美方

官员还污称在墨用于非法生产芬太尼的

前体来自中国。

　　美方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中国一直对毒品持“零容忍”态度，采

取最严格的管控和最严厉的处罚。正如中

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驳斥美方涉芬太尼前

体不实言论的严正声明中所说，中国政府

高度重视制毒物品监管工作。目前，中国列

管的易制毒化学品已达38种（其中包含麻

黄素类物质一个大类），超过联合国管制品

种14种。中国禁毒部门建立健全对易制毒

化学品各环节全程动态监管机制。除此以

外，中国1989年10月加入联合国《1988年禁

止非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贩运公约》，并

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对所有列管化学品实行

进出口许可和国际核查制度，有效防止列管化学

品通过国际贸易途径流入制毒渠道。

　　不仅如此，中国还本着人道主义和负责任

的态度，协助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对芬

太尼类物质滥用问题。2019年5月，中方在全球

范围内率先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并采取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打击整治措施，为防范此类物

质非法制贩及滥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整类

列管芬太尼后，未收到其他国家查获来自中国

的芬太尼类物质的通报。

　　关于美方近期炒作的所谓芬太尼前体从中

国流入墨西哥问题，实际情况是，中方从未收到

墨西哥关于“中国易制毒化学品出口至墨

西哥用于制毒”的相关信息，美方也从未

提供过中国化学品流入墨西哥制成芬太

尼的事实根据。

危机根源在美自身

　　根据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统计，美国是

全球最大的芬太尼类药品生产国和消费

国，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人，消费了

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美国疾控中心数

据显示，近年来，合成阿片类物质，特别是

芬太尼，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毫无疑问，芬太尼泛滥已成为席卷美

国的公共卫生危机，但这一危机的根源却

在于美国自身。

　　目前，美国大型医药企业在国内花重金

进行政治游说、兜售“阿片类物质无害论”。

反观美国政府，非但对大型医药企业的小动

作无动于衷，反而放任民众形成滥用药物习

惯，对阿片类物质跨境非法制贩利益链条的

管制极为不力。美国的政客们也出于自身利

益等原因，总是出台治标不治本的禁毒政

策，不愿将药物监管落到实处。

　　因此，美方要解决芬太尼危机，就无

法忽视美国阿片类物质监管不严、政治极

化阻碍禁毒进程等因素。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作为全球芬太

尼问题最为突出的国家，美国至今仍未正

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众所周知，防止

非列管化学品流入制毒的责任在于进口

国。美方却一味混淆是非、推卸责任，这是

对美国民众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内病外治”害人害己

　　事实摆在眼前，美国政客对国内芬太

尼危机久拖不决的真相选择性“失明”，在

谣言的基础上持续炒作“中国制造芬太尼前

体经墨西哥加工后输入美国”等言论，将美

国禁毒问题“甩锅”中国，这丝毫无益于解决

美国国内的芬太尼危机，只会损人不利己。

　　可以说，美国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实际是漠

视国际贸易和禁毒规则秩序，逃避本国管理责

任和国际禁毒义务。

　　国际舆论纷纷指出，“甩锅”他国不是美国内

芬太尼危机的解决之道。美方应该加强国内禁毒

执法，严格管控边境，加强芬太尼类药品监管，严

厉打击处方药滥开滥用，强化禁毒教育。同时，美

方也应尽快推动永久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美方企图通

过施压、胁迫和非法手段解决自身在禁毒问题

上的关切实际上是“内病外治”，这行不通，只会

害人害己。

□ 本报记者 苏宁

　　

　　为平息国内反对之声，强推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日

本政府先后两次设立总额达800亿日元（1日元约合人

民币0.052元）的基金，对核污染水排海受影响地区民众

提供所谓“补偿费”。

　　国际舆论就此指出，日本政府企图用“补偿费”来

息事宁人，只能说明核污染水排海的确问题重重。而

且，岸田内阁也打错了算盘，日本民众对此并不买账，

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抗议活动从未停止。此外，日方这

种用“补偿费”换取本国民众的沉默，却置周边邻国和

太平洋岛国民众安全和利益于不顾的做法，只会引起

国际社会更强烈的质疑和反对。

制定巨额渔业补偿措施

　　日本一方面主张核污染水排海是“安全的”，另一方

面却制定了大规模涉渔业补偿措施，计划对排海启动后

国内渔业行业受到的损失进行全方位的补贴和赔偿。

　　据报道，从2021年4月决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之

初，日本经济产业省就开始准备补偿事宜。2021年11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设立了300亿日元的基金，为政府

在因启动排海出现水产品滞销时对水产品进行收购、

冷冻保存及销售提供资金。

　　在此基础上，2022年11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再次投

入500亿日元设立新基金。新基金主要用于开发新渔

场、补贴燃料费以及渔业培训等开支，以确保日本水产

业可持续发展。

　　除设立800亿日元的大规模涉渔业补偿基金对福

岛县等受核污染水排海影响地区进行全方位、普遍性

“支援”之外，日本政府还安排东京电力公司对排海引

发的损失个案进行赔偿，由经济产业省负责对东京电

力公司的赔偿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已经公布了排海引发损失的赔

偿标准，以福岛县为中心的临近地区、农业水产业、观

光旅游业等将成为个案赔偿的重点。而且，为最大限度

“安抚民众”，换取民众对排海的“支持”，日本政府原则

上不对赔偿范围作出特别限制。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

事故补偿咨询室负责人弓冈哲哉表示，公司的方针是

无论地区、行业以及时间如何，只要产生了损失，所有

人都会得到赔偿。

　　针对日本政府制定的大规模涉渔业补偿措施，有

韩国媒体报道指出，岸田政府深知核污染水排海将对

本国渔业造成严重损害，对国内投入了800亿日元的巨

额补偿资金，但是韩国等周边国家民众及这些国家的

渔业等产业同样将直接受害，因此韩国必须考虑向日

方索赔问题。

　　此外，也有舆论指出，日方投入巨资对受核污染水

排海影响地区提供补偿，目的是压减国内反对声音，用

“补偿费”换取本国民众对核污染水排海的沉默。

排海补偿方案民众不买账

　　日本政府向国内民众提供的排海补偿方案不可谓

不“大方”，然而日本民众对此却并不买账。

　　有日本市民团体代表曾指出，核污染水对海洋环

境的污染是多少钱都无法解决的。尽管日本政府及东

京电力公司多次到地方召开说明会，强调核污染水“安

全”、政府补贴补偿“有力”，但以渔业从业者为中心的

日本民众反对排海的立场一直未曾动摇，相关抗议反

对活动持续不断。

　　一直以来，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多次向媒体

表示，尽管政府设立了800亿日元的基金，但他们反对

核污染水排海的立场没有丝毫动摇。14日，在与来访的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会谈后，日本全渔联会长

坂本雅信再次向媒体强调，只要对排海不能放心，就不

可能改变反对的立场。

　　福岛县渔业合作协会联合会会长野崎哲与西村康

稔交换意见时，再次表达了反对排海的立场。他在会谈

结束后强调，此前政府曾作出“不获得相关者的理解，

便不采取任何处置措施”的承诺，如今却视之如无物，

他不能容忍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7月17日是日本法定节假日“海之日”，旨在感恩大

海的恩惠。当天，日本民众自发举行多项活动，反对核

污染水排海。

　　由“不要再污染海洋！市民会议”等市民团体发起

的“不要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守护海洋与生命”集

会在福岛县磐城市举行。渔业从业者等民众顶着烈日

参加集会，从各自的角度表达了反对将核污染水排放

入海的立场，并呼吁政府重新考虑该计划。

　　另外，为阻止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日本福岛县和平

论坛等非营利组织发起的“未来的海洋”项目17日当天

正式启动。“未来的海洋”项目将通过征集反对核污染

水排海的签名、开设主页、制作短视频等方法向日本国

内外传播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主张。“未来的海洋”组

织者认为，对福岛核污染水的处理不应该轻易地采取

排放入海方式，而是应该探讨增设储水罐等；核事故产

生的放射性物质不能再次被排放进自然界，而是应该

妥善封存；必须给未来留下一个干净的海洋。组织者之

一谷雅志表示，即使日本政府强推排海计划，也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排完，所以就算启动了排放，也要努力阻

止。“未来的海洋”项目将长期反对核污染水排海。“把

一个干净的海洋留给未来，这理所当然是我们这代人

的责任。”谷雅志说。

难堵国际社会悠悠之口

　　共同社7月14日至16日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收集的

最新民调显示，80.3%的日本民众认为，当局对核污染

水排海的说明并不充分；另有87.4%的受访者认为，排

海计划将使日本形象受损。

　　日本《福岛民报》近日刊文指出，在排海问题上，日

本政府之所以无法取得国内民众的信任，根本原因就

在于日本政府自始至终未能正视民众的担忧与关切。

此外，在取得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理解方面，日本政府

也做得很不够，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不能成为排海

的“通行证”。

　　日本国内外专家学者已经多次指出核污染水排海将

对海洋和人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大量事实证明核污

染水排海将对海洋渔业及观光旅游业造成严重影响。日

本政府企图通过提供补偿缓解国内反对，但众多有识之

士指出，核污染水排海的危害绝不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

　　中国、韩国、俄罗斯、太平洋岛国、菲律宾、印尼、秘

鲁等太平洋沿岸国家的民众都强烈反对日方推进排海

计划，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对国内外的反对声音

装聋作哑，还试图通过设立所谓的“补偿费”“专项基

金”，来堵日本民众的悠悠之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

出，如果日本政府不是心虚的话，为何用“补偿费”来息

事宁人？这只能说明核污染水排海是真有问题、大有问

题。日方用“补偿费”换取本国民众的沉默，置周边邻国

和太平洋岛国民众安全和利益于不顾的做法，只会引

起国际社会更强烈质疑和反对。

□ 际文

　　

　　7月13日，中国—东盟外长会发表了纪念中国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周年联合声明。

　　20年前，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的非东盟国家。20年来，中国和东盟积极践行《东南

亚友好合作条约》宗旨和原则，全方位拓展互利合作，

成功走出一条长期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的正确

道路。

携手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与东盟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始终是命运与共

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更多发生在身边的鲜活故

事，演绎着中国与东盟的休戚与共。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坚刚

分享了一个故事：“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解决了当地2.1万

柬埔寨人的就业。在我们当地一个县，70%的家庭在园区上

班。很多人干起服务业，获得了可观收入。附近有个丛林覆

盖的荒芜小村，每个家庭的年收入是一头牛——— 300美

元。如今，他们人均月收入就有300美元。”

　　中柬命运与共体现在两国各领域不断深化的务实

合作中。近两年来，中国援柬体育场、考斯玛医院和特

本克蒙省医院项目陆续顺利交付使用。中企投资的柬

第一条高速公路——— 金港高速即将投入正式运营；暹

粒新机场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中国是柬新冠疫苗坚强

战略依靠；今年初中柬自贸协定生效，双边贸易额提前

两年实现100亿美元目标。柬香蕉、芒果、龙眼等鲜食水

果陆续进入中国市场。两国防务、执法合作及人文交流

不断深化。

　　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生动例证。

　　2021年，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时

代的呼唤，更是11国20多亿人民作出的正确选择。中国

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最具活力合作伙伴，为中国

和东盟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目前，中国正同东盟一道，全面落实去年中国—东

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共识，共建“五大家

园”，积极筹划中国东盟自贸区再次提质升级，推动构

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东盟守望相助，共享发展机遇，共克疫情挑

战，命运与共意识不断深入人心。中国已同印尼、泰国、

马来西亚、缅甸、老挝、柬埔寨就共建命运共同体达成

重要共识。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五大家园”，也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提供了重要实践。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包容互鉴，让中

国—东盟关系成为世界睦邻友好的典范。

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也是构建更

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中

国视东盟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点地区。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在东盟不断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成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的实践平台，使得双方共同享受到共建“一带一

路”所带来的发展红利，并推动各自现代化进程向前

发展。

　　近日，孟加拉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污水处理厂达

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举行竣工典礼。孟加拉国总理哈

西娜等政要出席典礼。孟方政要对中国践行“一带一

路”倡议、助力改善孟加拉国生态环境、提高当地民众

生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是孟

加拉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污水处理厂，也是南亚地区

迄今为止最大的单体污水处理厂，可处理达卡市500万

居民的生活污水，大幅提高当地民众生活质量。

　　这是“一带一路”倡议造福伙伴国的又一例证，进

一步彰显了共建“一带一路”对地区合作的内驱力与引

领力。

　　十年来，一个个标志性工程相继建成，柬埔寨金港

高速公路通车，中老铁路开通中国东盟间首列快速跨

境旅客列车，东盟首条高铁雅万高铁正式通车进入倒

计时，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打通了跨区域合作黄金大

通道，给20多亿民众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中国与东盟十

国均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越南“两廊一

圈”、泰国“4.0战略”、柬埔寨“四角战略”等进行战略对

接。同时，共建“一带一路”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东盟印太展望”开展对接合作，充分体现了共建

“一带一路”在战略、政策对接的开放性，进一步释放了

政策红利。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所说，中国和东盟

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捷报频传，始终在快车道上

加速奔跑。

携手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今年年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对印度尼西亚正式生效。至此，这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

贸协定生效成员国已增至14个。在中国、东盟国家等各

方共同推动下，RCEP自2022年1月1日生效实施以来，推

动成员国间货物贸易成本明显降低，有力促进了区域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和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给全球和地区经济复苏

注入新的动力。

　　据泰国海关统计，RCEP生效实施后，有3.9万种泰

国产品获得关税优惠，其中2.9万种实现零关税。一些

生鲜产品的通关时间从以前的48小时缩短至6小时。

泰国商业部贸易谈判司司长奥拉蒙表示，泰国与

RCEP成员国的进出口总值超过泰国外贸总额的50%，

RCEP生效实施对泰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提振

效果明显。在投资领域，RCEP涵盖的市场和消费者群

体非常庞大，“巨大的市场将为RCEP成员国吸引更多

域外投资”。

　　越南水产品出口也因RCEP而大幅上扬。目前，越

南向世界160多个市场出口水产品，其中，对RCEP成员

国的出口量占出口总量63%以上。2022年前10个月，越南

水产品出口额达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越南工贸部

部长阮鸿延表示，RCEP相关规则及其他优惠措施的实

施，将促进越南企业原材料供应的多元化和最优化，有

利于提高生产率、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拓展新的供应

链，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

　　在全球开放程度不断下降、贸易成本不断上升、供

应链出现瓶颈的情况下，RCEP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在促进全球开放合作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

面，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以RCEP为新起点，与更多贸

易伙伴商签自贸协定，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

易区网络；进一步提高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

开放水平，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环境保护等新规则议题

谈判，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中国国与与东东盟盟关关系系成成为为世世界界睦睦邻邻友友好好的的典典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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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观察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又耍新花招

想用“补偿费”堵住民众的嘴

　　近年来，RCEP红利持续

释放，助推中国与东盟经贸

往来加速增长。图为观众在

东博会“东盟和RCEP精品展

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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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当地时间7月10

日，日本东京，当地民众在

首相办公室前举行集会，

抗议核污染水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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