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美国以所谓人权、平等为借
口，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他国稳定。”叙利亚政
治问题专家艾哈迈德·阿什卡尔一语道破“美
式人权”真相。

为了维护霸权，除了频繁制造动乱，美国还
对叙利亚、伊朗等中东国家祭出制裁“大棒”，严
重危害相关国家民众的发展权。受长期制裁影
响，这些国家经济状况和医疗条件恶劣。新冠
疫情暴发以来，美国非但没有停止制裁，反而进
一步加码，使这些国家的困境雪上加霜。

美国在叙利亚冲突全面爆发前就开始对
叙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此后更是不断
追加制裁。2019年，美国会通过“凯撒法案”并
由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对外国投资者在叙投
资、建设设置重重阻碍，进一步加强对叙经济
封锁。

阿什卡尔指出，美国长期以来对叙实施经
济制裁，近年来更不断升级，让本就因战争、疫
情等遭受重创的叙经济愈加凋敝，民众成为制
裁的牺牲品。

自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美国对伊朗实
施长期封锁和制裁，制裁力度不断加大，逐步
形成以金融、贸易、能源等多领域制裁为主要
手段的严密体系。2018年，美国政府单方面退
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
列对伊制裁。

伊朗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说，美国对他
国实施单边经济制裁，是公然、系统地侵犯
人权。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严酷制裁和经济
恐怖主义，对伊朗的生产、就业和国家收入
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民众收入减少和社会发
展放缓。

马莉哈·加里卜·沙阿是伊朗首都德黑兰
一家医院的护士。她说，在疫情叠加制裁的双
重影响下，医院里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药物和
抗生素尤其短缺。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人权侵犯者！”伊朗最
高人权委员会秘书长加里巴巴迪日前发出控
诉，“美国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人权问题！”

（新华社开罗7月13日电）

制裁滥用者

入侵、轰炸、煽动国内叛乱、支持代理人战
争、提供武器弹药、培训反政府武装……美国在
中东地区以“保护人权”为名制造动乱，肆意践
踏中东民众人权，给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人道
主义灾难。

2003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以所谓“伊拉
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不顾国际社会
普遍反对，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悍然入侵伊拉
克。这场战争导致伊拉克持续动荡，基础设施
近乎瘫痪，而美国所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至今不见踪迹。

据估计，这场战争导致 20万至 25万名平
民死亡，约 250万人沦为难民。以美国为首的
联军大量使用贫铀弹和白磷弹，导致战后伊拉
克婴儿出生缺陷率大幅上升。

2010年开始，美国在中东多国助推“阿拉
伯之春”，导致多国发生动荡，大量难民流离失
所。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美国及其西方
盟友大力支持反对派武装，试图推翻叙政府，
令无数叙利亚人陷入无尽的苦难。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今年 6月发布报告说，截
至 2021年 3月，叙利亚冲突已经导致超过 30万
叙平民死亡。

同样在 2011年，美国联合西方多国以空袭
政府军的方式支持利比亚反对派，强行推翻卡
扎菲政权，令该国政治和经济崩溃，纷争四起，
陷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美国在中东所犯人权罪行罄竹难书。埃
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教授哈桑·拉杰卜对记者
说，美国声称入侵伊拉克是为了带去“自由”，
但事实上，它带去的却是毁灭。美国给叙利
亚、利比亚等国带去的也都是破坏。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纳杜姆·阿卜杜拉告
诉记者，美国的“人权和民主试验”使伊拉克陷
入了长期的外部干预、社会分裂、党派冲突、资
源内耗。美国所谓的“民主政治进程”，消耗了
伊拉克的国家资源，侵犯了伊拉克民众的人权。

动乱制造者

◀2016 年 12 月 9 日，在
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市吉
卜林临时安置点，从反政府
武装控制区撤出的儿童在吃
饭。近年来，美国以反恐等
种 种 理 由 ，对 阿 富 汗 、伊 拉
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动
武，造成这些国家动乱不止，
大量无辜民众伤亡，许多人
沦为难民。

新华社发

这是7月13日拍摄的中国电建在老挝投资建设的南欧江一级水电站（航拍照片）。
中国电建老挝南欧江流域发电有限公司 13 日在老挝琅勃拉邦南欧江电力运维管理中心举办

首次公众开放日活动时宣布，截至 12 日 6 时，中国电建在老挝投资建设的南欧江全流域梯级水电
站累计发电突破100 亿千瓦时，为老挝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支持。 新华社发

中企投资老挝南欧江水电站累计发电破100亿千瓦时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7月13日电 土耳其、俄
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的代表 13日在土耳其最大
城市伊斯坦布尔就乌克兰从黑海港口外运农产
品问题举行四方会谈，同意成立协调中心，以确
保粮食运输安全。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在会谈后发表声明
说，各方就基本技术问题达成一致，将在伊斯坦
布尔成立由各方代表参加的协调中心，对进出港
口的船只进行联合管理，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俄
乌双方同意下周在土耳其再次会谈，讨论所有细
节问题。

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
四方会谈在土耳其举行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记者
14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上半年全
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12.2亿件，
同比增长3.7%；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4982.2亿元，同比增长2.9%。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上半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 6543.1 亿元，同比增长
6.5%；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6808.5
亿元，同比增长 6.0%。6 月份，
全行业业务收入完成 1225.3 亿
元，同比增长 9.3%；业务总量完

成 1295.5亿元，同比增长 8.5%。
上半年，同城业务量累计完

成61.3亿件，同比下降5.1%；异地
业务量累计完成442.3亿件，同比
增长5.7%；国际、港澳台业务量累
计完成8.6亿件，同比下降21.4%。

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7%

当地时间7月12日，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
罗戈津表示，作为对欧洲航天局拒绝与俄合作执行

“火星太空生物学”计划的回应，国际空间站上的俄
罗斯宇航员将停止使用欧洲机械臂（ERA）。

据介绍，欧洲机械臂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俄罗
斯舱段外壳，用于支持太空行走、腾挪包括科学
设备在内的各种物资等。

罗戈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将指示俄
宇航员停止使用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俄罗斯“科
学”号实验舱上的欧洲机械臂，俄国家航天公司
将尽一切努力运回俄用于执行“火星太空生物
学”计划的“哥萨克舞”号火星着陆器。

此前，欧洲航天局局长阿施巴赫尔在社交媒体
上发文称，欧航局理事会决定终止与俄合作执行“火
星太空生物学”计划。13日，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确
认收到欧洲航天局的这一决定。（据中国新闻网）

欧洲停止与俄合作火星项目
俄：停止使用欧洲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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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读

美国中东劣迹暴露“美式人权”真面目
武装入侵、“颜色革命”、单边制裁……多年来，为了维护霸权，自诩为“人权卫道士”的美国在中东

犯下累累罪行，制造了一场又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导致中东多国动荡不止，经济社会遭受重创，民生凋敝
严重，数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沦为难民。美国的所作所为严重侵犯了中东民众人权，其“美式人权”真
面目暴露无遗。

新华社北京电 2021 年度媒体
社会责任报告近日发布。这是媒体
社会责任报告工作开展以来，连续第
九次发布有关报告。今年，从中央新
闻单位到县级融媒体中心共 300多
家媒体发布报告，发布媒体数量是去
年的 3倍，26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部
分地区实现省市县三级媒体覆盖。

2021年，各媒体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承担“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大力宣传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凝聚起团结奋进
的磅礴力量。特别是在党史学习教
育、庆祝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等重大主题报道中，广大新闻工
作者强化责任意识、践行忠诚担当，
积极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
命，以实际行动展现了新闻战线的
好形象、新作为，新闻舆论工作呈现
新气象、取得新业绩，营造了同庆百

年华诞、共铸历史伟业的浓厚舆论
氛围。

各媒体按照中宣部、中国记协
印发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
施办法》要求，从政治责任、阵地建
设责任、服务责任、人文关怀责任、
文化责任、安全责任、道德责任、保
障权益责任、合法经营责任等方面，
对 2021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报
告。其中，160多家媒体还制作了形
式多样、传播广泛的多媒体版报告，
多角度展示媒体融合成效，增强了
报告可读性、生动性，扩大了报告的
传播力、影响力。

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产
业报行业报新闻道德委员会和各省
（区、市）新闻道德委员会将对媒体
发布的报告开展评议打分。

2014年，11家试点媒体首次发
布履行社会责任情况报告。此后，
发布报告的媒体范围不断扩大，媒
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建设日益完
善，有力推进了新时代新闻事业发
展和新闻队伍建设。

2021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300多家媒体报告履责情况

新华社布达佩斯 7 月 13 日电
匈牙利总理府部长古亚什·盖尔盖
伊 13日表示，匈政府宣布该国进入
能源紧急状态，以应对俄乌冲突和
欧盟对俄制裁引发的能源危机。

古亚什在当天的政府例行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说 ，俄 乌 冲 突 和 欧
盟 对 俄 罗 斯 实 施 的 制 裁 导 致 欧
洲 能 源 价 格 急 剧 上 涨 ，在 欧 洲
大 部 分 地 区 引 发 能 源 危 机 。 为

保 护 匈 牙 利 家 庭 和 确 保 能 源 供
应 ，匈 政 府 决 定 国 家 进 入 能 源
紧急状态。

据古亚什介绍，匈政府批准了
一个包括七项措施在内的能源安
全计划，包括增加国内天然气产
量、争取额外天然气供应、禁止燃
油和木柴出口、促进国内褐煤生
产、延长保克什核电站运行期限
等。该计划将于 8月 1日生效。

匈牙利宣布进入能源紧急状态

新华社联合国7月13日电 中国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13日在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部长
级会议上致辞说，中国在多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上取得显著进展。

他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也是落实 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积极践行者，在消除贫
困、保护海洋、能源利用、应对气候
变化、保护陆地生态系统等多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上取得显著进展。

黄润秋表示，中国坚持以人为
本，坚定推进消除贫困。经过长期
持续奋斗，中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
贫困问题，提前 10年实现 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中国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推进绿色
低碳发展。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
局，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系
统。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坚定推进
全球可持续发展。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切实履行国际公约，加强
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海
洋污染治理等领域国际合作，主动
承担与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
会上呼吁各国在从疫情中复苏、粮
食、金融、能源、投资、气候等方面立
即采取行动，让世界走出新冠疫情
并继续推动可持续发展。

第 76 届联大主席沙希德在讲
话中敦促加大对社会保障、减贫、环
境保护和气候行动等领域的投入，
并增强青年人作为“可持续转型推
动者”的权能。

中国在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取得显著进展

记者日前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获悉，到 2025年，我国城镇新建建筑
将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星级绿
色建筑占比达到 30%以上，新建政
府投资公益性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
建筑全部达到一星级以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近日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
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2030
年前，城乡建设领域碳排放达到峰
值。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政策体
系和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在建设绿色低碳城市方面，要
优化城市结构和布局。积极开展绿
色低碳城市建设，推动组团式发
展。每个组团面积不超过 50平方公
里，组团内平均人口密度原则上不
超过每平方公里 1万人，个别地段最
高不超过每平方公里 1.5万人。

同时，严格既有建筑拆除管理，
坚持从“拆改留”到“留改拆”推动城
市更新，除违法建筑和经专业机构
鉴定为危房且无修缮保留价值的建
筑外，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
建筑，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
内拆除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应大于现
状总建筑面积的 20%。盘活存量房
屋，减少各类空置房。

实施方案还提出，开展绿色低
碳县城建设，构建集约节约、尺度宜
人的县城格局。建筑高度要与消防
救援能力相匹配，新建住宅以 6层为
主，最高不超过 18层，6层及以下住
宅建筑面积占比应不低于 70%；确
需建设 18层以上居住建筑的，应严
格充分论证，并确保消防应急、市政
配套设施等建设到位。

（据《北京日报》）

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建标准

斯里兰卡议长阿贝瓦德纳 7月
13日表示，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
萨已通知他，鉴于其不在国内，总理
维克拉马辛哈将根据宪法规定行使
总统职权。

根据斯宪法有关条款，若总统
因生病、不在国内或其他原因不能
行使总统权力，总统可以指定总理
行使总统职权。

维克拉马辛哈 13 日宣布在全
国实施紧急状态，并在首都科伦坡
所在的西部省实施宵禁。

斯总理办公室 13 日早些时候
证实，总统拉贾帕克萨已经离境。

斯空军 13日也发表声明说，总统、第
一夫人和两名安全人员当天已乘空
军飞机飞往马尔代夫。

斯首都科伦坡 9日爆发抗议活
动。在同日下午举行的紧急政党
会议上，多数政党领导人要求总统
和总理立即辞职，并尽快组建各党
派参与的临时政府。总理维克拉
马辛哈当天表示他将辞职。总统
拉贾帕克萨表示将于 13日辞职。

阿贝瓦德纳 11日说，斯议会将
于本月 20日选举产生新总统，新总
统将负责组建各党派参与的政府。

（据《北京日报》）

斯里兰卡总理代行总统职权全国实施紧急状态

世界经济论坛（WEF）日前发布
2022年度《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据
美国“Axios”新闻网 7 月 13 日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战争等因素影响，
全球性别平等事业进程几乎陷入停
滞状态。报告预计，世界全面实现男
女平等至少还要再等 132年。

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以四个维
度衡量各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分别是
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政治活动参
与度、受教育水平，以及健康和生存
状况。基于上述统计数据，研究人员

分别对各国做出评估测算，得出“性
别平等指数”，这个指数越接近数字
1，说明该国性别平等水平越高。根
据 2022 年度的性别平等指数排行，
冰岛以 0.91的高分稳居世界第一，这
也是该国连续第 13年保持“榜一”地
位。北欧 3个发达国家——芬兰、挪
威和瑞典分别排在第二、第三和第五
名，新西兰位列第四。

在多家媒体看来，全球性别平等
事业在过去一年受到疫情的严重冲
击，如今已处于停滞状态。报告举例

称，这场大流行病在很多国家造成大
范围的失业潮，而女性受到的冲击比
男性“糟糕得多”。比如，随着学校及
保育机构的纷纷关闭，不少职业女性
不得不回归家庭，重新扮演起“相夫
教子”或照顾长辈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国家卢旺达
和纳米比亚分别位列第六和第八位，
在性别平等方面表现突出。卢旺达
20世纪曾发生过震惊世界的种族屠
杀，数以十万计的女性惨遭侵犯，为
此该国极其注重女性权益，其议会女

性议员的比例长期保持在 60%左右。
而作为亚洲发达国家的日本

刚好与之相反：据《日本时报》报
道，日本在今年的排行中位列第
116，虽然比去年小有提升，但仍排
在韩国和中国之后，更在七国集团
中垫底，地位尴尬。《日本经济新
闻》称，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国家在
女性参政比例上严重拖后腿，亚太
诸国恐怕要再等 160 多年才能弥合
这种不平等性。

（据《环球时报》）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

世界全面实现男女平等“还需13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