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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日前启动了第三届“减少垃圾周”活动，强

调要减少使用、重复利用和回收利用垃圾。欧盟持

续出台相关措施，推动有效应对塑料垃圾问题。

塑料原料价格低廉，但回收成本高昂。与其他

材料相比，塑料一次使用周期结束后再使用率和回

收利用率不高。欧盟每年产生的约 2910 万吨塑料

废弃物中，只有 32.5%被回收利用。不少塑料还进

入河流和海洋，造成更大污染。

为减少塑料垃圾、提高回收效益，欧盟于 2018
年 1 月颁布了《欧盟塑料战略》，计划投资 3.5 亿欧

元，加快研发进程，实现塑料生产和回收过程的现

代化，力争到 2030 年使欧盟市场上的塑料包装都

可重复使用或可回收，回收率提高到 55%。当年 12
月，欧盟闭环塑料联盟成立。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

席蒂默曼斯认为，想实现真正的塑料循环经济并确

保再生塑料被新产品采纳，塑料产业链中所有环节

之间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几年来，联盟成员已由成立之初的 70余个增长

到 293个，涵盖了生产企业、品牌方、零售商、回收企

业等在内的塑料产业链，再生塑料产量增加了近

30%。联盟提出，未来将进一步提高包装、建筑、农

业和家用电器等行业中的 26 种塑料产品的可回收

性，这些产品占欧洲塑料废弃物的 60%以上。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欧盟禁止其成员国将所有

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根据规定，

只有可回收的“清洁塑料垃圾”才允许出口到非经

合组织国家。此外，对向经合组织国家出口塑料废

物和欧盟内部装运塑料废物也采取了更严格的措

施。7 月，欧盟禁止使用有非塑料材质替代品的一

次性塑料制品。据测算，该项指令将使欧盟范围内

的塑料包装回收率提升到 41.5%。

有专家指出，在提升塑料垃圾回收率的同时，

还需要从各个方面减少对塑料的使用。在超市选

购商品的布鲁塞尔市民克里斯多夫告诉记者，日常

生活中一直存在着塑料包装使用过度的问题，“有

些仅仅几十克的食物就被多层塑料包裹，还有很多

食物其实并不需要过多塑料包装”。

一名负责收集塑料垃圾的回收工人对记者表

示：“几年前，我们回收一整条街的塑料垃圾只需拉

一车就够，现在能装满两车了。应该静下心来好好

思考，如何从源头上解决环保问题。”

（本报布鲁塞尔电）

欧盟推进塑料回收再利用
本报记者 牛瑞飞

刚果（金）卫生部长姆本加尼不久前宣布，2021
年 10 月出现在该国东北部地区的埃博拉疫情已结

束。此次疫情期间共报告了 8 例确诊病例，其中死

亡 6 例，治愈两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主任穆

蒂表示：“加强疾病监测、及时的社区防控和有针对

性的疫苗接种，使该地区能更有效地遏制埃博拉病

毒，刚果（金）防止了广泛的感染并挽救了生命。”

刚果（金）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结束，是基于自

去年 10 月 30 日以来已没有新的病例记录，这意味

着在最后一名确诊病例出院 42 天后，即度过两个

埃博拉病毒潜伏期后，受监测地区的人群已被排除

感染风险。

此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北基伍省贝尼市

暴发。由于与 2018 年至 2020 年的埃博拉疫情发生

在同一地区，人们担心当时持续两年的严重疫情会

再次重演，那次疫情导致近 2300 人死亡。

世卫组织认为，及时发现感染病例是此次疫

情得到有效防控的重要前提。据悉，去年 10 月 6
日，贝尼市一名 3 岁男孩因病死亡，症状与感染埃

博拉病毒相似。次日，设于贝尼的刚果（金）国家

生物医学研究院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对样本

进行了检测并确认，刚果（金）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

情暴发。

疫情出现后，刚果（金）政府在世卫组织专家协

助下，对贝尼市 19 个地区进行疫情排查，多名感染

者相继被发现。总计超过两万名密切接触者得到

进一步检测，其中超过 1700 名疑似病例留院隔离

观察。

在遏制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过程中，刚被获批使

用的埃博拉疫苗起到了积极作用。去年 2 月，包括

刚果（金）在内的 4 个非洲国家率先批准了全球首

款埃博拉疫苗的使用。世卫组织在去年 12 月 16 日

的声明中表示，在发现首个病例 5 天后，刚果（金）

卫生部门为 1800 多人接种了埃博拉疫苗。

为持续做好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金）政

府已联合世卫组织保持疫情监测，准备对任何后续

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此外，刚果（金）政府还制

定了专门计划，为埃博拉病毒感染康复者提供医疗

评估、心理和营养支持等服务。

（本报约翰内斯堡电）

刚果（金）成功遏制新一轮埃博拉疫情
本报记者 邹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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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 6 日是美国国
会大厦遭暴力冲击事件一周
年。分析认为，该事件充分暴
露美国选举制度乱象，凸显美
国政党撕裂、政治分裂、社会
民众的极端分化和分裂，不仅
令美国国家形象严重受损，也
引发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
美式民主制度弊端的反思。
值得关注的是，一年来，这种
极化与撕裂不仅没有缓解，反
而愈演愈烈。

近日，美国多家媒体民调显示，国会山骚

乱事件一年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继续尖锐

对立，政治极化加剧。很多美国民众对政治环

境恶化感到失望和无奈，对美式民主制度和政

治健康运行的信心下降。

“美国历史上声名狼
藉的一天”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召开

联席会议，统计并认证 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

各州选举人团计票结果。会议开始后不久，部

分示威者冲进国会大厦，发生严重骚乱事件，

造成包括 1 名国会警察在内的 5 人死亡、130 多

人受伤，首都华盛顿特区被迫实施宵禁。多国

政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领导人纷纷批评美国

国会暴力冲击事件。

国会山骚乱成为美国政治史上的标志事

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骚乱可能只是

美国民主“更深层次撕裂的前兆”，那一天是“美

国历史上声名狼藉的一天”，在美国历史上的这

一污点“仍将影响几代人”。《纽约时报》文章指

出，“这是对美国民主灯塔形象的一记重击”。

1 月 6 日，拜登在国会大厦发表讲话称，特

朗普在 2020 年总统选举中制造并传播一系列

谎言，落败后试图阻止权力的和平移交。他指

责特朗普支持者试图通过发动“叛乱”改写美

国历史，而特朗普却坐视不管。

特朗普很快发表声明回击说，一年来，美

国从阿富汗撤军乱象、边境移民危机、国内疫

情失控、通胀高企等证明，拜登作为总统“不

称职”。特朗普还再次质疑 2020 年总统选举

结果。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1 月 6 日分别举行纪念

活动，但国会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选择缺席。

分析指出，这正凸显两党歧见之深。事实上，

围绕这一事件的调查与政治撕裂仍在持续发

酵。去年 6 月，民主党人在国会众议院主导成

立“国会山骚乱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但 9 名

成员无一人由共和党人提名。共和党人对此

提出强烈抨击，认为该委员会及其调查具有强

烈的党派偏见。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也一直受

到阻碍。

“美国人对民主的未
来深感悲观”

国会山骚乱事件让美国的政治对立、社会

撕裂进一步加剧。美联社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九成的民主党人认为这一事件“非常暴力”或

“极其暴力”，而六成的共和党人认为这一事件

“不是暴力”或只是“有点暴力”。美联社评论

说，这反映出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关于事件的

虚假描述仍在继续。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说，国会山骚乱一

年后，“美国人对民主的未来深感悲观”。美国

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益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

一 项 民 调 显 示 ，64%的 美 国 人 认 为 美 国 民 主

“面临失败的风险”，70%的人认为美国“正处

于危机之中”。

皮尤中心民调显示，57%的国际受访者和

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不是所谓的“民主

典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民调也显

示，只有 7%的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

“健康”，52%的年轻人认为美国民主“陷入困

境”或“失败”。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说，国会山

骚乱事件对美国人的心理产生了持久影响。

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

认为“更多的暴力即将到来，民主本身可能受

到威胁”。

“人们对美国国内民主运作的自豪感越来

越低落。”《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表示，美国人对

美式民主的认同感在急剧地下降。

“标志着美国全球实
力和影响力明显衰落”

国会山骚乱事件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对美

式民主的质疑。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

斯·福山说，该事件继续在美国政治中引起反

响，其影响不仅限于国内，还在国际上产生了

巨大影响，这“标志着美国全球实力和影响力

明显衰落”。

福山还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自上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治变得越来越两

极分化，并且持续陷入僵局。美国制度存在

明显问题，政治受到金钱熏染、选举制度越来

越不符合民主选择，但美国似乎无法进行自

我改革。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

尔夫说，过去这一年，“美国民主的危机已经变

得非常明显”。加拿大皇家大学政治学教授托

马斯·迪克森在《环球邮报》撰文说，美国的经

济差距、种族差距、社会差距导致了政治上的

左右两派意识形态分化。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东尼·法约拉表

示，国会山骚乱可能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而

是一个转折点。“在更广泛的叙事中，美国是一

个分裂的国家，无法达成共识，其民主支柱和

全球影响力被不可挽回地削弱了”。当世界看

到一个分裂的、与自己开战的美国时，美国盟

友正在做出自己的判断：一个反复无常的美国

再也不能像一些人曾经认为的那样，被视为民

主的典范或可靠的伙伴。

美国前总统卡特撰文说，他为美国的民主

感到担忧，美国正在不断扩大的深渊边缘摇摇

欲坠。如不采取行动，美国将面临国内冲突和

失去民主的真正风险。

（本报华盛顿 1月 9日电）

国会山骚乱事件发生一年来，美国政治极化日益加剧—

美式民主弊端持续引发反思
本报记者 李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