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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应认清时代大势，切实
尊重拉美国家主权与人民权利，
切实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只
有这样才可能与拉美国家建立正
常关系

近期，美国政府应智利要求解密了两份文件，

这两份文件及此前美方公布的解密文件均无可辩

驳地证明，美国是 50 年前智利政变的幕后黑手。

这再次表明，美国长期以来视拉美为“后院”，以

“美洲之名”行“霸权之实”，肆意对拉美国家进行

军事干预和经济掠夺，给拉美国家人民造成了沉

重灾难。

美国新近解密的两份文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编写的总统每日简报。文件显示，美国政府不仅

事先掌握 1973 年 9 月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发动

军事政变的信息，还向军事政变提供支持。美国

国家安全档案馆此前解密的文件也显示，美国认

定时任智利总统阿连德是一个威胁，通过外交、政

治、经济等手段阻挠其执政，还通过造谣抹黑、秘

密暗杀、策动政变等谋划推翻阿连德政权。

50 年过去了，政变给智利社会留下的伤疤仍

未愈合。智利总统博里奇日前在首都圣地亚哥参

加悼念政变受害者活动时表示，这场政变带来的

痛苦经历给几代智利人留下深刻烙印。但美国政

府迄今没有表现出丝毫悔意，遑论道歉。美国国

务院在日前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甚至大言不惭地

说，文件的解密“符合我们在各自国家和世界促进

民主和人权的共同努力”。

美国究竟是如何在拉美“促进民主和人权”的

呢？1823 年，美国发表“门罗宣言”，声称“美洲是

美洲人的美洲”，实际上是把美洲当作美国人独占

的“后院”。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公开宣称：

“美国为了奉行‘门罗主义’，不得不行使国际警察

的权力。”“门罗主义”提出 200 年来，美国采取各

种手段攫取拉美自然资源，破坏拉美国家经济，干涉拉美国家内政，导

致拉美国家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不平等加剧。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

明，在 1898 年至 1994 年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在拉美地区策

划和实施了至少 41 次政变，相当于每 28 个月就有一次。直到今天，“门

罗主义”遗毒仍在。美国对“不听话”的拉美国家动辄制裁打压，还企图

将拉美国家当作阵营对抗的棋子，强迫其选边站队。阿根廷国立拉普

拉塔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梅里诺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深受美国霸

权伤害。

美国所谓“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幌子，掩盖不住“门罗主义”给拉美

国家带来的伤害，美式霸权在拉美国家招致越来越多的抵制和反抗。

去年在美国主办的第九届美洲峰会上，美方试图借主场优势重塑自身

在美洲的领导地位。然而，因美国拒绝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

三国领导人参会，峰会遭到拉美多国领导人的公开抵制。美国《外交政

策》网站评论指出，美方讨论拉美问题时的一大特点是“无知的傲慢”。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表示，美洲不应再有“门罗主义”、干涉主义政策和封

锁他国行为，也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主导该地区。

当前，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合体的“全球南方”在国际

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拉美国家也不断迈出团结自强的新

步伐。美方应认清时代大势，切实尊重拉美国家主权与人民权利，切实

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才可能与拉美国家建立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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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 2023 年年度论坛日前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今年论坛的主题为

“现在就行动”，与会者重点讨论了服务部

门在可持续贸易中的作用、促进绿色贸易

的包容性政策等问题。会议期间发布的

《2023 世界贸易报告》强调，全球性问题需

要全球性解决方案，当今世界需要更多合

作，在世贸组织协调下重振多边贸易体系

至关重要。

《2023 世 界 贸 易 报 告》认 为 ，70 多 年

前，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基于相互依存与合

作 有 助 于 和 平 与 共 同 繁 荣 的 理 念 而 建

立。当前，地缘政治紧张、不平等加剧和

气候变化等新挑战影响贸易流动，“贸易

碎片化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可能会拖累

全球经济增长”。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

在报告中指出，全球经济的开放性和可预

测性遭遇挑战，国际社会应继续加强多边

贸易体系。

报告认为，尽管出现了贸易碎片化的

一些迹象，但总体而言，国际贸易仍在蓬

勃发展，去全球化的言论总体没有得到数

据上的支持。贸易对减贫产生了积极影

响，保持贸易开放有助于降低冲突的可能

性，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对减少碳排放产

生了巨大影响。报告指出，2022 年，全球

数字服务贸易额为 6.8 万亿美元，同比增

长 15%，其中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

易出口份额增加了 3 个百分点，环境产品

贸易额自 2000 年以来翻了两番。

报告认为，贸易一体化是提高各国人

民生活水平的有力工具，帮助数亿人摆脱

贫 困 ，应 将 贸 易 一 体 化 扩 大 到 更 多 经 济

体，让更多人享受到贸易一体化的成果。

世贸组织在报告中呼吁，全球需要更

多的贸易和更多的合作，以有效解决共同

面临的安全、包容性增长和气候变化等重

大问题。世贸组织认为，将更多的人口、

经济体纳入全球贸易并加强多边合作，是

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解决方案，有助于全

球经济向着更加安全、包容和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如果想克服当前面临的最紧迫

挑战，需要拥抱贸易而不是拒绝贸易。”世

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萨说。

奥萨表示，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和经

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得益于积极参

与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等 ，中 国 实 现 了 令 人 瞩

目 的 经 济 增 长 ，给 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带 来

希望。

世界贸易组织—

全球需要更多的贸易和更多的合作
本报记者 牛瑞飞

右图：日本广岛县竹原市大久野岛上，

现存最大的毒剂储存仓库遗址。

下图：日本“毒气岛历史研究所”事务局

长山内正之（右一）向大家展示当年侵华日

军在大久野岛上生产毒气弹的图片资料。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朱玥颖摄 “健康快车吉尔吉斯斯坦光明行”在比什凯克启动

据新华社比什凯克 9月 16日电 （记者关建武、努尔然）“健康快车

吉尔吉斯斯坦光明行”16 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正式启动。

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副主席崔丽、中国驻吉尔吉斯

斯坦大使杜德文、吉卫生部副部长詹加济耶夫、患者代表以及中吉医护

人员共同出席启动仪式。

崔丽在致辞中说，此次“健康快车光明行”是中方践行承诺的行动，

得到中吉双方卫生部门和有关医疗机构大力支持。相信通过双方专家

密切合作，将为更多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为两国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更

大贡献。上合组织睦委会愿同各国合作伙伴积极弘扬“上海精神”，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健康挑战，为实现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詹加济耶夫感谢中方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宝贵援助，对在吉成功实

施“健康快车光明行”等项目充满信心。吉方希进一步加强该领域交流

与合作，为提高人民健康福祉多作贡献。

韩国要求苹果公司就iPhone12手机辐射问题提交报告

据新华社首尔 9月 17日电 （记者陆睿、周思雨）韩国科学技术信

息通信部 17 日表示，鉴于法国因 iPhone12 手机电磁波辐射检测结果超

标而暂停销售该款手机，韩国政府已要求苹果公司就此款手机的辐射

问题提交相关报告。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当日在其网站发布的公告中说，当前在

韩国销售的包括 iPhone12 在内的手机符合电磁波安全相关的国际标

准，并获得了产品合格认证。但是，为了消除民众的不安情绪，该部仍

然决定依据有关法律，要求苹果公司就此提交情况报告。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还说，今后计划对 4 款 iPhone12 机型检

测并公开结果。如果检测结果显示电磁波辐射值超过标准，将可能责

令苹果公司改正，并停止进口、销售相关机型。

全球地热领域首项行业标准正式发布

本报北京 9月 17日电 （记者丁怡婷）在 17 日闭幕的 2023 年世界

地热大会上，国际地热协会（IGA）面向全球正式发布《中国地热供暖推

荐做法》行业标准。这是全球地热领域发布的第一项行业标准，对推动

全球地热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了解到，《中国地热供暖推荐做法》以中国地热供暖实践为参

照，基于地热能全生命周期可持续开发利用模型制定，给出了中低温水

热型地热供暖的推荐做法，包括地热资源评价、热负荷计算、开采方案

设计、钻完井工程、供热工程、监测与控制等 6 部分内容，为这一产业提

供了完善的技术标准参照。

这项标准由能源行业地热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中国石

化、中国石油、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院、天津地热勘查开发设计院、清华

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单位共同研究制定。

位于日本广岛县竹原市的大久野岛曾

是日军毒气工厂所在地。在这里生产的大

量 毒 气 弹 ，被 侵 华 日 军 用 来 戕 害 中 国 军

民。为了隐瞒制造、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

日本当局甚至曾把该岛从地图上抹去。

近日，本报记者随同日本反战和平人

士、友好团体等探访了被称为“毒气岛”的

大久野岛，深入了解这段日方讳莫如深的

历史。探访的人们谴责日本侵略战争给中

国等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敦促

日本政府正视历史。

“需要更多的人正视
历史”

上午 8 时，阴雨霏霏，大家在日本竹原

市忠海港码头汇合，乘坐轮渡 15 分钟后即

抵达大久野岛码头。越过栈桥，左侧牌匾

上“濑户内海国立公园 大久野岛”几个字

映入眼帘。岛上大部分建筑空空荡荡，墙

体上爬满绿色植物。

据史料记载，1927 年，日本陆军在大

久野岛开建毒剂工厂。从 1929 年正式投

产到 1945 年日本战败，6000 多人在毒剂工

厂工作，生产的毒剂装填入炮弹后，被源源

不断运往中国。仅记录在案的日军在华发

动的毒气战就多达 1241 次，造成中国军民

伤亡高达 20 余万人。侵略战争期间，日本

军方为了保守机密，将大久野岛从濑户内

海的地图上抹去，并且规定，没有陆军大臣

的允许，任何人不能登岛。直到 1947 年，

毒剂工厂的罪恶面目才得以示人。

“ 这 是 岛 上 最 大 的 一 座 毒 剂 储 存 仓

库。毒剂库加上底座高 11 米，储存着剧烈

的毒药。你们看，墙上焦黑色的痕迹，就是

当年火焰喷射器留下的。”在一处遗迹前，

78 岁的山内正之向大家讲述毒气弹制造、

储存、运输和最后处理的历史。

山内正之是日本民间团体“毒气岛历史

研究所”事务局长，他在大久野岛上讲解已

有 25 年。与山内正之交换名片时，记者看

到，他的名片上不仅写有名字和头衔，还用

汉字写着“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山内正

之表示：“人们有必要好好学习这段历史。”

在广岛大学教授本田义央看来，日本

有关这段历史的教育存在问题，绝大多数

日本人并不了解“毒气岛”的历史。他表

示：“日本教科书一直在有意淡化、否认甚

至篡改侵略历史，我认为需要更多的人正

视历史。”

“我对日本使用毒气
的非人道行为感到羞耻”

在大久野岛成为秘密制造化学武器的

地点后，由于大批日本成年男子都被送上

了战场，日本军方就把一些十几岁的孩子

送到岛上，充当生产毒剂的劳动力。

今年 8 月 15 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

题为《在“消失的岛屿”制造毒剂被告诉“什

么都不要说” 无法消失的工作者的痛苦》

的文章，讲述了一段发人深思的故事：1944
年 11 月，正就读于忠海高等女子学校的年

仅 15 岁的冈田黎子被动员到大久野岛，与

许多孩子一起参与毒剂工厂的工作。1989
年，她把这段经历绘成了连环画，希望将这

段历史告知公众并警醒下一代。这本连环

画包含 31 幅画作，并附有说明和英文翻

译。连环画中，她描绘了烈日下用车运送

毒剂桶的亲身经历。此后，她多次向中国

的战争纪念馆等致信表达歉意：“我对日本

使用毒气的非人道行为感到羞耻，并真诚

地道歉”。现已 93 岁的冈田黎子表示：“尽

管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但我也是加害者。”

大久野岛距离广岛市仅数十公里。山

内正之表示，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事情

很多人都知道，但日本在大久野岛制造毒

剂的事实不为人所熟知。“日本是战争的受

害者，更是战争的加害者，这才是战争的真

相。”山内正之表示，通过他的讲解，一些日

本民众了解到日本曾经使用毒气让中国许

多普通民众失去生命的事实，“25 年的坚

持总算没有白费”。

福山市立大学理事长佐藤利行表示：

“我是广岛人，一直以来都是从遭受原子弹

轰炸的受害者视角来看待问题的，但实际

上日本还是战争的加害者。在大久野岛上

生产的毒气弹，被运往中国并在战场上使

用，我感到非常震惊。日本人不应只知道

被原子弹轰炸的受害历史，类似‘毒气岛’

的加害历史，切切不可忘记。”

“日本政府应尽早
承认历史事实，并就此
进行道歉和赔偿”

大久野岛上有一座毒气资料馆，建成

于 1988 年 ，为 民 间 和 平 人 士 自 发 收 集 资

料、筹集资金所建。馆内陈设着毒剂制造

装置、残余毒气弹、防毒服和面具、日军下

令 在 中 国 使 用 毒 气 的 文 书 等 资 料 。 自

1988 年开馆以来，这个资料馆的访客超过

150 万人次。

资料馆专门设立了“遗弃在中国的毒气

问题”展区，并展出了《侵华日军遗弃毒气伤

人事件图集》等媒体报道。该展区的文字说

明介绍道：“在修路、建筑、修下水道等施工

过程中，日军遗弃的毒气弹或毒气罐被挖

出，给当地人带来伤害……日本必须妥善处

理日军遗弃化学武器问题，对于给普通民众

造成的伤害，必须向受害者赔偿。”

有 关 资 料 显 示 ，1945 年 日 本 战 败 前

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逃避追责，将大

量未使用的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遗弃，中

国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 200 多个点位

都曾发现这些化学武器。战后很长一段时

期，日本政府对解决在华遗弃化学武器问

题始终回避敷衍。1997 年生效的《禁止化

学武器公约》规定，遗弃化学武器的《公约》

缔约国应为销毁遗弃化武提供一切必要的

财政、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这为日

本承担遗弃化学武器销毁责任提供了国际

法依据。日本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事

实，同意《公约》有关遗弃国承担销毁遗弃

化学武器责任的内容，并同中方签署了销

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但由于日

方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相关工作进展迟

缓，日遗化武销毁计划先后 4次逾期。2022
年 10 月，禁化武组织执理会审议通过中日

双方磋商达成一致的 2022年以后日遗化武

销毁计划，该计划规定日方需于 2027 年完

成吉林哈尔巴岭等地日遗化武销毁。

“我们再次强烈敦促日方切实履行责

任义务，全面加大投入力度，全链条加快工

作，早日干净彻底消除日遗化武毒害，还给

中国人民一片净土，抚平中国人民的战争

伤痛。”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强调，“历史

是最好的教科书。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

叛。坚守和平之道，就要守护历史真相。”

山内正之表示：“日军制造的化学武器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政府没

有向受害者道歉和赔偿。日本政府应尽早

承认历史事实，并就此进行道歉和赔偿。

只有这样，日本政府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

和尊重。”

广岛县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事务局长大

谷育平表示：“现在日本的学生们应该了解

日本过去做过的事情，‘毒气岛’应作为日

本反省历史的史实材料，让人们思考未来

日本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本报日本广岛电）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探访日军“毒气岛”

本报记者 朱玥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