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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又想就澜湄水资源合作问题
“兴风作浪”。据悉，12月14日，由美国国务
院出资的“湄公河大坝监视”项目启动，该
项目计划通过卫星来监控湄公河上游中国大
坝的水位，并公开有关信息。

这已不是美国第一次炒作水资源问题，
来离间湄公河上下游国家的关系。今年 9月，
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所谓“中国破坏全球环
境报告”，妄称中国操纵湄公河水资源，给下
游邻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不出所料，这番罔顾事实的指责非但没
能“激起水花”，反而很快遭到打脸。中国水
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专家发文指出，美方得
出“中国操纵湄公河水资源”这一结论的唯一
依据，是一家 NGO 组织在美国政府资助下发
表的一篇研究报告，称中国境内自2012年糯扎
渡水电站建成后，极大地改变了天然来水和
放水模式，导致 2019年下游湄公河低水位创
下纪录。然而，这一研究已经遭到包括下游国
家在内的多方面专业人士质疑。湄公河委员会
以及澳大利亚的学者在评述该研究报告时，
明确指出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存在不妥。

其实，恰恰与美国指责的相反，上游澜
沧江水电对下游湄公河的积极作用显然易
见。2019 年湄公河遭受严重旱灾，小湾和糯
扎渡电站以减少水库蓄水、损失单位水量势
能、减少发电量、大幅减少经济收益为代价，为
缓解湄公河下游干旱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
澜沧江水电开发仅利用水能，不减少水量，更
不会导致下游发生干旱。通过上游电站水库的
调蓄功能，可以有效削减洪峰，并在旱季增
加下泄流量，有利于下游防洪抗旱。澜沧江
梯级电站有助于保持湄公河流量的稳定，这是
国际科学界和湄公河委员会的共识。可惜，
美方一心想着抹黑，眼里全然放不下事实。

至于这次美国急吼吼地想用卫星监控中
国大坝，更是别有用心。自上月起，中国便开始
向湄公河国家提供澜沧江全年水文信息，澜湄
水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也于近日开通运行。
澜湄六国还通过水资源合作联合工作组机制及
时通报水电站重大调度情况，分享有关数据，澜
湄水资源合作领域的信息透明度不断提升。

近年来，美国多次操弄澜湄水资源合作议
题，又是“大吐酸水”，又想“横插一杠”，背后算盘不言自明。今年 9
月，美国宣布启动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称其为印太愿景和东盟
战略伙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打算与日
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一道，和湄公河流域国家紧密合作，但必须
面对来自“中共的挑战”，并指责中方日益对湄公河的自然环境和经
济自治造成威胁。这番荒谬论调与美国抹黑中国的表现一脉相承。

中国人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澜湄合作因水而生，
是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共同发起和建设的新型次区域合作平台，各
方努力将澜湄合作打造成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金字招牌”。
如今，澜湄机制成立已4年多，合作从快速拓展期进入全面发展期，
机制建设、战略规划、资金支持、务实合作均取得显著进展，为地区
发展注入了新的“源头活水”，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样一块响当当、沉甸甸的“金字招牌”，不容抹黑，也抹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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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严峻

据默克尔介绍，“硬性封锁令”的主
要内容包括：除了提供日常必需品之外
的所有零售商铺必须关闭；中小学和幼
儿园理论上应关闭，但允许提供儿童紧
急看护；社交接触限制照旧，假期期间可
适当放宽，允许进行聚会，但不含儿童在
内的人数上限为5人，且应为“关系非常
近的亲友”；跨年夜禁止售卖烟花爆竹，
且不允许进行聚会等。

“硬性封锁令”出台背后，是德国
日趋严峻的疫情形势。“平均每两分半
钟就有一个德国人死于新冠肺炎。”德媒
这样形容德国12月10日的疫情形势，当
天，德国新增确诊 29875 例，新增死亡
598 例，均刷新疫情暴发以来的纪录。根
据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
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2月13日0时，
德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132万
例，较前一日新增2万多例；累计死亡病
例超过2.1万例，较前一日新增321例。

德国的医疗系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
态中。据德国跨学科重症和急诊医学协
会统计，德国重症护理人员缺口多达
3500-4000 人，不少医院护理人员受到
感染不得不停工，医院运转受到很大影
响。医生们警告称，在德国某些地区，
重症监护室的床位只有5%至10%可用。

默克尔指出，从 11 月初开始实施

的“轻度封锁令”力度显然不够，近日
德国疫情又出现了“指数型增长”的势
头，迫使政府不得不再次采取行动。

重重挑战

当前，欧洲各国正面临新冠肺炎疫
情的第二波冲击，一度被舆论称为欧洲

“抗疫模范”的德国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

授赵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包括德
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疫情出现反弹，一定
程度上与民众放松对病毒的警惕有关。
此外，德国在初期抗疫成效相对较好的
情况下迅速复工复产，也给病毒带来了
可乘之机。加之秋冬季是疫情等流行性
疾病高发期，加剧了疫情的严峻形势。

德国经济亦受到严重冲击。德国伊
弗经济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德
国商业景气指数在连续上升 5 个月后，
10 月和 11 月接连环比下降。该研究所
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指出，“第二波疫
情打断了德国经济复苏进程。受访德企
对发展预期表现出明显悲观情绪，经济
的不确定性继续上升。”相关分析认
为，企业的投资意愿一旦降低，不仅影
响生产设备的更新，也影响生产力发展
和社会就业。

“硬性封锁令”能否顺利推行下
去？舆论不乏担忧之声。

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发布

报告认为，受国内外应对第二波疫情的
限制措施影响，德国经济在今夏强劲增
长过后，可能陷入停滞，甚至衰退。

综合德媒报道，自政府 11 月初实
施“轻度封锁令”以来，德国柏林、莱
比锡、汉诺威等城市相继爆发多场反防
疫措施游行。上月 18 日，近万人聚集
在柏林联邦政府区和国会大厦一带，抗
议新颁布的防疫法案“威胁公民的权利
与自由”。因此有观点担心，“硬性封锁
令”恐遭遇同样的抵制。

“硬性封锁令在具体执行中将面临
两大挑战。”赵柯指出，其一，德国作
为联邦制国家，要保证封锁令具体举措
落到实处，必须依赖各州政府的密切配
合和协调。其二，更严格的社交隔离措
施将对经济复苏、尤其是第三产业复苏
带来挑战，进而影响就业。德国政府需
要处理好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

微妙平衡

抗疫、复苏——这是当下德国面临
的主要课题。应对疫情反弹，德国正加
紧行动。

12 月 13 日，默克尔在宣布“硬性
封锁令”的同时做出承诺，将提供更多
经济扶持政策，帮助企业和个人渡过难
关。德国财长肖尔茨也表示，将为受影
响的企业每月提供至多50万欧元。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联邦议院财政

预算委员会近日批准了 2021 年财政预
算草案，计划于明年新举债约 1798 亿
欧元。这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历
史上第二高的净新增债务预算。联邦政
府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新增
的政府支出将用于卫生、交通和基础设
施领域。其中，餐饮、零售业等受疫情
打击最为严重的行业将受到较大额度的
援助，另一大额的支出将用于减轻普通
居民的财政负担。新增债务中大约有27
亿欧元可用来支付疫苗。

展望德国经济，德国经济顾问委员
会主席拉尔斯·费尔德认为，“危中有
机”，遏制疫情是目前的焦点，这是影响
德国经济下一步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

赵柯指出，平衡好抗击疫情和经济
复苏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要
考虑的关键问题。从德国的情况来看，德
国本身是一个典型的福利国家，具有较
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为当前民众
面临的失业、医疗费用支出等问题提供
一定保障；此外，德国具备应对大型经济
危机的经验。今年，德国采取“企业缩短
工时、政府提供补贴”的方式避免出现大
规模失业问题。“德国政府应当从社会保
障网的韧性、经济实际运行状况和疫情
发展态势这几个指标进行综合权衡，在
抗疫与复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上图：12月14日，在德国法兰克福，
佩戴口罩的行人走过一处提醒人们佩戴
口罩的标牌。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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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宣布，德国从12月16

日起大规模收紧对公共生活的限制，实施“硬性

封锁令”直至明年1月10日。此外，德国联邦

议院财政预算委员会日前批准了2021年财政预

算草案，计划于明年新举债约1798亿欧元。联

邦政府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新增的政

府支出将用于卫生、交通和基础设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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