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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
政府达成一项最长 3 个月的临时技
术协议。在此期间，国际原子能机
构将继续对伊朗核问题进行必要的
核查和监督活动。分析认为，该协议
的达成为谈判解决伊核问题提供了
3个月的“机会窗口”。

但伊核协议谈判进程又出现新
变数。当地时间2月28日，伊朗政府
拒绝了参与欧盟提出的伊核协议非
正式会谈。据美联社28日报道，美国
政府当日就此作出回应称，美国对伊
朗的此番表态尽管感到失望，但对与
伊朗就伊核协议的谈话持开放态度。

谈判重启不易

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方面发
布的联合声明称，根据双方达成的
临时技术协议，伊朗将保存一些核
设施的视频监控资料。如果 3 个月
内美国解除对伊制裁，伊朗将把这
些监控资料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
反之，伊朗将销毁这些资料。

“该协议体现出伊朗在核问题上
的原则坚定性与政策灵活性。”复旦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孙德刚
表示，对重返伊核协议谈判，伊朗提
出了要价，包括要求美国取消对伊朗
的制裁，且谈判与对话的时间只有3

个月。否则，伊朗会根据《反制裁战
略法》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

虽然伊朗拒绝参与欧盟提出的
伊核协议非正式会谈，但美国并未因
此放弃通过谈判解决伊核问题。美
国政府一名高官表示，美国会灵活处
理与伊朗谈话的时间和形式安排，并
将和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
及欧盟就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协商。

双方各有考量

达成临时技术协定，美伊双方各
有考量。分析认为，从美方看，2015
年美国同意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主要

是为避免伊核问题拖累美国，使美国
深陷中东泥潭。但美国前任政府
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有违美
国的全球战略。伊朗主要考虑有二：
一是恢复经济；二是挽回外交成果。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月18
日，美国政府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与
伊朗及其他大国讨论美国回归伊核
协议的事项。美国虽有意重返伊核
协议，但前提是伊方首先重新遵守伊
核协议，美方才可能解除对伊制裁。

伊朗政府也毫不示弱。据法新
社报道，当地时间 2月 22日，伊朗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如果需要，伊
朗可以将浓缩铀丰度提高到60%。

转向外交博弈

“当前，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美国的关系都有缓和迹象，总体国际
气氛有助于伊朗核问题的软着陆。
但是，伊朗核问题的彻底解决难度较
大，尤其是 2015 年伊核协议规定的
内容是否需要增加补充条款。”孙德
刚分析，“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前任
政府给现政府挖了不少‘坑’，短期内
难以填平。近期，美国和伊朗都表示
希望通过谈判与对话解决伊朗核问
题，双方在政治解决的大方向上目标
是一致的。但是双方国内都有强大
的保守主义力量反对妥协，加上今年
伊朗大选，因此美国和伊朗的斗争仍
将持续下去，只不过斗争方式从以往
的军事对抗转向了外交博弈。”

孙德刚认为，接下来，美伊和
国际社会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出努
力：一是美国和伊朗需要建立战略
互信，坚定伊朗核问题谈判解决的
大方向；二是美国在2018年退出核
协议，是多边规则的破坏者，需要
先走一步，尽快重返伊朗核协议，
逐步取消对伊朗制裁；三是坚持多
边主义，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
构和伊核问题“6+1”的总框架下
尽快启动谈判。

伊核问题能再谈起来吗？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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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推动全球脱贫进程

几十年前，中国是世界银行下属国际开发协会的受援
国；如今，中国已成为重要出资国——谈及几十年间世界
银行与中国的关系发生的重要改变，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芮泽感叹，中国的脱贫成就在全球前所未有。

翻开中国脱贫的成绩簿，一项项亮眼数据表明，这个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不仅值得中国骄傲，更具有深远的
世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
7.7 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
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 70%以上。特别是
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
下，中国提前 10 年实现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减贫目标。如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局长詹姆斯·林奇所言，
中国令人瞩目的脱贫成就推动全球脱贫进程，为世界可持
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对世界上其他仍深陷贫困泥潭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减
贫成就是很好的范本。”阿根廷学者、中阿战略合作观察站
主任帕特里西奥·朱斯托指出，中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
就”，为世界树立了典范。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减贫事业遭遇冲
击，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出现22年来首次增长。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指出，在脆弱和冲突频发的形势下，经济活动
低迷预计将再令1800万至2700万人口陷入贫困。在此背景
下，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消息犹如一
剂强心针，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注入正能量。

“中国消除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和经济复苏增添信心和
动力。”比利时弗拉芒语版 《今日中国》 杂志社总编辑丽
娜·登格鲁丹伊森说。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亚太部主任卢维斯雷·冈萨雷斯
认为，在疫情肆虐和全球百年未有的复杂变局中，中国脱
贫成就给全人类上了“很好的一课”。

经验：助力他国实现愿景

“中国脱贫攻坚的有效经验和创新做法，正成为许多发展
中国家的学习样本。”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阿兹利说。

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政要、学者、记者来到中国实地走访，
找寻中国成功脱贫的“秘笈”。尤其是同样面临贫困挑战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能从中国获取值得借鉴的经验。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法使中国能够提高全国的生产
力，同时确保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公平分享发展收益。”肯
尼亚旗帜媒体集团网站刊文指出，非洲约 82%的穷人生活
在农村地区，中国的脱贫经验对非洲具有参考价值。“把重
点放在农村地区可以极大地推动均衡发展，缓解人口向城
市中心迁移，并为所有人提供在家附近就业的机会。”

曾来华采访的阿根廷 《方向》 杂志记者艾伦·伊尼戈，

对借助光伏产业实现脱贫的湖北黄冈李家湾村印象深刻：
“太阳能光伏板在烈日下闪闪发光，没想到在这么偏远的村
子能看到如此景象。”更让他欣喜的是，中国乡村绿色发展
的经验已经传到阿根廷。2020 年 9 月，在阿根廷北部胡胡
伊省高原地区，中企承建的光伏发电项目正式投入商业运
营，每年可为当地创造约5000万美元的收入。

“除了专注自身发展，中国积极同各方分享扶贫方案和
经验。”联合国粮农组织水产养殖处处长马赛厄斯·哈洛特
说。2016年，他与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老挝、缅
甸等国的代表实地考察了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的“稻渔共
作”模式。当地人手把手传授经验的场景让他记忆犹新。

近年来，中国积极支持并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手
拉手”等务实合作倡议，致力于推动全球农业转型升级和
农村可持续发展。在马赛厄斯·哈洛特看来，中国的成功经
验能够帮助更多国家实现人民生活幸福的愿景，吸引更多
人加入到减贫及可持续发展事业中。

援助：履行减贫国际责任

除了分享经验，中国还为帮助其他国家摆脱贫困做出许
多实实在在的努力，用行动有力推促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已向 166 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派遣60多万名援助人员，提供大量援助。此外，中国为
广大发展中国家援建多个减贫项目。据不完全统计，2010
年以来，中国已与近20个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数十个减贫援
助合作项目，主要包括援建减贫示范合作项目、援建医疗
卫生项目等。

“中国的减贫成就释放了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投入
到非洲和全世界更值得帮助的社区。”肯尼亚国际关系学者
卡文斯·阿德希尔指出，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的国际发展支
持成为全球民生改善计划的一个重要支柱。中国提供了资
金、技术和人员，帮助其他地方推动多领域的经济活动。

近年来，中国还不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同 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
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约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
摆脱中度贫困。

“中国始终秉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并
在尊重其他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给予帮
扶。”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杨宝荣向
本报记者指出，在直接援助的同时，中国长期在国际平台
积极呼吁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
设施建设、脱贫相关基础产业投入，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
困问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国没有停下参与全
球贫困治理的脚步。疫情发生之后，中国同二十国集团成
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并同国际社
会一道加大对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的国家的支持力
度，帮助其克服当前困难。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
委员会执行秘书巴尔塞纳指出，在减贫方面，中国践行了

“兼济天下”的理念。

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政客和媒体对中
国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花样百出。英国
某些政客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大放厥
词；英国政府以所谓的“独立性”为由吊
销 中 国 国 际 电 视 台 （CGTN） 的 落 地 牌

照；英国还曾经提议邀请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加入G7集团，组建一个
全新的G10联盟，配合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打造一个更强大的“反
华联盟”，全方位压制中国崛起；2月15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新冠病毒
溯源问题上重提武汉，炒作“疫情中国负责论”；英国广播公司 （BBC）
大量制作播出涉华假新闻；英国《卫报》在报道波音747货机故障时，配
图却用中国国际货运航空的飞机，在中国驻英使馆要求其立即更正并道
歉之后，悄悄换下图片，却并未道歉……

英方这股对华敌意，究竟从何而来？
答案其实也不难找。英国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根据英国国家统计

局2月2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020年第四季度，英国失业率上升至5.1%，为
5年来最高。“脱欧”也给英国带来很多麻烦。1月初，大约价值60亿欧元的
股票每日交易从伦敦转移到法国巴黎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新交易平台。
这些交易额重返英国的可能性极小……

在“脱欧”加上疫情的双重冲击下，转移视线、“甩锅”中国成了英
方的一张牌。而且，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在正式“脱欧”后，似
乎选择了全面倒向美国，把美国当成“救命稻草”。对华频频挑衅则是英
国对美国交上的“投名状”。

不过，就在英国首相约翰逊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抹黑中国的前几天，
他在唐宁街与中国企业举行了圆桌会议，表示英国正寻求加强与中国的
经济、贸易联系，并自称是“狂热的亲华派”。

这种所谓“狂热亲华”背后，是英国政客不得不正视的对华贸易数据。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公布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在前五大贸
易伙伴中，英国仅与中国实现了双边货物贸易正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英国
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增长了17.2%。在疫情仍在英国肆虐的当下，中国对英
国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一边频频抹黑中国，一边大喊要加强与中国合作，英国这种“两面派”
做法让人反感，而且显然走不通。中英曾在共同努力之下打造了双方关系
的“黄金时代”。而如今，约翰逊政府对中国的频频发难令有识之士惋惜痛
心。对英国而言，是无视事实，继续向中国泼脏水，还是相信科学，客观对
待病毒溯源？是无理“甩锅”中国，还是积极行动与各国团结抗疫？是刻意
迎合某国“抱大腿”，还是踏实发展经济，寻求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联
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是认清国际大势，把握时代潮流，做出符合
本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抉择？答案其实很清楚。

英国政客对华

也耍起了两面派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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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摆脱贫困是
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
难题。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中
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
的人间奇迹，为全球减贫事
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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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国民众开始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塞内加尔传染病学专家穆萨·赛义迪 （前右）

在首都达喀尔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新华社记者 邢建桥摄

▼在匈牙利瓦罗什勒德，家庭医生展示中国国
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

陶马什·沃什瓦里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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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桑比克万宝莫桑农业园，农户在水稻收割现场载歌载舞庆祝丰收。万宝莫桑农业园是中国在非洲最
大规模水稻种植项目，极大地缓解了莫桑比克粮食短缺问题。 新华社记者 张 宇摄

在莫桑比克万宝莫桑农业园，农户在水稻收割现场载歌载舞庆祝丰收。万宝莫桑农业园是中国在非洲最
大规模水稻种植项目，极大地缓解了莫桑比克粮食短缺问题。 新华社记者 张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