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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尽管才5月，俄罗斯西北
部北极圈附近气温已接近约32摄氏度。在莫斯科，气温已连续
多日打破纪录。加拿大中部也异常温暖，森林野火肆虐，消融
的冰面腾起浓烟。北半球高纬度地区惊人的高温，透露出全球
气候面临的危机。

气温升高常态化

历史性高温席卷北半球，气候变暖问题又一次引发人们关注。
据《今日美国》报道，一项研究显示，由于气候变化，现在地球上大
部分冰川融化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冰川学家罗曼·胡
贡奈特称，阿拉斯加是“地球上冰川融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者朗尼·汤普森表示，喜马拉雅山的形势
尤其令人担忧。“在旱季，冰川融水是主要水道的重要水源。如
果喜马拉雅山冰川不断收缩，印度和孟加拉等人口大国可能在
几十年内面临水资源或粮食短缺。”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2019 年的一项报告
称，工业化时代开启以来，海平面已经上升了0.3米，这一进程
还在加快。到 2100 年，海平面可能进一步上升 0.3 米至 1.1 米，
具体结果取决于地球变暖的程度。

“全球气温升高已经呈现常态化发展。”外交学院国际关
系研究所讲师王思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其影响非常广
泛，包括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丧失、极端天气频发、粮食
减产等，地球变暖加剧对生态系统的负面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人类是关键因素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称，在地球气温因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
变化而上升之际，气候学家预测高温天气将越来越频繁，本月在
高纬度地区观测到的高温符合这一预测。

驻伦敦的气象学家斯科特·邓肯在推特上表示，随着地球变
暖，北极地区，尤其是俄罗斯一侧，正在经历越来越猛烈的热
浪。他强调：“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是此中的关键因素。”

王思丹指出，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工业革命以来，
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英国

《新科学家》杂志近日刊文指出，每当全球经济步履蹒跚，碳排放
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少；一旦经济企稳回升，碳排放又会恢复增
长。目前，全世界已比工业化前升温1摄氏度，而且即将在2026年
至2042年之间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理想目标——将升温幅度控
制在1.5摄氏度。

据英国 《卫报》 网站报道，全球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的衰退中复苏，刺激了化石燃料的使用，预计今年二氧化碳排
放年增速将达到有史以来第二高的水平。国际能源署警告说，
这一增速仅次于10年前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反弹。如果各国政
府不迅速采取行动，全球减排目标将难以实现。

各方需守望相助

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批准了2015年围绕气候变化达成的巴
黎协定。2021年11月将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以及大会召开前的谈判，都希望达成可信方案，在本
世纪中期之前实现净零排放。

近年来，不少国家提出了各自减少碳排放的目标和举措。去
年，中国向世界宣示了两个国家目标——“2030 年前实现碳达
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此外，据美联社报道，欧盟计划将2050
年碳中和目标写入法律文件。

“各国政府已经提出了相关目标，最重要的是落实。国际承
诺必须要转化到国内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巴黎协定所设定的目
标。”王思丹指出，同时，推进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非常重要。
发达国家应该继续履行承诺，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
技术支持，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重要动力。

一段时间以来，自诩为“自由灯塔”
和“人权卫士”的美国，不断给中国泼脏
水、“扣帽子”，编织有关新疆“强迫劳动”
的谎话，拼命拉拢西方国家对华施压。然
而，可笑的是，美国不但迟迟拿不出指控
中国“强迫劳动”的确凿证据，反倒是自
己侵犯劳工权利、实施强迫劳动的恶劣
行径再次被媒体揭露。

近日，有媒体披露，数百名来自印
度的工人被招募到美国新泽西州修建一
座大型印度教寺庙。这些印度工人每周
被迫工作超过 87 小时，每小时收入仅
1.2 美元，远低于美国联邦和相关州法
律规定的最低薪资。

其实，这类事件在美国见怪不怪，因
为类似侵犯劳工权利的案例层出不穷。

据美媒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
暴发初期，美国部分企业主罔顾员工生
命和健康安全，要求其不得佩戴个人防
护设备，以免“吓到顾客”并造成恐
慌。一些零售业雇员，因为呼吁关闭商
店以免员工感染病毒，或遭到公司开除
或被迫离职。此外，美国政府抗疫不力
导致肉类加工厂等聚集型工作场所的员

工更易感染新冠病毒。仅2020年3月至
9 月，全美至少 494 家肉类包装和食品
加工厂由于作业距离近、缺乏防护措施
等原因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这些仅仅是美国侵犯劳工权利问题
的冰山一角。据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报
告，美国存在系统性侵犯劳工权利问
题，在主要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差。国际
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作为世
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迄今只批准14项国
际劳工公约和劳工组织 8个核心公约中
的 2个，是批准公约数量较少的成员国
之一。

使用童工、就业歧视、“血汗工
厂”压榨劳工……通过美媒的新闻报
道，我们不难看到，侵犯劳工权利的种
种现象在美国多地频繁发生，绝非个案
孤例。若是稍微了解一点美国历史，就
会知道，“奴隶制”这一强迫劳动、侵犯人
权的罪恶制度正是美国一道极其丑陋、
无法愈合的伤疤。时至今日，其遗毒依旧
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只不过受害者从
曾经的黑奴变为今天的外来移民。

且看一串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过

去5年，美国所有50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均报告了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案；仅
201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人口贩运
案件 1883 宗，比 2018 年多出 500 多宗；
每年从境外贩卖至全美从事强迫劳动的
人口多达10万，其中一半被贩运到“血
汗工厂”或遭受家庭奴役……毫不夸张
地说，美国强迫劳动的现象无处不在。
冰冷的数字，揭露出“人权卫士”的伪
善面孔和“自由灯塔”的摇摇欲坠，其
背后是美国长期以来蔑视人权、大搞双
重标准的虚伪和残酷。

由此可见，美国费尽心思安在中国
头上的“强迫劳动”罪名，恰恰最适合
自己。可叹的是，对自己劣迹斑斑的黑
历史和一地鸡毛的窘况，美国政客、媒
体不但“伤疤未好忘了疼”，而且以己
度人，一次又一次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
妄加指责、横加干涉。真不知道美国哪
来的底气和自信？说到这，忍不住想奉
劝美国，有闲工夫编谎言、“扣帽子”，倒
不如先照照镜子、好好反思，想想该怎么
保障本国工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履行国
际劳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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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全球合作抗疫”

《罗马宣言》是全球健康峰会的一项重
要成果。据埃菲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
德莱恩表示，《罗马宣言》代表着“一个历史
性时刻”，因为这一捍卫多边主义的承诺出
自G20所有成员国。

全球健康峰会是 G20 自去年举办应对
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和利雅得峰会后，又一
次引领全球抗疫合作的大会。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晖对本报
表示，这说明 G20 在全球抗疫合作和公共
卫生治理方面，依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机制
性作用。

“《罗马宣言》一共包含了 16 点主要内
容，立场较公正，针对性很强，梳理了全球抗
疫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东南大学文化传媒
与国际战略研究院联席院长周锡生对本报
表示，这不仅全面反映了当前世界各国迫切
要求合作抗疫的现实需求，也将对未来全球
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完善产生深远影响。

新冠疫苗无疑是此次峰会的重头戏。
《罗马宣言》指出，认识到将新冠疫苗作为
公共产品进行广泛接种的作用，我们重申
支持该领域所有合作，特别是“全球合作

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控新
工具”倡议（ACT-A）。

参会各方中，有能力生产和分配疫苗的
国家、国际组织和制药公司纷纷拿出实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议筹资500亿美
元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新冠疫苗接种和普及；
欧盟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前向较贫穷国家捐
赠至少1亿剂疫苗，还将投资10亿欧元在非
洲建立疫苗制造中心；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莫德纳公司和强生公司表示，将于今明两年
以成本价或折扣价向较贫困国家提供大约
35亿剂新冠疫苗……

此次峰会上，中国宣布继续支持全球
团结抗疫的5大举措，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
注。意大利安莎社报道称，中国将在未来3
年内再提供 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
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新
加坡 《联合早报》 关注到，中国已向全球
供应 3亿剂疫苗，并将尽己所能对外提供更
多疫苗。半岛电视台称，中国倡议设立疫苗
合作国际论坛，探讨如何推进全球疫苗公平
合理分配。塔斯社则重点关注，中国宣布支
持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

“这是中国在疫情席卷全球以来，推动
全球抗疫合作一系列政策主张的一种延
续。”苏晓晖认为，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健康
峰会中的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发展中国
家。这说明，中国希望国际社会更多地关
注发展中国家。

“呼声和动能更强烈”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肆虐，“疫苗鸿沟”
成为发展中国家抗疫之痛，抗疫政治化的
幽灵严重破坏全球合作抗疫大局。有媒体总
结此次峰会的意义在于“聚焦如何克服眼下
的危机，并防止未来再发生类似的灾难”。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报道称，自从去年
年底开始接种首批新冠疫苗以来，在无数会
议和论坛上都能听到一个理念：在地球最后
一个角落的最后一名公民接种疫苗之前，
任何人都不会是安全的。言语与事实之间
的差距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西方
的疫苗接种快速推进。最新数据显示，美
国已有近 40%的国民完成接种，英国的比
例为 30%，欧盟为 14%，而非洲仅有 2%的
民众接种了疫苗的第一针。

沙特“阿拉伯新闻”称，尽管一些国
家的人似乎认为疫情已经结束，但事实上病
毒还在蔓延，正如印度疫情失控的悲剧所凸
显的那样。而且自去年疫情大流行以来，多
国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以视频方式
进行的峰会上说：“新冠疫苗的快速研发是

科学的胜利，但是疫苗的不公平分发却是
人类的失败。”

“此次峰会召开恰逢其时，具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苏晓晖分析，当前，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些
国家和地区疫情出现了严重反弹。这是人类
抗疫过程中遭遇到的新一轮挫折，不光有病
毒变异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还有人为的
抗疫措施不力。天灾和人祸叠加是近期全球
抗疫面临的新一轮挑战。因此，全球抗疫需
要加大力度，推出更多合作抗疫的新举措。

周锡生表示，此次全球健康峰会是一
个准备性的会议，召开于第七十四届世界卫
生大会和G20领导人峰会之前，力度比去年
的峰会更大。原因是，今年以来，新冠疫苗为
全球抗疫注入了更强大信心。当前，国际社
会要求合作抗疫的呼声和动能都更加强烈。

“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

“在所有国家都能控制住疫情之前，疫
情不会结束。因此，大规模、全球性、安
全、有效和公平的疫苗接种加以其他适当的公
共卫生措施，以及恢复强劲、可持续、平衡和
包容增长仍是首要任务。”《罗马宣言》开宗
明义，为未来一段时间全球抗疫指明方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不要过早
地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已被打败。他在峰会上
说：“现在南半球即将进入冬季，我担心最糟
糕的情况还没有到来。”他呼吁国际社会更
公平地分配病毒检测和疫苗接种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强调，所有必要的资金尽早落实到位是关
键。摆脱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
机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行动。

“全球抗疫的效果很像木桶效应：抗疫
成果不是由最好的那些国家决定的，而是
取决于抗疫的短板。短板会拖累全球抗疫
的进程。”苏晓晖分析，此次峰会对疫苗民
族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并试图
寻找解决方案。下一阶段疫苗的公平分
配、发展中国家的疫苗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是努力的重点，也是抗疫的重要支撑。

周锡生表示，世界各国特别是 G20 国
家，一是要真正高度重视全球团结抗疫，反
对将疫情政治化，增强全球合作抗疫势能；
二是在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配方面，通过扎
实推进新举措，切实解决疫苗分配不平等问
题；三是要加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
家的支持和援助，加强债务减免力度，使他
们尽快摆脱疫情困境并走上经济社会的复
苏道路；四是尽快拿出新冠疫苗专利豁免的
全球方案，扩大全球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
疫苗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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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达邮轮公司的“爱达南
阳”号邮轮当日载着乘客从德
国基尔港启程。这是德国的邮
轮因疫情停航以来首次复航。
图为 5 月 21 日在德国基尔港拍
摄的准备启程的“爱达南阳”
号邮轮。 新华社/法新

复 航

当地时间5月21日，由二
十国集团（G20）主席国意大利
和欧盟委员会联合倡议举办的
全球健康峰会在意大利罗马举
行。多国领导人、国际和地区组
织负责人或代表以视频方式参
会，呼吁加强抗疫多边合作、采
取共同行动防范全球性健康危
机。此次峰会发表了《全球健康
峰会罗马宣言》（以下简称《罗
马宣言》），就推动全球团结抗
疫、助力世界经济恢复达成重
要共识并提出务实举措。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
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健
康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推
进全球抗疫合作提出五点意
见，宣布支持全球抗疫合作五
大举措，为全球尽早战胜疫
情、实现经济复苏指明前进方
向，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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