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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迷惑的闹剧

近来，美国出现了令人瞠目的现
象：非法移民沦为美国党派攻讦与政
治斗争的工具。

据美国 《商业内幕》 新闻网站报
道，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此前被运往
美国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岛的移民
群体对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提起集体诉
讼，控诉其安置移民的计划实为欺诈
行为。此前，德桑蒂斯以阻止非法移民
进入佛州为名，安排两架包机把大约50
名移民从得州南部运送至马萨诸塞州
首府波士顿附近的马撒葡萄园岛，那里
是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等民主党名流
青睐的度假胜地。

近期，多名共和党籍州长安排交
通工具，将数批移民运送至民主党人
主政的城市。从今年4月开始，得克萨
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采用“突然袭
击”方式，陆续用客车把滞留得州的
移民送往民主党人主政的华盛顿、纽
约和芝加哥市，累计超过1万人，包括
9 月 14 日运至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
华盛顿官邸外的100多人。亚利桑那州
州长道格·杜西也向华盛顿陆续运送了
将近2000名移民。

民主、共和两党还打起了“口水
仗”。共和党籍州长宣称要和民主党

“分摊”照看移民的负担。民主党人则
斥之为“卑劣的政治阴谋”。美国总统
拜登也亲自下场。据美国 《国会山
报》 等媒体报道，对于有消息称德桑
蒂斯可能要把边境移民送到拜登家乡
特拉华州一事，拜登作出回应，讽刺
德桑蒂斯应该过来参观一趟特拉华
州，因为后者有“美丽的海岸线”。

《今日美国报》 称，这一“令人迷惑的
闹剧”是拜登与德桑蒂斯就移民问题
发生冲突的最新事件，使民众再次关
注到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

目前，美国边境的移民形势愈加
严峻。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9 月 19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8月的
11个月内，超过215万名无证移民在美
国西南边境被捕。美国 《国会山》 日

报指出，美国西南边境一年内抓捕无
证移民的人数过去从未超过200万。

更糟糕的是，移民死亡人数持续
攀升。据福克斯新闻报道，2022 财年

（始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 至今，已有
782名移民在跨越美墨边境时丧生，再
创历史新高。6月27日，美国执法人员
在得克萨斯州一辆大货车车厢里发现
53 具移民遗体，这是美国近年来最严
重的移民死亡事件。今年早些时候，国
际移民组织将美墨边境列为世界上最
致命的陆地移民路线。曾行走亚利桑那
州边境线的美国《洛杉矶时报》专栏作
家简·格雷罗说，“美国的边境已经成为
一个巨大坟墓”。

被用作“关键武器”

“可能再没有比移民问题更深入人
心的‘红蓝分歧’了。共和党人相
信，移民问题将成为他们在中期选举
中从民主党手中夺回国会主导权的关
键武器。”美国 《华盛顿时报》 近日发
表评论称。

“移民在美国社会中本就是具有争
议性的话题。近年来，移民问题愈发
政治化，并成为两党围绕选举的焦点
议题之一，对移民问题的立场很大程
度上以党派划线。移民群体特别是拉
美裔移民是民主党的重要基本盘，而
对移民总体持消极态度的中下层白人
群体则是共和党的基本盘。在中期选
举年，两党为了选票都不遗余力动员
自身票仓，移民问题自然成为两党用
以相互攻讦的关键议题工具。”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龚
婷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特朗普政府
大幅收紧移民政策的做法，曾遭美国
国内特别是民主党的猛烈批评攻击。
拜登在竞选时曾围绕移民问题大做文
章，试图借移民问题抬升民主党形象
和支持率，吸引选民特别是拉美裔群
体。拜登上台后也试图改革移民政
策。然而，迄今，拜登政府应对移民
危机的效果乏善可陈，而且迟迟不能
决定是否取消特朗普颁布的移民驱逐
令。今年以来，美国被逮捕的非法移

民数量创新高，移民问题引发的侵犯人
权、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不断凸显。”

难民大量涌入，使佛罗里达州、
得克萨斯州等地承受巨大压力。美媒
称，这些共和党人主政的州将矛头对
准了拜登政府，认为是拜登政府的移
民政策导致移民人数增加。英国 《金
融时报》 称，民主党人在移民问题上
不具优势是不争的事实，共和党人选
择此时大肆渲染移民问题，甚至打破
哈里斯欲粉饰太平的努力，其底层逻
辑是政治游戏。德桑蒂斯将移民问题
推至政治议程前列的举动，帮助共和
党人重新团结起来。9月16日，锡耶纳
学院和 《纽约时报》 共同开展的一项
民意调查显示，51%的受访登记选民同
意共和党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看法，
只有37%的受访登记选民在这一问题上
支持民主党。

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两党
围绕移民问题的“交战”呈现白热化
趋势。德桑蒂斯寻求在 11 月选举中获
得连任，阿伯特也在寻求他的第三个
州长任期。英国 《金融时报》 称，共
和党人试图通过移民噱头提升自己的
中期选举人气。在最高法院推翻国家
堕胎保护法案、特朗普涉嫌海湖庄园
信息泄密后，共和党需要找回对民主
党的优势。“双方都在玩刺激阵营选民
的游戏，而移民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
都更能激励共和党人”。

被迫付出沉重代价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称，纽
约市的避难所目前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市长亚当斯说，该市已经开放了23个紧
急避难所，甚至正在考虑使用邮轮作为
住所。之前有数十个移民家庭，在乘坐
巴士和飞机抵达加州的萨克拉门托后，
最终被安排睡在一个公园里。

路透社发布独家报道称，7名美国
官员和3名墨西哥官员透露，随着美国
南部越境者飙升至历史高位，拜登政
府正在偷偷向墨西哥施压，要求该国
接受来自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
的移民，以缓解美国的压力。

如今，移民还在持续不断地涌向
美国边境。他们怀揣“美国梦”而
来，然而，等待他们的或许只有代价
沉重的“梦碎”。

“这跟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正在经
历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总体看，美
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愈发消极，保
护主义、民粹主义、本土主义等思潮
进一步抬头，美国社会对移民的态度
更趋分裂。保守选民对移民的态度更
加负面，认为移民抢占了本属于他们
的工作机会，分走了其社会福利‘蛋
糕’。种族群体间的经济社会对立愈演
愈烈，白人至上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
之间的撕扯和辩论也愈发激烈。”龚婷
分析称，“下令把移民从边境拉到华盛
顿特区等地，大搞‘移民示威’，基本是
南部边境州的共和党州长等州一级官
员。临近中期选举全国投票日，共和
党试图在移民这一民主党应对不佳的
问题上制造更多混乱，以打击民主党
选情。这既凸显了美国日益严重的两
党党争和政治极化痼疾，也体现出联
邦与地方分权的内在矛盾。这是美国
难以有效解决移民危机的制度根源。”

正 如 《华 盛 顿 邮 报》 一 篇 题 为
《“美国优先”遮蔽“美国梦”》 的文章指
出的，人们通常用“美国梦”“大熔炉”
等词语形容美国的特性和包容性。然
而，“美国优先”才是与有关包容性和
移民的讨论最密切相关的词语，而且
时间也更加久远。而“美国优先”在
部分人心中，可以用来表达右翼民族
主义或者更为直接的白人民族主义。

无 论 从 制 度 上 看 还 是 从 观 念 上
看，美国的移民问题暂时无解。龚婷
说：“近年来，尤其是本次中期选举过
程中，‘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国内和共
和党党内表现出突出的影响力。这说
明，美国国内保守化思潮特别是保护
主义、本土主义等可能进一步加剧。
因此，美国社会中反移民的情绪可能
继续发酵，两党间、联邦地方间、各
州间、选民群体间围绕移民问题的争
论会更加激烈。”

上图：9月16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圣
安东尼奥，移民在移民避难所外休息。

新华社/路透

非法移民成美国党争牺牲品
本报记者 张 红

近期，美墨边境非法移民危
机加重，不断出现移民受伤、死亡
惨剧。同时，非法移民问题沦为美
国党派攻讦与政治斗争的工具。部
分共和党籍州长陆续使用大客车和
飞机运输的方式，将州内的非法移
民和难民转移到民主党主政的地
区。美国这个素以“美国梦”“大熔
炉”自豪的国家到底怎么了？

环 球 热 点

第十八届非洲国家环境部长会议近日在塞内加尔首
都达喀尔举行。来自非洲 50多个国家的环境官员在会上
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环境污染
的决议，为非洲国家未来的环保工作制定了新的路线
图。本届会议主席、塞内加尔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
阿卜杜·萨利姆·萨勒呼吁非洲国家进一步加强环保合
作，合力应对挑战。

非盟 《2063 年议程》 明确提出，提升应对气候变
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非洲地区发展的重要目
标。非洲国家确定了每年的 4 月 10 日为非洲环境保护
日，呼吁地区国家对荒漠化、水污染等环境问题予以高
度重视。近期，2022 年非洲气候周活动在加蓬首都利伯
维尔举行。加蓬总统阿里·邦戈表示，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27） 举办前
夕，非洲国家领导人和环境官员齐聚加蓬，显示出非洲
国家保护环境、共创美好未来的决心。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近日表示，
非洲处于全球气候危机的最前沿，但也具有巨大的行动
潜力。当前，非洲许多国家正积极作为，持续出台政策
措施，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和温室气体减排，努力促进可

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目
前，非洲开发银行设有5亿美元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小型
可再生能源项目。该银行还计划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投资
200亿美元，建设一个覆盖11国的太阳能发电区。在防治
荒漠化方面，非盟主导推出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
建设目标是沿撒哈拉沙漠南缘建成约 8000公里长的生态
防护林带，治理1亿公顷荒漠化土地，从而使干旱地区的
林地、牧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得到可持续管理或使用。如
今，“非洲绿色长城”计划不仅已恢复数百万公顷土地，
还给非洲多国创造了数千个就业岗位。在应对水资源污
染方面，去年 11 月，非洲开发银行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1—2025 年水资源发展战略，旨在保护非洲水资源安
全，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绿色、包容性增长。

越来越多的非洲民众也自觉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当
中，环保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去年3月，非洲环保人士响
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关“清洁海洋”的倡议，驾驶由
废旧塑料制成的单桅帆船开启了环湖旅行，在途经坦桑
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等地的沿岸社区时，向当地民众
宣传塑料污染对维多利亚湖沿岸地区造成的破坏，帮助
更多民众认识到加强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

非洲国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本报记者 王传宝

9 月 20 日—23 日，德国柏林轨道交通展举行。
这是该展会自2018年以来时隔4年再次举办。柏林
轨道交通展每两年举办一次，是该行业全球规模领

先的展会。2020年该展会因新冠肺炎疫情取消。图
为人们在参观。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摄

近日，禁止化学武器
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
代 表 团 通 过 视 频 形 式 访
华，就日本在华遗弃化学
武器问题同中日双方交换
了看法。代表团听取了日
遗化武总体情况和销毁进
展，并在线参观了迄今发
现的日遗化武最大埋藏点
——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
岭。代表团认为，应高度
重视日遗化武问题，尽早
完成彻底销毁，消除对中
国的危害，为建设无化武
世界作出切实努力。

日遗化武是重大历史
遗留问题。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期间，公然违反国际法，
对中国军民使用了大量化
学 武 器 ， 其 中 有 确 切 时
间、地点及造成伤害情况
记录的超过千例，使用地
点遍及中国十多个省区。
日本战败后，为掩盖其使
用化学武器的罪行，将未
使用、来不及带走的化学
武器秘密掩埋或丢弃，地
点包括居民区。其中，中
国东北三省是日遗化武的
重灾区。由于日方未向中
方提供有关日遗化武埋藏
和丢弃的具体地点及数量
的资料，加之日遗化武埋
藏几十年后锈蚀严重，进
行处理和销毁难度更大、
更 危 险 ， 因 此 ， 时 至 今
日，日遗化武仍严重威胁
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
中国环境安全。

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之一，化学武器与核武
器、生物武器一样，一直
被国际社会所禁止，彻底
销毁化武受到高度关注。
日方在这个问题上对中方
和 国 际 社 会 都 有 明 确 承
诺。1992 年，第 47 届联合
国 大 会 一 致 审 议 通 过 了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
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
此种武器的公约》（下称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于
1997 年正式生效，规定了
日本作为遗弃国要负责销
毁 遗 弃 化 武 的 国 际 法 义
务。1999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
的备忘录》，成为中日双边解决日遗化武问题的最直接
法理依据。

根据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规定，日本有义务在
2007年4月前彻底销毁所有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但是，
由于日方的政治意愿和投入力度均不足，日遗化武销
毁进程多年来严重滞后，销毁计划已多次逾期，引发
中方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日本政客还持续在历史问
题上“开倒车”，一再挑战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战
后，日本一直没有受到严肃彻底的司法追责，甲级战
犯进入靖国神社，屡受日本政客供奉参拜；在解决强
征“慰安妇”、赔偿二战劳工等历史遗留问题上，日方
一直缺乏诚意；日本部分政客还一再否认、歪曲甚至
美化侵略历史，企图淡化和逃避罪责……种种行径暴
露出危险的军国主义倾向，令国际社会对日本彻底销
毁化武的诚意、行动和前景更加担忧。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也是 《禁止化学
武器公约》 生效25周年。对于曾经给亚洲邻国造成的
巨大伤害，日本不能否认；对于自己许下的销毁化武
承诺，日本不能推诿。日方必须认真对待中方关切和
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拿出切实行动，尽早干净彻底
消除在华遗弃化武，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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