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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凸显

据法媒报道，原定于 10 月 26 日在
法国举行的法德部长级会议将推迟到
2023年1月举行。对此，德国政府发言
人解释称，部分部长因需要履行“其
他义务”导致议程冲突而无法参加本
次部长级会议。但舆论普遍认为，导
致会议延期的真正原因，是近期法德
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

法国总统府官员表示，马克龙和
德国朔尔茨政府的沟通中，“仍在诸多
问题上存在争执”，其中能源和国防是
目前最需要取得进展的领域。

在10月20日至21日举行的欧盟峰
会上，欧盟各国虽然在降低天然气价
格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但实施天然气
限价这一核心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在
能源涨价带来的重压之下，支持限价
的法、意等国同反对限价的德、荷等
国之间的分歧愈发难以化解。

马克龙表示，自己参加欧盟峰会
有两个目标，一是降低天然气价格，
二是维护欧盟的绝对团结，确保德国
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他指责称，“德国
孤立自己，对自己和欧洲都没有好处。”
德国总理朔尔茨则表示：“显而易见，德
国的行动（同欧洲）是团结一致的。”

10 月 25 日，欧盟成员国能源部长
会议在卢森堡举行，各方仍然未能在
天然气限价问题上达成共识。欧洲理
事会主席米歇尔坦言，“分歧已经是欧
洲承受不起的奢侈品”。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跟随美
国对俄实施严厉制裁。近几个月，欧
洲能源供应面临严重短缺，能源价格
飙至历史高位。在此背景下，法德两
国在能源政策上的分歧日渐凸显。

近日，朔尔茨政府宣布了一项旨
在保护德国企业和消费者免受能源价
格上涨影响的 2000 亿欧元支持计划。
但法国对德国政府未经欧盟层面沟通
的单方面做法表示愤怒。马克龙警告
称，该计划无助于改善欧洲通胀，有
可能导致欧盟的“扭曲”。德国 《世界
报》评论称，法德之间“争端升级”。

缺乏协调

“法德分歧的核心正是欧洲目前面
临的最严重问题，即如何解决能源供
应问题。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南部国
家主张对天然气价格设置上限，以市
场管制的方式来降低能源价格，进而
缓和由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高通胀问
题。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北部国家则
认为，欧盟是国际能源市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价格管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能源供应问题，反而可能导致供应商
将天然气销往其他地区，并会削弱欧
盟民众节约天然气的动力，最终只会
使欧洲能源供应危机进一步加剧。”中
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
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赵柯指出，法德围绕天然气问题的
争执，实际是欧盟内部长期存在的经济
治理理念“南北之争”的一个典型体现
——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南部国家，希
望政府力量更多介入市场之中；以德国
为代表的欧洲北部国家，则主张尊重市
场自身调节力量，反对过多行政干预。

此外，俄乌冲突以来，法德两国
在防务问题上也龃龉不断。今年 2 月
初，德国国防部曾透露想要购买美国
F—35战机，来替换老旧的“狂风”战
机。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政府更加
坚定了这一想法。而这与马克龙一直

力推的欧洲防务自主背道而驰。
2021年6月，欧盟正式启动欧洲防

务基金，旨在提升欧盟军工业的竞争
力和创新能力。今年7月下旬，欧洲防
务基金公布首批 61 个投资项目，总金
额达 12 亿欧元，其中 70%用于提高作
战能力，30%用于相关研究。

“马克龙多次呼吁支持欧洲军工业
发展，欧盟各成员国在采购武器装备
时应优先选择‘欧洲制造’，以此减少
对美国的依赖。然而，6月德国联邦议
院批准国防军特别基金，追加 1000 亿
欧元军费，其中包括用来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的一大部分资金。”中国社
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经济研究室
主任孙彦红向本报分析称，当前法德
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欧洲一体化
本身存在软肋。尤其过去多年，欧盟
推动能源、防务等领域的一体化进程
缓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盟进一
步暴露出在能源、防务等领域缺乏有
约束力的协调机制。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危机，各成员国首先从各自利益
和政策传统出发，各行其是，导致集
体行动陷入困境。

有意缓和

“自英国‘脱欧’之后，法德轴心
一直是推动欧洲一体化前行的发动
机。当前，法德在应对能源危机和防
务困境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不利于欧
盟团结一致渡过难关。但应该看到，
法德在提及两国部长级会议推迟时，
都未过多强调分歧，这说明双方仍然
有意共同推动危机解决。”孙彦红说。

马克龙日前表示，他正努力修复
法国与德国的紧张关系，维护支撑欧
盟统一的法德联盟。在10月20日至21

日举行的欧盟峰会间隙，法国还同意
了从西班牙、葡萄牙经法国到德国等
欧洲其他国家的天然气管道修建计
划。此前，法国反对重启这一修建计
划，引发德国不满。对于法国的态度
转变，法新社称，这可能是紧张气氛
正在缓和的一个迹象。

反对欧盟设定天然气价格上限的
德国也有所“松口”。朔尔茨在欧盟峰
会表态称，天然气、石油、煤炭的价
格和电价都必须降低，“这需要我们全
体欧洲人共同努力”。

“目前，法德围绕天然气限价的矛
盾的确非常尖锐。但若将视线拉长，
可以发现，自 2020 年以来，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给欧洲政治、经济、社会、
安全等各领域造成的严重冲击，法德
轴心运转相比过去更加顺畅，对欧洲
一体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前欧盟设立并启动 7500 亿欧元的

‘复苏基金’，就离不开法德的协调合
作。”赵柯指出，在俄乌冲突这一剧烈
的外部冲击之下，法德短期内分歧凸
显。但从长期来看，法德轴心还是在
疫情后出现了重启迹象，两国在财
政、外交、安全等欧洲一体化进程的
核心问题上仍将保持合作态势。

孙彦红也认为，从欧洲一体化的历
史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法国还是德国，
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都依托
于欧盟，双方对各自担负的责任存在
共识，因此应该会努力弥合分歧，维
护欧盟内部团结稳定。“俄乌冲突引发
的能源危机以及欧洲防务形势变化，是
法德此前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当前处于
相对被动的局面。未来，欧盟要想继续
维系自身的国际地位，就需要法德等成
员国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内进一步协
调各自能源政策及防务发展。”

自诩“人权灯塔”的美国，最近又曝出人
权丑闻。日前，美国一工会投资集团 SOC揭露
了美国亚拉巴马州两家工厂雇佣童工事件。据
外媒调查，其中一家金属冲压工厂雇佣童工多
达50人，年龄最小的是一名只有12岁的女孩。

美国非法雇佣童工的“前科”不少，农
业、烟草行业历来是童工问题的重灾区。据美
国非营利组织统计，全美预计有50万—80万名
未成年人在农场工作。据 《华盛顿邮报》 报
道，2003 年到 2016 年间，美国有 452 名儿童因
工伤死亡，其中 237 名童工死于农业事故。同
时，美国多州烟草农场存在大量雇佣儿童从事
收割和晾晒烟叶等情况，很多儿童出现尼古丁
中毒现象，甚至被发现肺部感染。

有非营利组织指出，在美国，很多非法受
雇的童工从 8 岁就开始工作，每周工作时长达
72 小时。许多人长期接触农药等危险化学品，
患癌概率因此提高。此外，他们还要在缺乏规
范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操作危险工具或重型器
械，面临较大工伤风险。其身心健康遭受极大
摧残，更遑论接受适龄教育。

这些沦为非法劳工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
是外来移民，暴露出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问
题。此次曝光的金属冲压工厂童工事件中，有多
名孩子是危地马拉裔。在美国的许多农场，不少
童工来自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更有甚者，许多少
数族裔童工来自人口买卖。据美国国务院统计，
每年从境外贩卖至美国的人口多达10万，其中约
50%为未成年儿童。许多人被贩运到“血汗工厂”
或受家庭奴役，成为“现代奴隶”。他们不仅面临
非法合同、低收入、长工时、不安全工作环境等问
题，还承受着歧视、性侵，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保护儿童合法权益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共
识。然而，就是美国这样一个现代国家，成了
儿童人权的“黑洞”。美国现行《公平劳动标准
法》 禁止 14岁以下的人在多数行业工作，但该
规定不适用于农业劳动。近两年，美国多个州
还批准了新法案，延长未成年人工作时间，以
缓解疫情引发的“用工荒”。去年10月，美国威
斯康星州通过一项法案，允许14岁至15岁的人
群工作时间延长至夜间 23 点。今年 7 月，美国
新泽西州签署法案，允许16岁至17岁人群一周
工作50个小时、14岁至15岁人群一周工作40小
时。当月，美国密歇根州也推出新法案，允许
年仅16岁的未成年人在卖酒场所或企业工作。

在国际上，美国在儿童权益和劳工保护问题上也是公认的
“差等生”。迄今，美国仍拒绝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书。在国际劳工组织10个核
心国际劳工公约中，美国仅批准2个，是批准公约数量最少的成员
国之一。去年6月举行的第109届国际劳工大会上，美国由于雇佣
童工问题遭到与会各方广泛批评。

口口声声指责他国存在“强迫劳动”，自己却堂而皇之搞雇佣
童工、种族主义、人口贩运那一套，逃避相关国际公约，这就是
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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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级会议被推迟 天然气限价没谈拢

法德闹别扭 分歧待弥合
本报记者 严 瑜

观 象 台

在近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法德
两国围绕天然气限价产生的分歧进一
步凸显。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
德国在“孤立自己”。德方则回应
称，德国的行动同欧洲“团结一致”。

当前，天然气限价已不是法德之
间唯一的分歧。随着原定于10月举行
的法德部长级会议推迟到明年1月，
分析认为，两国在能源、防务等诸多领
域存在争执是延期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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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从再现历史文脉与传承生态文化入
手，实现 LOGO 全新升级，优化标准字体，放大
景区地标图案，增加品牌识别度，完善各种引导
图案，向游客传递视觉信息。把文创开发作为
景区提升工作的有力抓手，依据通州八景、军粮
经纪密符扇、燃灯塔、《潞河督运图》、动植物系
列等核心元素，孵化整合 60 余套特色文创衍生
品，精心设计绘制景区 VI文化基因图谱1000余
个，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丰富多样的游园体验，
擦亮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底色。

通州，京畿首驿，古今共融；城市副中
心，一核两翼，北京新城。北京（通州）大运
河文化旅游景区，历史与现代交汇，文化与
生态相融，流淌出千年的历史文化根脉。

强化景区功能 构建沉浸式体验场景

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包括 4 个区
域，分别是大运河森林公园、运河公园、西海子公园
葫芦湖景点片区、燃灯塔和周边古建筑群。根据旅
游空间划分、旅游资源要素和统一管理运营的需
求，将景区划分为北区、中区和南区三部分。北区
以燃灯塔和周边古建筑群、葫芦湖、大光楼为核心，
成为大运河历史文化重要承载地。中区打造当代
运河文化与古朴运河底蕴交融区，是古今余韵衔接
地带。南区为森林生态体验区，自然环境优美、生
物种类繁多。

推动科技赋能 打造现代化高标准景区

充分发挥通州区在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的优势，加强新技术、新手段在北京（通州）大运
河文化旅游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中的应
用。2022年，实现景区内5G信号覆盖，充分利用5G
技术搭建景区内视频监控系统及管理平台，满足人脸
识别、流量监控、危险预警、文物保护等需求。景区积
极开展智慧化创建工作，梳理大运河沿线的文物古
迹、民俗风情和生态环境等文化脉络，借用科技手段
转化为数字遗产，建设游客服务中心数字化展厅，
实现一部手机“游”运河。千年大运河化身为智慧
运河，科技与生态发展共融成为智慧景区新亮点。

孵化运河IP 擦亮副中心文化底色孵化运河IP 擦亮副中心文化底色

2020年，北京市通过举办“北京（国际）运河
文化节”，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沿线的遗址保
护工作，聚合大运河北京段沿岸文旅资源。经
过连续3年的培育，运河文化节已成为讲好大运
河故事的优良窗口，推动形成社会各界共同参
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良好风尚，助推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高质量实施。

通州区举办文旅融合新品牌“遇见·运河”城市
探访系列活动，通过多业态融合共振、多平台一体化
联动，引导公众以多种方式遇见运河、探访通州。

通州区举办文旅融合新品牌“遇见·运河”城市
探访系列活动，通过多业态融合共振、多平台一体化
联动，引导公众以多种方式遇见运河、探访通州。

“国潮—2022运河文化时尚大赏”通过聚焦传统
服饰文化传承创新，将国风之美与潮流时尚有机结
合，展现北京城市副中心古今同辉的文化品格，让更
多年轻受众感知运河之韵、运河之美、运河之变，让
千年文脉在赓续中焕发生机。

2022 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赛艇大师赛与首届北京
桨板公开赛充分发挥大运河北京段水域优势，通过开展
全民健身，助力体育强国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加快户
外潮流运动和“运河+体育”旅游产业发展。

未来，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将深入挖掘
大运河文化带的丰富内涵，进一步擦亮大运河这个备受
世界关注的文化名片，为北京打造世界城市、京津冀协
同发展搭建深度交融的桥梁，为副中心发展注入独具魅
力的文化内涵。

推动同频共振 多点发力提升景区美誉度推动同频共振 多点发力提升景区美誉度

20222022北京北京（（国际国际））运河文化节运河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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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北京桨板公开赛首届北京桨板公开赛

国潮国潮——20222022运河文化时尚大赏运河文化时尚大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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