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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呼声，于8月24
日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日方声称，排放的核污染水已经过“多核
素处理系统（ALPS）”过滤净化并进行稀释，其
所含放射性物质浓度远低于排放标准，不会对
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伤害，但公众并不相信这
套说辞，因为运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东京电力
公司（简称东电）有太多应对散漫、隐瞒欺骗
的“黑历史”，很难再取信于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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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下议院议长发言人坎披近日表示，泰国国王玛哈·
哇集拉隆功已批准任命赛塔·他威信为泰国第30任总理。

分析人士指出，赛塔下一步将着手组建新政府，新政
府将由作为下议院第二大党的为泰党主导，加上原总理巴
育政府中的主要保守派政党及其他党派组成。面对当前的
政治和经济挑战，赛塔呼吁国民团结，与新政府共同推动
国家发展前进。

总理选举一波三折

坎披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下议院秘书处已把 8 月 22
日国会上下两院联席会议选举赛塔为总理的结果上呈王
室，国王已批准赛塔的总理任命。

在 8 月 22 日召开的国会联席会议上，赛塔作为唯一获
得提名的候选人，在参加投票的728名议员中获得482票支
持，当选泰国新总理。

在5月议会选举中，远进党共拿下151席，成为下议院第
一大党。为泰党以 141 个议席位列第二。巴育领导的政府
中，自豪泰党获得71个议席，巴育所在的泰国人团结建国党
获 36 席，另一个亲军方阵营的人民国家力量党获得 40 席。
连任无望的巴育在今年7月宣布退出政坛。

选举结果确认后，远进党与为泰党等政党组成联盟支
持远进党党魁披塔为总理候选人。根据泰国宪法，总理由
国会上下两院全部750名议员选举产生，但远进党主张的激
进改革议程遭到保守派占主导的上议员反对，披塔在7月的
两次国会联席会议中均未能获得过半数支持。远进党方面7
月21日宣布将组建新政府主导权交给下院第二大党为泰党。

为泰党 8 月 21 日正式宣布与自豪泰党、泰国人团结建
国党、人民国家力量党等组成联盟，最终促成赛塔当选新
任总理。

着手组建新内阁

根据程序，赛塔获得总理任命后将着手组阁。为泰党
与盟友事先达成的协议已经对内阁席位进行了分配，但具
体人选尚未公布。

新的执政联盟包括为泰党以及作为保守派的泰国人团
结建国党、人民国家力量党等政党，而双方及各自支持者
之间的对立贯穿了过去10多年的泰国政治，因此一些泰国

媒体形容新政府为“和解政府”。
对于最终达成合作，为泰党方面的解释是，为了尽快

组建政府让国家得以运转，必须接受政治现实，为泰党愿
意为此承担代价，借此机会化解矛盾，实现不同党派的
团结。

一些观察人士担心，执政联盟各党派积怨颇深，政见
不同，组阁或政策推动可能引发矛盾。对于有关新政府是
否稳定的质疑，赛塔 8月 23日在获得任命后的记者会上回
应，外界应等到组阁完成、新政府开始履职后再作评判。
执政联盟成员、泰国人团结建国党党魁比拉攀也表示，内
阁职位分配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能够尽快让政府运作
起来。

此外，赛塔当选总理当天，长期流亡海外的泰国前总
理他信回国并因先前的定罪入狱服刑。泰国媒体 8月 23日
报道，他信因病被紧急送医。他信和为泰党方面均强调他
回国是出于家庭原因，与总理选举没有关系。

致力推动国家发展

赛塔 8 月 23 日在正式获得任命后表示，新政府将倾听
民众声音，致力于让泰国社会重新团结起来，帮助国家进
一步发展前进。

泰国银行数据显示，今年7月泰国的营商信心指数跌至
49.3，创近期新低。分析人士指出，受政局不明朗的影响，
许多投资者都保持观望。赛塔从政前是泰国一家知名地产
开发商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5月议会选举前正式进入政
坛，泰国各界普遍期待他能发挥在商界的经验推动国家发
展。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告诉新华社记者，新政府
成立对泰国经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财政预算审批将提上
日程，有利于推进重大项目。随着内阁重组，许多决定行
业政策的委员会也将敲定人选，投资和行业政策有望明
朗，投资者的目光将再次聚焦泰国。”

林楚钦说，泰国商界期待赛塔领导的政府进一步扩大
贸易，加快开拓新市场并开展自贸谈判以应对出口萎靡；
采取签证便利化等措施以促进旅游业增长；关注农业，加
快交通、水利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鼓励发展电动
车产业等新能源经济，抢占市场先机。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家宝、林昊，报道员任芊）

泰国新政府致力推动国家团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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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 影 动物体检

英国伦敦动物园近日为动物进行
年度体检，工作人员测量动物的身高
体重。测量数据将与全球动物园分
享，以便比较数千种濒危动物的数据。

上图：工作人员为一只猫鼬称重。
左图：一只苏门答腊虎接受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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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漫：酿成灾祸

2011年福岛核事故虽然由“3·11”大地震这个天灾
引发，但人祸也不可忽视。

日本地震多发，防止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等灾害是
核电站运营的基本要求。早在2002年，日本地震调查研
究推进本部就公布了一项地震预测的“长期评价”，指出
包括福岛外海在内的日本东部海域存在发生大地震并引
发大海啸的风险。日本政府曾要求东电就此进行评估，
但东电一直拖延，数年后虽然开始讨论海啸应对并得出
海啸可能高达15.7米的结论，但东电高层以“科学依据
不明”为由并不相信，继续维持较低的防海啸标准，导
致“3·11”大地震及海啸发生时措手不及。

东电对“3·11”大地震和海啸的初期应对极其混
乱。地震发生后，核电站1至3号机组日常和备用电源同
时失效，东电派出的应急供电车却因电缆太短而无法与
机组联机。1 号机组压力容器内生成大量氢气需要进行
水蒸气释放时，东电考虑自身损失犹豫不决。当日本政
府强令东电释放蒸气，东电又长时间无法打开阀门。冷

却水枯竭后需要注入海水进行冷却时，
东电再度迟疑，结果1号机组在震后25
个小时左右发生氢气爆炸。之后几天
内，3 号和 4 号机组也发生氢气爆炸。
一场原本尚有可能得到控制的核事故彻
底变成一场核灾难。

东电忽视安全风险的事例此后也不
少见。比如，2019 年 ALPS 污泥罐共 25
个排气口滤网全部破损，但东电既未调
查原因，也未制定巡检计划，仅仅是更
换滤网了事，直到两年后滤网再次大规
模损坏才引起重视。

隐瞒：已成常态

在福岛核事故处理过程中，迟报、
瞒报事件频繁发生，这似乎已成为东电的常规操作。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就
掌握到3号机组堆芯损坏率已达30%，同时1号和2号机
组堆芯损坏率均超过5%。根据当时东电内部标准已经可
以确认发生堆芯熔毁，需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但东电一
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拖到当年 5月才承认堆芯熔
毁。在后来调查中，东电一度否认公司内部有认定堆芯
熔毁的标准，最终才承认时任社长清水正孝指示不要使
用“堆芯熔毁”一词。

2011年 6月以后，东电曾长期声称没有新的核污染
水排入海洋。然而，随着2013年一系列核污染水泄漏事
件曝光，东电当年 7月终于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
入海。此事在日本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但东电并未因
此吸取教训。

2015年 2月，东电再次被曝隐瞒实情，公司在 2014
年 4月即知晓有高浓度放射性核污染水从排水沟持续排
入大海，却一直未予公布，也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东
电随后不得不派人到日本政府主管核电的经济产业省鞠
躬道歉。

事实上，在2007年新潟县中越海域地震发生后，东
电就曾迟报地震造成的柏崎刈羽核电站变压器起火与核

泄漏，在处理福岛核事故过程中的迟报、瞒报事件也不
止上面这几起，“隐瞒体质”一词已成为各界批评东电隐
瞒成性的固定用语。

欺骗：公然撒谎

尽管在核事故处理过程中，日本政府提出过处理核
污染水的五种方案，相关领域专家也提出过其他方法，
但东电和日本政府一直认为排海才是“现实选项”。为了
平息反对声音，东电不惜公然撒谎。

在日本国内，渔民是最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群
体。为对其进行安抚，东电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和
全国性渔业团体书面承诺，在没有获得包括渔业从业者
在内的相关方理解前不会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这两
份承诺书至今仍能在东电官网上找到，也得到日本政府
认可，但东电和日本政府推进排海计划的脚步从未停
止，表明所谓“承诺”不过是东电和日本政府欺骗渔民
的“障眼法”。

近年来，东电为宣传经过 ALPS 处理的所谓“处理
水”的安全性，不断组织利益攸关方、当地居民等到福
岛第一核电站进行“视察游”。这一过程中，东电人员会
利用辐射检测仪测试“处理水”样本，证明其放射性物
质达标。但《东京新闻》去年10月披露，东电使用的检
测仪灵敏度不高，该报记者用放射性铯含量达排放标准
19倍的水做实验，同类检测仪没有反应。该报评价，东
电此举被批“操弄（民众）认知”和“说谎”一点也不冤。

东电种种散漫、隐瞒、欺骗行为暴露了该公司的自
私与贪欲，将企业利益而不是环境安全和民众健康等公
共利益放在优先位置。而日本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对东
电进行姑息，甚至为其站台。这样的东电让人如何相
信，而日方宣称“安全”“透明”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又
如何让人放心？

（据新华社电）
图①、图②：8月 24日，日本民众手持“不许将污

染水排入大海”等标语在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前集会，抗
议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新华社记者 杨 光摄

起底东京电力公司力公司
处理核事故“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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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全球环境基
金第七届成员国大会在加拿
大温哥华闭幕。经185个成员
国协商，大会同意设立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以加
快对野生物种和生态系统的
保护。

全球环境基金第七届成
员国大会表示，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基金的设立将致力
于到 2030 年制止和扭转生物
多样性丧失，到 2050 年使其

“自然走上恢复之路”。大会
还批准，将 20%的新基金资
源直接分配给原住民主导的
保护生物多样性项目，1/3以
上的资源将优先用于支持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

“该基金的设立及其对土
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支持承
诺，是对他们世世代代努力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重 要 认
可。”国际土著生物多样性论
坛联合主席露西·穆伦凯表
示，只有通过集体行动并遵
循人权方针，才能携手实现
健康地球和健康人民的共同
愿景。

新基金还将吸引政府、
慈 善 机 构 和 私 营 部 门 的 资
金，旨在动员和加速对野生
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扩
大 对 可 持 续 发 展 领 域 的 投
资。当前，野生物种和生态
系统的健康正受到野火、洪
水、极端天气和包括城市扩
张在内的人类活动的威胁。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卡
洛斯·罗德里格斯认为，新基
金将“为地球及其人民的健
康扭转局面”。

去年12月，《生物多样性
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通过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
架”）。“昆蒙框架”要求全
球环境基金尽快在 2023 年设
立一个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基金，通过一个特别信托基金来支持“昆蒙框
架”的实施，直至 2030年。此次全球环境基金第
七届成员国大会期间批准设立的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即是对“昆蒙框架”的落实。

据了解，第一次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理
事会会议将于 2024 年 1 月举行，以期在 2024 年 6
月的理事会会议上批准第一个工作计划。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代理执行秘书戴维·库
珀敦促所有参与者动员资源，以便在 《生物多样
性公约》 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 （COP16） 召开之
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的
拨款。“我们欢迎捐助者进行捐款，并期待该基金
早日投入使用。这表明国际社会执行‘昆蒙框
架’的决心，也表明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对生
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推进，正在从协议走向行
动。”库珀说。

全球环境基金于 1991年开始正式运作，是世
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环境资助机构之一。本届大会8
月22日至26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来自世界各
地的约1500名代表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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