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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岛国为何怒怼澳大利亚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１６日发表新闻公报说，
应设立必要机制， 保证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 （巴解组织） 中央委员
会日前作出的决议得以执行。 而
美方当日则宣布冻结通过联合国
机构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的６５００
万美元援助资金。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总统特
朗普去年底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首都后， 巴以关系和巴美
关系均降至冰点， 巴解组织中央
委员会的决议以及美方的最新做
法让国际社会更加担忧巴以和平
的未来。

巴方底线被踩踏
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自１４日

起召开为期两天的紧急会议， 就
对以政策及巴以和平作出战略性
决定。

会议１５日结束后， 巴解组织
中央委员会宣布决议， 该委员会
责成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暂停承
认以色列， 并决定不再承认巴以
双方在实现和平过程中签署的一
系列和平协议的有效性， 拒绝接
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 “迁馆”
进程的决定， 在特朗普收回相关
决定之前， 巴方不再承认美国作

为和平进程调解方的身份， 也不
再视美国为和平进程伙伴。

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决议一
旦执行就意味着， 巴以自１９９１年
启动和平进程以来， 双方经过２０
多年无数轮艰苦谈判达成的妥协
方案将被丢进废纸堆。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阿
布·罗布指出， 巴领导层作出如
此罕见决定原因在于， 特朗普有
关耶路撒冷归属的表态踩踏了巴
方底线。

对于特朗普的表态， 巴勒斯
坦方面强烈不满， 并以拒绝和谈
相抵制。 对此特朗普表示， 如果
巴勒斯坦拒绝和谈， 美方将取消
对巴经济援助。 但从最新的决议
看， 巴方此次搁置和谈、 拒绝美
国调解的决心非常坚决。

分析人士指出， 耶路撒冷地
位问题一直是巴以和谈最敏感的
问题之一， 也是巴方在巴以和平
问题上的底线。 特朗普的表态踩
踏了巴方底线， 不仅使巴以局势
骤然紧张， 也使美方作为巴以问
题调解方的公正性受到巨大质
疑。 而美方冻结援助资金的做法
恐怕也无法改变巴方的决定。

全面冲突难爆发
据不完全统计， 特朗普表态

后， 巴以对立加剧， 冲突不断，
已导致巴勒斯坦约 １６人死亡 ，
５０００多人受伤， 而以色列也有伤
亡。 但巴勒斯坦专家普遍认为，
近期巴以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的
可能性不大。

加沙大学政治系教授阿克拉
姆·阿塔拉认为， 尽管巴勒斯坦
人用示威和石块向以色列和美国
表达了不满 ， 但抗议大 多 是 民
众 自 发 行 为 ， 巴 内 部 两 大 政
治 派 别 均 保 持 了 最 大 限 度 克
制 ， 没 有 发 动 群 众 开 展 有 组
织的活动。

阿塔拉指出 ， 一些迹象表
明， 以色列也在克制， 避免点燃
战火招致国际社会批评。

加沙艾资哈尔大学国际关系
学教授穆哈伊尔·萨阿德则认为，
除了美国和以色列等极少数国
家， 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特朗普关
于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表态， 巴
勒斯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
持和同情， 不需要通过武力表达
不满， 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条
件并不具备。

巴方寻求新思路
巴以争端是现代史上持续时

间最长的中东地区难题之一， 国
际社会和巴以双方都付出了不懈

努力， 但至今收效甚微。
分析人士指出， 特朗普的表

态让巴方清楚认识到 ， 不能依
赖美国作为巴以争端调解方 ，
必 须 寻 找 新 的 思 路 解 决 巴 以
问题。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１１日会
晤荷兰外交大臣哈尔伯·泽尔斯
特拉时强调， 必须建立一个由联
合国主持的国际机制， 以解决巴
以争端。 阿巴斯１４日还呼吁联合
国 担 负 起 推 进 巴 以 和 平 进 程
的责任。

分析人士认为， 巴方对由联
合国主导， 国际社会参与化解巴
以矛盾寄予希望， 这给巴以问题
在未来转圜留存了机会。

阿巴斯领导的巴民族解放运
动中央委员会成员瓦利德·阿萨
夫告诉新华社记者， 巴方欢迎国
际社会参与解决巴以纷争， 他高
度评价了中国去年提出的 “四点
主张”， 表示这与巴方对和平的
核心诉求一致。

分析人士指出， 巴勒斯坦实
现真正建国， 以色列才能获得持
久的安全； 国际社会只有推动两
国方案落实， 才能使巴以问题得
到全面解决， 中东局势才能得到
根本的缓解。

据新华社

巴以和平行至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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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１６日对朝韩双方近日决定
重新开放交流渠道及朝鲜决定参
加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表示欢
迎， 并表示他将出席平昌冬奥会
开幕式。

古特雷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
非正式会议上阐述２０１８年应当关
注的１２件大事时表示， 朝韩交流
渠道， 尤其是军事交流渠道的重
新开放， 对于降低因误判或误解
所导致风险、 缓解紧张局势至关
重要。

古特雷斯为朝鲜决定参加平
昌冬奥会感到鼓舞， 并决定出席
冬奥会开幕式。

古特雷斯说， ２０１８年， 他的
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推动朝鲜半岛
实现无核化。 他对联合国安理会
就朝鲜进行核试验及弹道导弹试
验作出“强硬决定”表示欢迎，认为
“这些决定必须得到完全执行”。

古特雷斯欢迎
朝韩重开交流渠道

新华社电 美国科学家发表
于最新一期 《科学进展》 杂志的
论文说， 锂离子电池中的锂离子
浓度会发生涨落变化， 这解释了
锂离子电池寿命变短的原因， 并
有望帮助开发充电更快、 待机时
间更久的电池。

由美国能源部布鲁克黑文国
家实验室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近
日发现，当电池产生电流时，若电
池的电极是由纳米粒子制成的，
纳米粒子部分区域里的锂离子浓
度会先上升，然后下降，而非此前
一直认为的浓度会持续增加。

晶格是晶体内部的粒子按一
定几何图形排列而成的结构。锂
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是锂离子在
正负极晶格间移动，充电时，锂离
子从正极流到负极，放电时正相反。

“与海绵吸水类似 ， 我们看
到纳米粒子里锂离子的总浓度在
不断增加，” 主持该研究的布鲁
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可持续能源技
术部科学家王冯说， “但与水不
同， 锂离子会选择性地从某些区
域流出， 这造成晶格间锂离子浓
度不一致。”

美科学家找到
锂电池寿命变短原因

巴西多州被世卫组织
列为黄热病高风险地区

新年伊始，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国际发展和太平洋事务部长康斯塔·费拉万蒂－韦尔斯有关
南太平洋岛国和中国关系的一席话， 不仅招致海外舆论侧目和中方的外交交涉， 更遭到南太
岛国的愤怒回呛。 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日前表示， 澳部长的话是对南太岛国领导人的 “侮
辱”， 将会 “毁掉” 澳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澳大利亚人报 》 近日援引
费拉万蒂－韦尔斯的话说， 中国
给予太平洋岛国 “条件苛刻” 的
贷款 ， 在这些国家修建了一些
“无用的建筑” 和 “不知通向哪
里的道路”， 让岛国背上了沉重
债务负担。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１５
日指出， 发表上述言论的人心态
有问题，“他们对中方进行无中生
有的指责， 实际上是不愿看到太
平洋岛国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中方已就此向澳政府提出交涉。

澳政府高官此番不负责任的
言论更是激怒了南太岛国。 萨摩

亚总理图伊拉埃帕１２日说， 费拉
万蒂－韦尔斯的言论令他吃惊 ，
这是在质疑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
忠诚正直与聪明才智， 也损害了
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外交努力。

图伊拉埃帕说， 中方的援助
款项在萨摩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还
称赞中国为萨摩亚提供了澳大利
亚所不能提供的援助， 并表示中
国在向该地区提供援助时并没有
战略因素的考量。

瓦努阿图一位不愿公开姓名
的媒体人士告诉记者， 在同太平
洋岛国打交道时， 澳大利亚经常

展现出高高在上的 “主人思维”。
《瓦努阿图每日邮报》更是直

接把费拉万蒂－韦尔斯的指责怼
回去：“这些道路并非 ‘不知通向
哪里’，它们通向我们的家！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南太
援助事务的研究员格雷姆·史密
斯告诉记者， 他对费拉万蒂－韦
尔斯的话表示遗憾 ， 在费拉万
蒂－韦尔斯的世界里， 似乎几句
好话、 一顿宴席就足以让南太岛
国的政治精英们同意签下任何协
议。 澳高官将岛国领导人刻画成
如此形象， 无助于澳大利亚在南
太赢得人心。

中国在南太岛国一直真心实
意地帮助当地发展， 并得到当地
人的欢迎。就在１月１１日，中国政
府援建的斐济斯廷森桥和瓦图瓦
卡桥项目顺利如期竣工。斐济政府为
此举行了隆重的通车仪式， 斐济总
理姆拜尼马拉马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是斐济坚定的合作伙伴和真
诚朋友， 感谢中国政府和企业为
斐济援建了两座漂亮的大桥。

斯廷森桥和瓦图瓦卡桥是中
国对斐济提供的无偿援助项目，
建成后将极大改善斐济首都苏瓦
市等地交通运输状况， 便利当地
民众生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
出， 上述项目是中国对太平洋岛国

提供的众多援助中的一个， 这些项
目符合有关国家发展实际需要，受到
当地政府和人民普遍欢迎。

长期以来， 中方支持太平洋
岛国的可持续发展， 支持岛国的
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 从供
水到小水电，从沼气到太阳能，中
国援建项目着眼于授人以渔，功
在长远，利在民生，受到岛国政府
与民众的普遍欢迎。

中国积极支持南太岛国的基
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因投入大、
回收期长， 通常需要政府予以大
力扶持。 中国政府根据受援国的
负债情况和偿还能力， 提供无息
贷款、 优惠贷款等多种形式的融

资支持。在融资过程中，中方会对
援建项目进行严格的经济技术评
估， 避免受援国承受过大的债务
负担。 同时对可通过项目本身收
益还款的项目予以优先考虑，以
保障受援国债务可持续性。

《澳大利亚人报》也在１６日援
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
利普顿的话时承认， 中国通过提
供基础设施建设， 给很多发展中
国家带来益处。事实上，利普顿１５
日在出席第十一届亚洲金融论坛
时还指出，中国做这些投资时，同
时考虑到了对这些国家的能力建
设、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产生正面效应。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格
雷姆·史密斯认为， 援助南太岛
国其实是中国和澳大利亚 可 以
加 强 合 作 的 众 多 领 域 之 一 。
他 举 例 说 ， 中 澳 联 合 在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开 展 的 疟 疾 研 究
工 作 虽 然规模还不大 ， 但已经
取得良好效果。

史密斯说， 南太平洋地区是
澳大利亚的邻居， 虽然近几届澳
政府削减了对外援助的 总 体 预
算 ， 但 对 南 太 地 区 援 助 是 削
减 最 少 的 ， 可 见 澳 政 府 对 该
地 区 的 重 视 。 澳 大 利 亚 对 南
太 岛 国 援 助 历 史 较 长 ， 也 积
累了一些经验。

他认为， 中国近年来加大了
对南太岛国的援助， 但南太地区
各国情况千差万别 ， 通过中 澳
合 作 ， 中 国 援 助 可 以 更 好 惠
及南太国家。 同时， 中国公司在
南太国家完成的高质量项目 ，
如巴布亚新几内亚戈罗 卡 大 学
学生宿舍， 可以为他们赢得更多
来 自 其 他 援 助 国 、 包 括 澳 大
利亚的合同 。 这对两国来说是
双赢。

也因此， 在这名资深南太援
助问题专家看来， 澳大利亚政府
高官的上述言论实在 “愚蠢” 并
令人深感遗憾。

据新华社

援助南太
中澳可双赢

澳高官言论引众怒

中国援助得民心

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１６
日将巴西圣保罗州全境列为黄热
病高风险地区， 建议前往该州的
外国游客提前１０天注射黄热病疫
苗。 至此， 巴西已有４个州被列
入这一名单。

巴西圣保罗州卫生部门日前
称， 自２０１７年１月以来， 该州已
确诊４０例黄热病病例， 其中２１人
死亡。 进入２０１８年以来， 已出现
３例死亡病例。 此前， 世卫组织
已把里约热内卢州、 圣埃斯皮里
图州全州和巴伊亚州南部列为黄
热病风险地区。

随着巴西进入黄热病高发
季， 巴西卫生部９日宣布， 将向
圣保罗州、 里约热内卢州和巴伊
亚州派发更多黄热病疫苗， 以应
对可能的疫情。

按照安排， ２月３日至２４日，
将在圣保罗州的５２个城市开展史
无前例的免疫接种活动， 预计将
接种６３０万人。 １６日， 圣保罗州
州长阿尔克明决定将于２９日提前
实行接种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