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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周年祭
美国仍无以告慰

近日， 非洲经济体融资峰会
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非洲和平与
安全议题的高级别会议相继举
行。 在这些重要国际场合， 中国
为非洲面临的疫情、 安全形势等
多重挑战呼吁支持并提出一系列
倡议， 中方的主张深刻印证中国
对非 “真实亲诚” 理念， 彰显中
方对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
决心与诚意。

当前， 许多非洲国家和平安
全形势面临复杂挑战， 新冠疫情
也助长了该地区的不稳定 。 此
外， 一些发达国家奉行疫苗 “民
族主义” 和 “保护主义”， 导致
非洲面临严重疫苗短缺。 联合国
数据显示， 在全球迄今注射的14
亿剂新冠疫苗中， 非洲地区注射
的疫苗只有2400万剂， 疫苗接种
人口覆盖率不到1.5%。

为帮助非洲应对诸多迫切需
要纾解的 “痛点” “难点”， 中
方提出系列主张和倡议。 在非洲
经济体融资峰会上， 中方提出缓
解非洲债务压力、 促进非洲经济

复苏、 推动非洲增长转型和促进
对非疫苗公平分配等四方面倡
议。 在中国倡议下举行的安理会
关于非洲和平与安全议题的高级
别会议上， 中方又提出助力非洲
弥合 “抗疫鸿沟”、 破解 “和平
赤字”、 缩小 “发展差距” 和纠
正 “治理不公” 等四方面建议。
面对世纪疫情， 中非双方还共同
发起 “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
呼吁国际社会在抗击疫情、 疫后
重建、 贸易投资、 债务缓减等领
域加大对非洲支持力度。

中国一系列主张和倡议切中
非洲实际需要， 为推动国际社会
帮助非洲应对挑战提供了切实路
径。 非洲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中方
倡议， 认为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的
大国担当以及对非中关系的重
视， 体现了中国继续致力于帮助
非洲国家走出困境的决心。

帮助非洲应对 “痛点” “难
点”， 中国不仅有倡议， 更有行
动。 在支持抗疫、 减缓债务、 维
护和平等方面， 中国始终坚定践

行对非洲伙伴的诺言 。 数据显
示， 中国常驻非洲的46支医疗队
在第一时间投入当地抗疫， 15支
中国巡回抗疫医疗专家组以及紧
急建立的43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
机制，为非洲带去防疫经验、方案
和物资， 中国已经并正在向30多
个有需要的非洲国家提供亟需的
新冠疫苗； 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
缓债倡议， 同16个非洲国家签署
缓债协议或达成缓债共识， 在中
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免除15个非洲
国家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 ；
迄今已派出37批次军舰在亚丁湾
执行护航任务， 2043名中国维和
人员为非洲的和平日夜值守……

中方珍视中非传统友谊， 无
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方加强
中非团结合作的决心绝不会动
摇。 事实一再证明， 中国始终是
非洲抗击疫情的坚定支持者、 非
洲发展振兴的积极参与者、 非洲
和平稳定的有力维护者， 中非命
运共同体正变得愈加紧密。

据新华社

中国主张彰显中非命运休戚与共

新华社电 马来西亚首都吉
隆坡市中心24日晚间发生地铁列
车相撞事故， 导致213名乘客不
同程度受伤 ， 其中47人伤势较
重。

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 当地
时间20时45分左右， 事故发生在
吉隆坡市中心标志性建筑双子塔
附近的地铁隧道内。 事发警区负
责人穆罕默德·扎伊纳尔表示 ，
初步调查显示， 一列载有200多
名乘客的列车与一列空驶列车发

生碰撞， 造成人员受伤。 目前所
有乘客已被救出， 并被送往附近
医院救治。

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当晚在
社交媒体上表示， 当前的首要工
作是做好受伤乘客的救治工作，
他已指示交通部和马来西亚国家
基建公司彻底调查事故原因。 马
来西亚交通部长魏家祥表示， 交
通部已成立特别小组对事故开展
深入调查。 图为救援人员准备转
移地铁列车相撞事故伤者。

马里过渡总统和总理被军人带至军营
新华社电 据马里媒体24日

报道， 马里过渡总统巴·恩多和
过渡总理莫克塔·瓦内当天被军
人带至首都巴马科附近一处军
营， 以商讨新一届过渡政府成员
名单。 马里总理府一名工作人员
证实， 瓦内当天被军人 “强行”
带走。

据马里最大的门户网站 “马
里信息网” 报道， 恩多当天签署
总统令， 宣布新一届过渡政府组
成名单。 新过渡政府仍由25名部
长组成， 其中包括5名女性， 但
前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成员萨迪
奥·卡马拉和莫迪博·科内没有进
入名单。 随后， 恩多和瓦内被军
人带至距巴马科约15公里的库利
科罗地区卡蒂镇一处军营， 就新
一届过渡政府名单进行 “沟通”。

马里总理府一名工作人员
说， 瓦内当天被军人 “强行” 带
走， 军方要求恩多免去瓦内的过
渡总理职务， 但遭到拒绝。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
特派团 （马里稳定团） 和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 （西共体） 24日晚
发表联合声明， 对马里过渡总统
和过渡总理 “被捕” 表示强烈关
切 ， 要求有关方面立即无条件
“释放” 两人。 马里稳定团和西
共体同时强调， 马里有关各方应
立刻恢复并按期完成马里政治过
渡进程。 西共体表示， 将于25日
派代表团赴马里斡旋。

2020年8月， 马里发生军人
哗变， 总统凯塔和一批政府官员
被扣押， 凯塔随后宣布辞去一切
职务 ， 解散马里国民议会和政
府。 同年9月， 由哗变军人成立
的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宣布， 前
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长恩多被任命
为过渡总统， 全国人民救赎委员
会主席阿西米·戈伊塔被任命为
过渡副总统。 恩多同月宣誓就任
过渡总统， 正式开启18个月的马
里政治过渡期。

新华社电 白俄罗斯外交部
24日对拉脱维亚方面侮辱白国旗
一事表示强烈抗议， 宣布拉脱维
亚驻白大使塞马尼斯为 “不受欢
迎的人”， 并要求其在一天内离
境。 同一天， 拉脱维亚外交部宣
布驱逐白俄罗斯驻拉外交官。

据白通社报道， 白方除要求
塞马尼斯在一天内离境外， 还要
求拉脱维亚驻白使馆所有外交官
和使馆几乎全部行政技术人员于
48小时内离境， 只允许一人留下
来看守使馆馆舍。

据报道， 正在拉脱维亚参加
2021年冰球世锦赛的白俄罗斯运
动员住在拉首都里加一家酒店。
24日早些时候， 拉方将这家酒店
外悬挂的白俄罗斯国旗替换成白
方宣布为 “非法” 的旗帜。

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伊24
日在召见塞马尼斯时表示， 拉方
的做法是 “对国际法准则的践
踏”， 白方绝对不能接受此类针
对主权国家的行为。 白方要求拉

方就侮辱白国旗事件展开调查、
进行道歉并重新悬挂白俄罗斯国
旗 ， 白方无法不对此类挑衅 行
为 作 出 回 应 。 对 拉 方 可 能 采
取的对等回应， 白方已做好相关
准备。

马克伊还表示， 就爱尔兰瑞
安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3日在白俄
罗斯紧急降落一事， 白方已表示
准备举行有国际专家参与的公开
透明的调查。 白外交部对在此情
况下发生白国旗遭侮辱这样的行
为感到惊讶。

拉脱维亚外交部24日召见白
俄罗斯驻拉临时代办萨多夫斯卡
娅， 宣布拉方将采取对等行动，
驱逐白俄罗斯驻拉外交官直至两
国关系正常化。

据报道，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
司一架客机23日因炸弹威胁紧急
降落在白首都明斯克国际机场。
飞机经检查未发现爆炸装置， 随
后重新起飞并降落在目的地立陶
宛首都维尔纽斯。

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互相驱逐外交官

马来西亚首都发生地铁列车相撞事故
导致200多人受伤

5月25日是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 “跪
颈” 执法致死一周年。 近来， 美国民众在事发地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悼念
集会， 对政府在消除暴力执法和保障种族平等方面的进展迟缓表达不满。目
前，弗洛伊德案主犯德雷克·肖万被控谋杀等所有罪名已成立，但其量刑仍不
确定，对其他3名涉案前警察的审判则被延期。 与此同时，由于国会两党争斗
激烈，以弗洛伊德名字命名的警务改革法案在参议院受阻。 一年来的抗争只
换来有限的进展，美国种族歧视的顽疾仍旧根深蒂固。

悼念活动
弗洛伊德家人、 美国民权运

动领袖和数百名当地民众23日走
上明尼阿波利斯市街头， 悼念弗
洛伊德， 并对政府在消除警察暴
力执法和保障种族平等方面工作
的进展表达不满。 在 “没有正义
就没有和平” “喊出他 （弗洛伊
德） 的名字” 的口号声中， 出席
悼念活动的明尼苏达州州长蒂
姆·沃尔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长
雅各布·弗雷成为众矢之的。 抗
议人士怒斥政府官员没有采取任
何行动制止暴力执法和种族歧
视。

作为全美悼念弗洛伊德身亡
一周年活动的一部分 ， 由弗洛
伊 德 妹 妹 布 丽 奇 特·弗洛伊德
发起的 “乔治·弗洛伊德纪念基
金会” 24日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举
行研讨会， 呼吁遭遇类似 警察
暴力执法的受害者亲属共同寻
求法律变革 ， 避免惨案再次发
生。

会上 ， 2014年遭纽约警察
“锁喉 ” 致死 的 非 洲 裔 男 子 埃
里 克·加 纳 的 母 亲 格 温·卡尔
说， 她多年来一直推动纽约州关
于禁止 “锁喉 ” 动作等 的 警 务
改革立法 ， 还曾带着简易棺材
去州议会大厦抗议。 “我不相信
写信， 也不相信打电话， 我只想
直接到他们 （议员） 面前表达我
的要求———不是提问 ， 而是要
求。”

进展有限
分析人士指出， 尽管肖万被

控罪名全部成立， 但具体如何量
刑仍不确定。同时，对弗洛伊德案
其他涉案前警察的审判推迟以及
相关警务改革法案推进受阻，都
表明消除美国根深蒂固的系统性
种族主义绝非易事。

此前， 陪审团判定肖万二级
谋杀、 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
罪名全部成立， 对肖万的量刑将
于6月25日宣布。该案主审法官彼
得·卡希尔已认同检方列举的对
肖万从重量刑的部分理由， 他面
临的刑期可能长达40年。 但无论
量刑结果如何， 根据明尼苏达州
法律，如犯人表现良好，其服刑时
间达到刑期的三分之二后就可以
获得假释。此外，对其他3名涉案
前警察的审判已被推迟到明年3
月。这3人被控协助、教唆二级谋
杀罪和过失杀人罪。

去年6月，由民主党掌控的国
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了 《弗洛伊德
警察执法公正法案》，当时共和党
掌控的参议院未对该法案进行表
决。今年3月，众议院再次表决通
过这项法案。 但由于两党在法案
内容上分歧严重， 该法案目前在
两党各占50个席位的参议院受
阻， 无法如总统拜登所愿在25日
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阿尔·沙
普顿23日呼吁采取进一步措施推
进警务改革。他表示，历史铭记弗

洛伊德的原因不应该是他遭到白
人警察跪杀， 而是他的死推动了
消除警察暴力执法的改革。

痼疾难除
弗洛伊德案引发了美国人对

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的深刻
反思。但这一年来，非洲裔美国人
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依然没
有减少， 美国主张白人至上的种
族主义势力仍在膨胀， 同时由弗
洛伊德案引发的警务改革问题成
为美国两党争斗的又一焦点 ，相
关改革因此受到严重阻碍。

根据“警察暴力地图”网站公
布的数据 ，2020年美国共有1127
人在警察执法过程中死亡， 而非
洲裔被警察杀死的概率是白人的
三倍。 美国民调机构YouGov4月
份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经过一年
的抗争，认为美国种族关系“总体
不好”的受访者比例仍高达65%。
该机构5月份公布的另一项民调
结果显示， 当被问及弗洛伊德之
死是否改善了美国警察与非白人
群体之间的关系时， 仅有十分之
一的受访者认为有所改善， 五分
之二的人认为关系变差， 半数人
认为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 在弗洛伊德案审
判过程中， 部分激进左翼人士主
张削减警察经费， 甚至解散警察
部门。 这些主张得到一些进步派
民主党籍国会议员支持， 而共和
党人则强调维护“法律与秩序”，强
烈反对削弱警察力量。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