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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G

毕振山

当地时间 11月 17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领袖佩德罗·桑切斯宣誓就职，出任新一届西

班牙首相。这意味着在经历了今年的地方选

举失利和提前选举后，桑切斯保住了 2018年

以来的执政地位。

在分析人士看来，鉴于西班牙政党格局

碎片化延续，桑切斯领导的政府能否保持稳

定值得关注。另外，推动经济复苏和外交有

所作为，也是桑切斯面临的任务。

17 日上午，桑切斯来到西班牙首都马德

里的萨苏埃拉宫，在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

见证下，面对宪法进行宣誓，承诺将忠实履行

首相的义务，并维护宪法。西班牙众议院议

长阿门戈尔、参议院议长佩德罗·罗兰等人出

席了就职仪式。

此前一天，西班牙议会举行首相选举投

票。桑切斯以 179票赞成、171票反对的表决

结果，获得当选首相所需的过半数赞成票。

支持桑切斯出任首相的议员来自桑切斯领导

的工人社会党、苏马尔党和一些地方性政

党。右翼党派人民党等投了反对票。

桑切斯出任首相，意味着西班牙持续近

半年的政治不稳定局势得以终结。

今年 5月，西班牙举行地方选举，桑切斯

所在的工人社会党惨败，不仅在 12个区中失

去了 5 个区的控制权，在市政选举中也落后

于人民党。桑切斯在选举结束后很快宣布对

失利负责，并决定将原定于今年 12月举行的

大选提前到 7月 23日。

在 7 月 23 日举行的大选中，右翼的人民

党得票率最高，成为第一大党；工人社会党

排名第二，极右翼政党呼声党排名第三，融

合多个左翼党派的苏马尔党排名第四。桑

切斯在选举结果出来后宣称赢得了胜利，因

为人民党并未取得大胜，人民党和呼声党所

获议会席位也没有超过总共 350个席位中的

半数。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首先提名人民

党领袖费霍为首相候选人。但是，费霍选

择与呼声党结盟，而议会其他党派担忧极

右翼政党上台引发政策极端化，因此拒绝

支持费霍。在 9 月举行的两轮议会投票中，

费霍都没有获得足够选票当选首相。桑切

斯随后被提名为首相候选人，并顺利当选

首相。

有媒体分析指出，桑切斯能够连任首相，

一方面是因为议会多数政党不希望看到极右

翼政党上台，另一方面也因为桑切斯与一些

地方性政党达成协议以获取支持。

据报道，桑切斯为了争取地方性政党支

持，向欧盟申请将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

和巴斯克语三种地方语言加入欧盟官方语

言，但遭到欧盟拒绝。此外，桑切斯还同意推

出一项关于赦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立人士

的法案。

从 2018 年当选首相至今，桑切斯经历了

新冠疫情、通货膨胀和乌克兰危机等重大挑

战，但西班牙经济在疫情后仍保持了较快增

长，这是桑切斯在国内仍然保持一定支持率

的主要原因。如今，桑切斯连任首相，西班牙

国内有人称其为“坚韧者”“幸存者”。但是在

分析人士看来，桑切斯的新任期恐怕还会面

临不少挑战。

首先，右翼政党虽然没能取代左翼政党

上台执政，但人民党在西班牙政坛的影响不

容小觑。在西班牙众议院，人民党和呼声党

总共拥有 170 个席位。在参议院，人民党拥

有过半数席位。在市镇层面，人民党也占有

优势。

虽然工人社会党和苏马尔党将组成新

一届政府，但支持桑切斯出任首相的地方

性 政 党 今 后 可 能 会 给 桑 切 斯 提 出 一 些 难

题。能否处理好地方性政党的诉求和右翼

党派随时可能的掣肘，将关系到桑切斯政

府的稳定。

其次，桑切斯政府仍然面临经济增长

难题。

今年第三季度，西班牙经济环比增长

0.3%，比第二季度有所放缓。11 月 15 日，欧

盟委员会下调了对西班牙经济增长的预期，

预测西班牙 2024年经济将增长 1.7%。同时，

欧盟委员会预测西班牙的高通胀还将持续至

少一年。

在欧盟整体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通

胀高企和高利率今后恐怕会继续影响西班牙

的经济前景。

再次，桑切斯领导下的西班牙在欧盟层

面还有责任需要承担。西班牙从今年 7 月 1

日起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但是由于桑切斯

宣布提前大选，西班牙并未能在欧盟层面有

所作为。

桑切斯连任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表示祝贺，并称欧盟面临着重要挑战，希望

与西班牙共同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德国总理

朔尔茨也表示期待与桑切斯“并肩工作”。

面对非法移民问题、乌克兰危机以及新

一轮巴以冲突，桑切斯领导下的西班牙在为

时不多的任期内会有何种表现值得关注。

桑切斯新任期面临新挑战

新华社记者 闫洁 尚栩 罗江

初冬时节，位于海南省三亚市水稻国家

公园的袁隆平铜像前，参加第二届中非农业

合作论坛的非洲国家代表纷纷插下杂交水稻

秧苗，缅怀这位“杂交水稻之父”。

近半个世纪前，一粒粒杂交水稻稻种

远播非洲，架起中非合作与友谊的桥梁。

如今，一个个中国援助技术和人才培养项

目在非洲落地，撒下助力中非农业合作的

“新种子”。

喀麦隆亚巴西农业职业技术中学由中

方援建，是喀麦隆第一所农业技术学校，主

要开设农作物种植、禽畜养殖、农产品加

工、农机设备维护等课程，自 2017 年开办以

来已为当地培养大约 500 名专业农技人员。

学生朱尼尔·穆迪纳告诉记者，他能有

机会上中学并操作农机设备，都要归功于

这所中国援建的学校。

亚 巴 西 大 区 区 长 让·米 拉 博·埃 巴 感

叹，这所中学让亚巴西的农业技术面貌大

为改观，帮助当地有效解决了就业，“我衷

心希望两国的教育合作越来越好”。

正如冈比亚农业部长登巴·萨巴利在

论 坛 发 言 时 所 说 ，授 之 以 鱼 不 如 授 之 以

渔，中国正在农业技术援助之路上与冈比

亚同行。

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附近大马拉地区

的一间菇棚内，40 岁的法蒂玛正轻轻抚摸刚

长出的数十簇平菇，脸上难掩丰收喜悦。

菌草技术不仅在中国成为脱贫致富的

重要产业之一，更成为走向世界 100 多个

国 家 的 中 国 致 富 技 术 。 法 蒂 玛 就 是 中 国

援 中 非 菌 草 技 术 项 目 的 众 多 受 益 者 之

一 。 这 个 由 中 国 国 家 菌 草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和 福 建 正 原 菌 草 国 际 合 作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承 担 的 援 非 项 目 不 仅 丰 富 了 中 非 人

民的餐桌，还传播了农业技术、促进了当

地就业和减贫。

法蒂玛告诉记者，以前当地食用的蘑

菇均为野生，没人懂人工种菇技术，如今他

们种的菌草菇有了名气，客户既有当地人

还有外国人，销路越来越好。依靠自己的

小团队，法蒂玛不仅注册了公司，还定期为

当地妇女培训菌草技术，带领大家一道脱

贫致富。

“这真是充满希望的事业。不少人来

咨询培训的事，我正忙着制定培训方案，希

望能为当地妇女和年轻人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她说。

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第二届

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上表示，中非农业合作

十年来，农业农村部向非洲派出农业专家

400 多人次，并为非方累计培训管理及技术

人员超过 1 万人次。根据农业农村部在论

坛上发布的落实《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

化计划》务实合作举措，将再建一批中非现

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未

来 3 年，将为非洲再培养 1000 名农业科技

和管理人员。

论坛期间，一封现场发出的“邀请函”

成为中非农业技术和人才培训合作的生动

注脚。在云南大学胡凤益教授介绍多年生

稻“扎根”非洲的最近进展后，稍后发言的

赞比亚农业部部长鲁本·菲里直接向他发

出热情邀请：“您一定要来赞比亚，和我们

的科学家交流，教我们怎么做。”

十年来，中国已在非洲建成 24 个农业

技术示范中心，推广了 300 多项先进适用技

术，带动当地农作物平均增产 30%至 60%，

100 多万非洲国家的小农户从中受益。

今年 9 月，来自南非、尼日利亚、喀麦

隆、乌干达、刚果（布）等非洲国家的农业

部 门 官 员 和 技 术 人 员 跨 越 万 里 来 到 中 国

海南，参加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举办的

“发展中国家热带药用植物生产利用技术

培训班”和“发展中国家木薯产业发展研

修班”。

“木薯淀粉可以加工成饼干、酸奶、蛋

糕、面条……”听 了 中 方 专 家 对 中 国 木 薯

加 工 产 业 链 的 介 绍 ，非 洲 学 员 们 感 到 新

奇：“木薯是非洲的主要粮食作物，但没想

到用途这么广！”

参加完热带药用植物生产利用技术培训

后，尼日利亚科研人员阿卜杜勒贾拉勒·优素

福·纳达博直言开阔了眼界，收获颇丰。“培

训内容丰富，我们学了如何培育和利用药

用植物，还有不同领域专家传授木薯、椰

子、菌类等作物的知识，对我今后的研究很

有启发。”

（参与记者：陈绍华 王泽）

（新华社三亚 11 月 19 日电）

中非农业合作的新“种子”

新华社记者 赵凯 王钟毅 王林园

“乌拉圭是中国可靠的合作伙伴。”乌拉圭畜牧业、农业和

渔业部长费尔南多·马托斯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乌方希望深化与中国在农牧业领域的各项合作，成为中国“可

信可靠的粮食供应国”。

马托斯不久前曾访华，走访了中国十多个省市，深感两国

在农牧渔业领域，特别是在农牧业科技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他说，乌拉圭是世界重要粮食生产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

伙伴。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乌拉圭最大贸易伙伴。根据乌

官方数据，2022 年，乌对华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约三成。马

托斯指出：“乌拉圭是中国可靠的合作伙伴。乌中两国政治上

相互信任，经济上互补性强，乌拉圭重视农牧业可持续发展，

重视环境、土地、水资源利用和保护，可以也愿意成为中国可

信可靠的粮食供应国。”

对于未来的乌中农牧业合作，马托斯充满信心和期

待。去年乌拉圭对中国出口创历史新高，其中农牧产品占

很大比重。马托斯认为，未来，乌中在粮食安全、农牧业新

技术、农产品加工等方面有很大合作空间。他表示，乌中两

国在养殖业品种改良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乌

拉圭今后希望引入中国农产品加工技术和设备，提高本国

农产品附加值。

马托斯即将陪同乌拉圭总统拉卡列访华。他表示，期待

这次访问能推动乌中农牧业合作更上一层楼。

马托斯高度评价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他表示，“一

带一路”倡议推动了贸易增长、改善了基础设施、缩短了乌中

两国之间的距离。他说，当今世界，频发的地区冲突、全球性

的公共卫生事件等不确定性因素对全球供应链造成负面影

响，而中国的有关倡议和实际行动则为全球供应链注入了稳

定性。 （新华社蒙得维的亚 11月 19日电）

“乌拉圭是中国可靠的合作伙伴”
——访乌拉圭畜牧业、农业和渔业部长费尔南多·马托斯

新华社记者 陈文仙

“针灸治疗后，我吃饭香了。”8 岁的小女

孩索菲·比罗日前在位于马耳他保拉市的地

中海地区中医中心高兴地对新华社记者说。

比罗和家人 2021年 5月从英国伦敦搬到

马耳他生活。最近两年，她几乎每半年就会

腹泻、胃痛、呕吐和发烧，身体瘦弱，让母亲安

妮塔心急如焚。

安妮塔带女儿去过很多次其他医院，但

治疗效果不太好，在 11月 7日来到中医中心，

接受第 19 期中国援马耳他医疗队队长冯骅

针灸治疗。

冯骅说，比罗是中医中心治疗过的年龄

最小的患者之一，她很勇敢，非常配合，两次

治疗后面色红润不少，身体明显恢复。

自 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派出 19期

援马耳他医疗队，累计治疗患者约 25 万人

次。1994 年，中国和马耳他政府合作成立地

中海地区中医中心，2008 年中医中心在马耳

他国立圣母医院设立中医科。

无私奉献的中国援马耳他医疗队书写了

一个个守护健康的生动故事。

现年 39岁的患者法伊纳·韦拉当初出现

头痛和背痛时曾前往中医中心，在中国医生

帮助下治好了痛症。最近，她右手外伤术后

手部僵直，再次来到这里寻求帮助。

韦拉的主治医生、中国医疗队队员杨智

杰针对患者的局部疼痛，先做了针刺和理疗，

然后运用膏摩缓解指间关节肿胀，最后再帮

助患者做一些功能康复。“经过 3 次治疗后，

手部僵直症状已明显缓解。”韦拉说。

患者罗米娜·布蒂吉格因 26年前的外伤

导致双膝关节时常疼痛，尤其是右侧膝关节

总感觉肿胀。在第 19 期援马医疗队队员高

友玲医生针灸治疗下，症状明显缓解。

布蒂吉格说：“我感觉好多了。主治医

生的高超医术和对患者的细心关注令人印

象深刻，遇到如此敬业的医生真的非常幸

运。”近期治疗结束后，布蒂吉格给中医中心

写信表达感激之情，期待下次再接受高友玲

医生治疗。

冯骅说，30 年来，中医在马耳他已深入

人心，中医中心的患者不仅来自当地，还有很

多来自意大利、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

匈牙利等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其他欧洲国家

的中医爱好者前来接受中医专业培训。

冯骅表示，地中海地区中医中心虽然设

在马耳他，但辐射欧洲，中国医疗队愿继续努

力用中医帮助更多外国患者守护健康。

（新华社瓦莱塔 11月 19日电）

中国援马耳他医疗队书写守护健康的生动故事

11月 16日至 19日，首届中国-东盟国民体质与健
康促进国际学术会议在浙江宁波举行。会议以“互联互
通，合作共享——助推体质健康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切
实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在国民体质与运动促进健康
领域合作。中国和东盟10国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体育科
研专家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上，各方一致赞成就加强中国-东盟相关机构
在国民体质与健康促进方面开展广泛合作，推动各方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事业的发展，在体质监测、健康促进等
方面共商共建新路径。

▼泰国奥委会副主席、泰国奥林匹克学院院长苏彼
特·萨玛希托接受媒体专访。 本报记者 李元浩 摄

首届中国-东盟国民体质与健康促进
国际学术会议圆满落幕

▲新加坡体育科学研究所高级主任刘家仁在会议中交流相关经验和做法。 本报记者 李元浩 摄

这是当地时间11月18日拍摄的位于突尼斯本阿鲁斯省
的宰格万渡槽遗迹。

宰格万渡槽建于公元2世纪，用于向北部供水，曾是古罗
马帝国时期最长的渡槽之一，是突尼斯著名历史遗迹。

新华社发

突尼斯的宰格万渡槽遗迹

新华社洛杉矶11月 18日电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

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舟”以及飞船集成系统 18 日实施第二

次试验发射。火箭升空后一二级成功分离，但随后助推器和

飞船先后发生爆炸。

美国中部时间 18日 7时许（北京时间 21时许），“星舟”从

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博卡奇卡的“星舟”基地升空。直播画面

显示，升空后不到 3 分钟，火箭一二级成功分离，但不久后助

推器发生爆炸。据美国太空网站报道，飞船本身也在到达目

标高度之前爆炸。

“星舟”重型运载火箭总高度约 120 米，直径约 9 米，由两

部分组成，底部是高约 70 米的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顶

部是高约 50米的第二级飞船。今年 4月 20日，“星舟”以及飞

船集成系统首次试验发射时，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前就发生了

爆炸。

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网站介绍，“星舟”的首次试飞提供

了许多经验教训，直接促进了对火箭和地面基础设施的多次

升级。

“星舟”属于可回收火箭，比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现有的“猎

鹰 9”和“猎鹰重型”运载火箭更大，其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

送至地球轨道、月球和火星等。

美“星舟”火箭第二次试射发生爆炸

近日，在日本川崎市，空中索道机器人在面向媒体的试验
说明会上演示运送商品。

日本松下公司、东急公司和国土交通省下属都市再生机构
近日在东京附近的郊区启动试验，探索依靠空中索道运行的机
器人配送服务，以解决物流从业人员不足、成本上升和郊外居
民尤其是老年人购物不便等问题。 新华社记者 钱铮 摄

日本试验空中索道机器人配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