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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展

又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在北半球，大地

回暖，候鸟离开越冬地，北飞回到繁殖地。

5 月 14 日是 2022 年第一个“世界候鸟

日”，今年的主题“熄灯，让候鸟安全回家”

聚焦光污染，提醒人们关注光污染对候鸟

的影响。

一

据悉，世界候鸟日诞生于 2006 年，最初

定于每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2018 年，世

界候鸟日增加至一年两个日期，即每年五月

和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专家指出，这其实与候鸟迁徙的规律更

为吻合。因为候鸟一年中要进行两次方向相

反的迁徙过程，而每一次迁徙过程，都是一次

漫长而充满考验的旅途。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看来，鸟类是广泛

的生物多样性状况和趋势的最准确表征之

一。许多重要的鸟类栖息地，生长着众多濒

危动植物种，在每年循环往复的迁徙过程中，

候鸟穿越从冻土地带至热带的广泛地区，通

过保护候鸟和它们的生存环境，人类就能更

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迁徙长路漫漫，旅途极尽艰辛。

这些鸟类平日栖息在远离城市的自然环

境，迁徙时则不得不穿越城市。不少鸟类为

了躲避日间出没的猛禽等天敌，往往选择夜

间飞行。

在研究者看来，候鸟特别容易受到光污

染，许多夜间迁徙的鸟类，如鸭子、鹅、鸻、海

燕和各种鸣禽，都极易受到光污染的影响。

海燕和海鸥等海鸟，在陆地和船上也会因为

人造光源而陷入危险境地。

有研究显示，光污染对动物的影响非常

大。受光污染影响，草地等开放环境中的鸟

类会比正常情况提前一个月开始筑巢，封闭

林地环境中的鸟类会提前 18 天开始筑巢，

光污染还使得封闭栖息地的鸟类的窝卵数

增加 16%左右。

二

明亮的灯光，点亮城市的夜空，彰显现代

生活的繁华，也藏着不易察觉的污染。

所谓光污染，是 20世纪 30年代由国际天

文界提出的。最初是因为城市室外照明对天

文观测造成负面影响，也被称为“噪光污染”

“光害”“光干扰”等，是范围最广的污染形式

之一，却极易被忽视。

对于光污染，最为人知的定义是指“改变

生态系统中光和暗的自然模式的人造光”。

过量的光辐射对人类生活和生产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的现象，属于物理污染，给人们正

常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破坏生态环境并损害

人体健康的各种光，包括可见光、红外线和紫

外线等。

目前，全球夜间使用人造光的情况越来

越多。卫星监测显示，从 2012 年到 2016 年，

人工照明的户外面积每年增长 2.2%。根据

2021 年的一项最新研究，这个数字可能会

更大。

今天，超过 8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明亮

的天空”下，在欧洲和北美，这个数字接近

99%。照明的增加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环境，

并对包括许多候鸟物种在内的野生动物造成

了影响。

而在世界各个城市中，繁华度越高，夜晚

就越亮，“不夜城”破坏了昼夜模式，改变了自

然环境的微妙平衡。

对人类而言，这种“人工白昼”不仅危害

视力，还会干扰大脑中枢神经，使身体功能的

昼夜规律发生紊乱，扰乱机体“生物钟”。

而对动物生殖周期和候鸟迁徙活动来

说，则对其正常繁衍带来了严重威胁，用光源

来判断方位的动物会因此迷失方向，用波长

来判断温度的植物也会迷失季节。

研究表明，平均每年有 400万只鸟因把高

楼灯光误当成星光，或撞上而亡，或力竭而死；

一个小型广告灯箱一年可以“吸引”并“杀死”

35万只昆虫；靠近街灯的树木枯萎得更快。

三

2022 年第一个“世界候鸟日”的主题，就

是要提高人们对光污染问题及其对候鸟的负

面影响的认识，呼吁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减

少光污染。

在联合国《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

约》（CMS）执行秘书长艾米·弗兰克尔看来，

静谧的夜空与清洁的水、空气和土壤一样具

有保护价值。

国际社会也在努力减少人造光对迁徙物

种的影响。

2020年 2月，《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

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野生动

物光污染准则”的决议，批准涉及海龟、海鸟

和候鸟的光污染指南。

目前，各方正在制定以迁徙陆鸟和蝙蝠

为重点的新指南，并将于 2023 年 CMS 第 14
届缔约方大会上提交讨论。

不仅如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

采取措施，比如，在春季和秋季鸟类迁徙时

段，调暗建筑灯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针对日

趋严重的光污染问题，修改环境保护相关法

律，明确光污染的法律定义，规定预防、控制、

治理光污染的相关法律条款，并出台了照明

设施或景观灯的管理规定。

对于公众而言，应该正确认识光污染的

危害，关注自己的生活环境，避免长时间暴露

在光污染环境中；生活中保留必需的照明，选

用光线稳定且柔和的灯具，既节约能源也避

免鸟类在迁徙途中被灯光吸引。

熄 灯 ，让 候 鸟 安 全 回 家
静谧的夜空与清洁的水、空气和土壤一样具有保护价值

毕振山

英国和欧盟近日围绕“北爱尔兰议定书”

再起争端。英国要求就此文件重新谈判，并

威胁可能会单方面废除相关内容。欧盟则警

告英国的行动可能引发贸易战。

在分析人士看来，“北爱尔兰议定书”问

题属于英国“脱欧”的后遗症之一，此次发酵

与北爱尔兰地方议会选举有关。从当前局势

来看，英欧双方都不太可能让步，矛盾短时间

内恐怕难以化解。

英国北爱尔兰地方议会 5月 13日选举新

一届议长，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议席数第

二多的民主统一党拒绝参与投票，导致议长

难产。民主统一党领袖杰弗里·唐纳森说，在

英国政府和欧盟解决关于“北爱尔兰议定书”

的纷争之前，民主统一党方面决定不支持地

方议会议长选举。

“北爱尔兰议定书”是英国和欧盟达成的

“脱欧”协议的一部分。根据协议，北爱尔兰

地区留在欧洲单一市场与欧盟关税同盟内，

以防止爱尔兰岛内出现陆上“硬边界”。欧盟

法律在北爱尔兰地区也仍然适用。与此同

时，从英国大不列颠岛进入北爱地区的部分

商品需要接受海关和边境安全检查。

英国正式“脱欧”后，对该议定书的不满

开始出现。英国方面认为该议定书干扰北爱

地区贸易，造成北爱地区与大不列颠岛的分

隔，因此要求修改议定书。

在北爱尔兰地区，支持英国统一的民主

统一党也认为“北爱尔兰议定书”削弱了该党

的地位。今年 2 月，来自民主统一党的时任

北爱尔兰首席部长保罗·吉万因对“北爱尔兰

议定书”的内容不满而宣布辞职。但在 5 月

初的地方议会选举中，民主统一党还是不敌

主张北爱尔兰“脱英”的新芬党。

正是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在“北爱尔兰议

定书”问题上采取了强硬态度。5月11日，英国

外交大臣特拉斯拒绝了欧盟去年提出的针对该

议定书的修改建议，包括削减海关手续、简化认

证和减少边检等。特拉斯说，英国希望通过谈

判得到解决方案，否则将“不回避采取行动”。

5 月 12 日，特拉斯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谢夫乔维奇通电话。特拉斯表示，除非欧盟

在谈判中表现出“灵活性”，否则英国可能单

方面废除“北爱尔兰议定书”部分内容。谢夫

乔维奇则表示，该议定书是国际协议，“任何

单方行动都不能接受”。

有分析人士指出，“北爱尔兰议定书”虽

然为英国尽快“脱欧”奠定了基础，但在北爱

尔兰和大不列颠之间设置边检一事，从英国

方面来说不可能长期接受这一安排。如今，

民主统一党以不参加议长选举和地方政府为

由施压英国政府，英国政府为维护北爱地区

稳定只能转而施压欧盟修改该协定。

从欧盟方面来说，出于维护爱尔兰方面

和欧盟整体的利益，欧盟也不太可能在该问

题上让步。谢夫乔维奇明确表示，对于英国

任何单方面的举动，欧盟都将通过法律行动

予以回应，这些行动还可能升级为贸易战。

分析人士认为，对于英国和欧盟来说，争

端升级将对双方的贸易关系造成冲击，这是双

方均不愿看到的结果。目前，美国方面有意就

这一问题展开斡旋，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提到

“双方必须把握分寸”。因此，双方很可能继续

就这一问题互相施压并展开谈判，但这一问题

的敏感性决定了争端很难在短时间内化解。

“北爱尔兰议定书”问题再次发酵

新华社记者 邓仙来

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12 日至 13 日在

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国在会议期间宣布

将投资 1.5 亿美元用于与东盟国家开展多领

域合作。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数月来炒作这

次会议具有所谓“历史性意义”，但讽刺的是，

美国对东盟国家的关键经济诉求几乎未做实

质性回应。同时，美方继续推销其“印太战

略”，意欲挑起地区国家间的对立。但美方企

图注定失败，相关做法也无法阻止其全球霸

权的衰落。

霸道办会走形式

本次会议的筹备过程并不顺利。此前，

美国单方面宣布会议在 3 月 28 日至 29 日举

行，这一霸道做派引发多个东盟国家领导人

不满，最终美方不得不推迟会期。

从两天的会议日程来看，美国总统拜登

只出席了 12 日的欢迎晚宴和 13 日下午与东

盟领导人的集体会见。满打满算，拜登与千

里迢迢来参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见面时间仅

约 3个半小时。美方对其口中“重要伙伴”的

招待着实难言热忱。

白宫 12 日介绍了此次会议上美国提出

的与东盟国家的 1.5 亿美元投资合作项目。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理查

德·方丹说，这一金额注定会引来令美方尴尬

的比较。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批准了

40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援助。

柬埔寨贝尔泰国际大学资深教授约瑟

夫·马修斯认为，相较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可以看出美国并未真正重视与东盟的合作。

挑动对立难奏效

美国在此次会议上推出的与东盟国家合

作项目难掩美方叵测居心。

据白宫介绍，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向东南

亚和大洋洲地区部署一艘巡逻舰，作为协助

域内国家进行海上安全执法训练的平台。同

时，美国将把向东南亚国家提供舰船和额外

国防设备作为优先事项，以增强该地区沿海

国家的海洋执法能力，促进所谓“印太地区自

由与开放”。此外，美国国务院和海岸警卫队

将首次从美国本土派遣教官，帮助东南亚国

家海洋执法部门提高“执法能力”。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这些动作的目的不

言自明，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但东盟国家

并不愿选边站队，美方企图注定无法实现。

印尼总统佐科在启程前说，印尼打算强

调，东盟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伙伴都保持

开放。东南亚国家打算在不损害与其他国家

关系的情况下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霸权衰落不可逆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希望通过此次会议

向东盟国家表明，俄乌冲突不会降低美国对

亚太地区的关注，同时拉拢东盟国家抗俄、遏

华。然而，美方施压胁迫他国的做法注定失

败，美国霸权衰落已是不可逆趋势。

马来西亚政治分析人士阿兹米·哈桑表

示，美国欲从地缘政治角度来搞操控，此前在

俄乌冲突问题上对东盟施压但并未成功。从

东盟的角度看，经济议题才是最重要的。

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韦罗

妮卡·萨拉斯瓦蒂说，美国害怕失去在亚太地区

的控制权。在国内经济体系动荡的情况下，美

国欲采取在国际上搞“小圈子”的方式来维持其

霸权地位，但这正是其走向衰落的表现。

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研究

员里扎尔·苏克玛说，全球地缘政治的发展历

史已经证明，当中小国家面临超级强权施压

而不得不做出选择时，其选择结果往往与强

权国家的期望相反。

（据新华社华盛顿 5月 14日电）

美办峰会霸道待客 挑动对立不得人心
美国欲采取在国际上搞“小圈子”的方式来维持其霸权地位，但这正是其走向衰落的表现

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5月14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
少10人死亡、3人受伤。布法罗市警察局局长格拉马利亚说，枪手是
名18岁男性，身穿战术装备并戴头盔，还通过摄像头在线直播枪击
过程。发生枪击的超市位于布法罗市中心以北 3公里处，超市所在
社区以非洲裔居民为主。

图为 5 月 15 日凌晨，警察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枪击案
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张杰 摄）

美国纽约州一超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0死3伤
新华社记者 华义

5月 15 日是冲绳回归日本本土 50 周年纪念日，日本

政府和冲绳县政府当天在东京和冲绳共同举办“冲绳回

归 50周年”纪念活动。

半个世纪过去了，冲绳人在日本依然遭遇根深蒂固

的歧视，冲绳美军基地成为冲绳人的梦魇，它对冲绳造成

的重负与日本其他地区相比明显“不公平”，当地的经济

发展仍受制约。

遭歧视被辱“土人”

历史上，冲绳曾是独立的琉球王国，日本明治维新后

吞并琉球，并于 1879年设置冲绳县。1945年冲绳战役是

二战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战役，当时冲绳人口约四分

之一死于冲绳战役。战后冲绳被美国“托管”，1971年美

日私自签订《冲绳返还协定》，次年 5 月冲绳施政权被美

国移交给日本。

如今，冲绳人在日本依然遭遇根深蒂固的歧视与不

公，难以消除。

不久前，冲绳一名警察使用警棍打破学生眼球。上

百名冲绳年轻人围堵当地一个警察局，投掷石块、瓶子等

进行抗议。不少日本网民辱骂这些冲绳人为“土人”。

2016 年 10 月，冲绳的一场抗议活动中，调来执勤的

大阪警察与冲绳民众发生言语冲突，有警察甚至用“土

人”辱骂抗议者。“土人”是日本人对琉球人等原住民的蔑

称。当时在抗议现场的日本作家目取真俊事后感慨地

说，当面说出这种侮辱性发言，更真切感受到这种歧视。

美军基地成梦魇

琉球群岛一直被日美两国政府视作在东亚的军事

“前哨”和“堡垒”，美国将冲绳施政权移交给日本后仍然

保留了大量美军基地。公开资料显示，冲绳县面积只占

日本的 0.6%，但驻日美军基地约 70%集中在冲绳县。由

于驻日美军在日本拥有治外法权，不受日本司法管辖，因

此美军基地集中于冲绳，导致美军引发的安全事故、飞机

噪音、犯罪事件等问题长期严重影响冲绳人的日常生活。

据冲绳县统计，从 1972 年到 2019 年，驻日美军及军

属在冲绳共犯罪约 6000次，其中不乏抢劫、强奸、杀人等

恶性犯罪。此外，美军交通事故累计造成超过 4000人死

伤，美军军机多次在冲绳发生坠毁、紧急迫降等事件。

面对冲绳驻日美军的种种劣迹，日本政府长期以来

采取“爱莫能助”的姿态。遇到驻日美军侵害冲绳民众的

重大事件时，日本政府往往只是口头表示遗憾，希望美军

“下不为例”。

不少日本人对政府的这种姿态十分愤怒不满。14
日，来自日本各地的数千民众参加了冲绳民间团体“冲绳

和平运动中心”组织的大规模集会游行活动。

经济发展仍受制

50年来，冲绳美军专用设施面积占日本全国的比例

不减反增，从回归时的 58.8%上升到约 70%，这让冲绳人

一直感觉受到不公对待。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日前向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递交了“为实现和平富足冲绳的新建议

书”。建议书指出驻日美军基地集中在冲绳的现状是“结

构性和歧视性”问题，要求减轻冲绳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

担等，最终实现“没有基地的和平之岛”。

由于日本政府和美国在冲绳推行军事基地化，冲绳

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为落后，冲绳县人均收入仅

为日本全国的约七成，长期处于日本全国最低水平。《朝

日新闻》日前一项调查显示，约 90%的冲绳人认为冲绳和

日本本土有各种各样的差距。

成员以冲绳原住民女性为主的民间团体“琉球原住

民族找回灵魂之会”不久前召开记者会，发表了反对纪念

所谓冲绳“回归”日本 50 周年的意见书。她们指出：“现

在琉球、冲绳人的生命、骄傲和尊严仍被忽视，军事殖民

地仍在继续，现在的冲绳不是庆祝‘回归’的时候。”

（据新华社东京 5月 15日电）

冲绳回归 50年：

歧视不公犹存
经济发展受制

5月15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人们参加裹粽子比赛。
由马来西亚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隆雪华堂）妇女

组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二届裹粽子比赛 15 日在吉隆坡举
行。本届比赛主题为“粽情粽意·与爱同行”，共有16支队伍
参赛。他们通过现场制作各具特色的粽子，表达各自对于中
华美食文化的理解，共同迎接传统节日端午节的到来。

新华社发 （张纹综 摄）

马来西亚举办裹粽子比赛

5月15日，在日本冲绳，警察在冲绳回归日本本土50
周年纪念仪式现场外阻拦抗议者。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