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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日宣布禁止国内一部分大米的出

口，这引起全球市场对大米价格上涨的担

忧。有分析指出，印度禁止出口大米与该国

面临的大米供应紧张和通胀持续有关。作为

大米出口大国，印度的禁令可能会加剧全球

粮食安全危机。

印度政府 7 月 20 日宣布，为保障国内市

场供应，将禁止除蒸谷米和印度香米外的大

米出口，即日生效。在此之前，市场就已经有

消息传出印度将禁止大米出口。

据媒体报道，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

出口国，去年大米出口量达到 2220 万吨，约

占全球大米总出口量的 40%，超过了泰国、越

南等大米出口大国的总和。

然而，今年受高温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

影响，印度的大米产量受到打击，价格随之上

涨。今年以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大米零售

价格上涨了 15%，全国平均价格上涨了 8%。

在此情况下，印度政府试图通过限制出口来

拉低国内大米价格。

事实上，这并不是印度政府第一次对农

产品实施出口管制。

去年 5 月，受俄乌冲突引发全球小麦价

格上涨影响，印度的小麦出口增加，导致国内

面临供应不足。为此，印度政府推出了小麦

出口禁令。去年 9 月，印度政府为平抑国内

大米价格，又禁止出口碎米，并对白米和糙米

出口征收关税。去年 11月，印度政府取消了

对碎米的出口限制。

有分析指出，与前几次限制农产品出口一

样，印度政府这次重新对大米出口实施限制，

首先考虑的还是国内供应。粮食问题事关民

生，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限制大米出口，也是为了拉低印度

整体的通胀率。今年 6 月，印度的消费者价

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4.81%，高于市场预

期。而推高通胀的主要因素，正是农产品和

蔬菜等商品的价格。除了大米价格上涨外，

最为外界关注的是西红柿价格飙升。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极端天气、病虫害

等因素导致西红柿产量下降，印度一些地区

西红柿价格相比年初上涨了 7倍。作为印度

民众“菜篮子”中的重要种类，西红柿短缺影

响到了民众的日常饮食，也引发一些争抢西

红柿的案件。有经济学家预计，如果西红柿、

土豆等蔬菜价格继续上涨，印度的通胀率只

会有增无减。

此外，印度明年将举行大选，总理莫迪为

了争取民心、赢得选票，也需要展示出政府控

制通胀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限制大米出口对本

国并不会造成太大损失，顶多让出口商少赚

一些。但是从全球市场来看，此举可能会加

剧粮食短缺。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此前发布的报告

指出，2022 年全球约有 9 亿人处于重度粮食

不安全状况。在全球经济疲软、地区冲突和

极端天气等因素叠加影响下，今年全球严重

粮食不安全状况恐怕会继续增加。

具体来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全球大

部分水稻产区面临降雨量减少的干旱天气。

泰国、越南等大米出口国此前已经调低了今

年产量预期。有机构预测今年全球大米产量

可能创下 20 年来新低。而进入 7 月以来，全

球大米价格已经达到 11年来最高水平。

正因如此，印度限制大米出口，势必会对

全球粮食短缺产生雪上加霜的作用。印度大

米出口 100 多个国家，其中贝宁、塞内加尔、

科特迪瓦等进口印度大米的国家受出口限制

措施影响预计最为严重。非洲国家的粮食进

口受俄乌冲突影响已经出现缺口，印度的举

措可能会加剧一些国家的饥饿状况。

分析人士指出，从印度以往的出口禁令来

看，此次限制大米出口可能是权宜之计。待国

内价格开始下降、大米供应充足之时，印度可

能会取消限制措施。全球市场大米短缺加剧，

也会促使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印度施压。

但是，鉴于地区冲突和极端天气等情况

有可能常态化，国际社会亟须寻求保障粮食

安全的长久之计。唯有如此，全球粮食供应

才能免受偶然事件的冲击。

新华社记者 赵家淞

比 比·扬 仍 记 得 20 多 年 前 的 那 个 下

午—— 美 军向她所居住的村庄投掷集束炸

弹，母炸弹分裂成子炸弹袭向村庄。那是

2001 年 10 月 24 日 14 时 30 分许，随着一阵巨

响，房屋震动，窗玻璃碎裂，她的孩子们在血

泊中打滚哀嚎。

“那一天很可怕，一边是战机，另一边是

浓烟，我们在大火中被烧伤……有的人手骨

折了，有的人腿受伤，还有人被当场炸死。”扬

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扬居住在阿富汗赫拉特省赫拉特市沙提

尔堡村。在美国政府近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集束炸弹引发国际社会批评后，新华社记者

走访了这个当年遭美军集束炸弹袭击的村

庄，实地了解集束炸弹给阿富汗民众造成的

伤害。

在那场集束炸弹袭击中，有数颗子炸弹

落入扬的家中，她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媳被

当场炸死，孙子当时只有 8个月大，腿部被弹

片击伤，已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集束炸弹比普通炸弹杀伤力更强，造成

平民伤亡可能性更大。美军曾在阿富汗战

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大量使用集束炸

弹，给这些国家的民众带来无法磨灭的伤痛。

在采访中，扬让站在一旁的孙子撩起裤

腿，展示腿上伤疤。幼时弹片刺入留下的痕

迹依然醒目。

该村另一名幸存者纳西尔·艾哈迈德回

忆：“当时我 30岁，袭击发生时我的母亲正在

烤馕，我的妻子在洗碗，但突然美军飞机投下

炸弹。一瞬间，炸弹就夺走我妻子的生命，家

里还有 8人受伤……”

艾哈迈德说，美军当时以打击塔利班武

装人员为由对村庄展开袭击，大量平民却成

了受害者。“没有人道歉或赔偿受害者。”他说。

村中老人马希丁·汗告诉记者，袭击发生

时他正在亲戚家，“进门时，一股强风把我扫到

空中又摔落在地，两三分钟后才恢复意识。可

我的叔叔、婶婶、表兄弟姐妹全部遇难”。

汗说，美军没有任何警告，战机突然出

现，几分钟就把整个村庄炸毁，空气里满是灰

尘和烟雾。他与其他幸存者在废墟中挖出

11具亲人遗体，将他们下葬。

据统计，美国入侵阿富汗 20 年间，使用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夺去至少 3万名阿富汗平

民的生命。集束弹药联盟数据显示，2001 年

与 2002年，美军在阿富汗投下 1200余枚集束

炸弹，内含超过 24万枚子炸弹。

据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介绍，超过

20%集束炸弹的子炸弹在撞击时不会当场爆

炸，已成为平民伤亡的一大根源。该组织说，

他们在赫拉特省的多次救援行动中发现大量

被集束炸弹炸伤的平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儿童是集束炸

弹的主要受害者。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6

月，在涉及战争遗留爆炸物或地雷爆炸的

541起事件中，有 640名阿富汗儿童被炸死或

炸伤，约占平民伤亡人数的 60%。该组织曾

提醒当地平民，谨防儿童被未爆的集束炸弹

子炸弹伤害，一些外壳呈鲜黄色的子炸弹“对

儿童有很大吸引力”。

（据新华社阿富汗赫拉特 7月 23日电）

印度大米出口禁令影响几何

“没有人道歉或赔偿”
——阿富汗受害者控诉美军使用集束炸弹

新华社记者 宋盈 朱瑞卿 邱夏

“芬太尼”近日在美国涉华“谎话榜”上成

为热词。美国国会参议院部分议员再次拿芬

太尼问题向中国发难，将这种阿片类药物在

美国国内的滥用问题甩锅中国，上演又一场

“谎言秀”。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芬太尼危机的根源

在自身，一些美国政客却编造谎言甩锅推责

他国，这已成为他们处理国内棘手难题的惯

用套路，实际上美国企图“内病外治”根本行

不通，只会害人害己，也使得国际社会日益看

清美国“谎言帝国”的真面目。

“谎言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特征”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曾在一次

演讲中承认，必要的谎言是美国二战后外交

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年来，美国一些政客打着“自由、民主、

人权”等旗号，对许多国家肆意诽谤诋毁，制造

战争动乱，把侵略干涉美化成推进所谓“民

主”，把巧取豪夺粉饰成“维护正义”，把生灵涂

炭描绘成“保护人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1964 年，美国政府宣称美军军舰在北部

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击。美国国

会随后通过所谓“北部湾决议案”，批准政府

全面介入越南战争。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

局发布报告承认，当时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

可能”根本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

2003 年，美国基于所谓“拥有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理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任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拿

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信誓旦旦地声

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如今 20 年过去，美国在伊拉克从未发

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踪影。

在苏丹，美军轰炸制药厂，称该厂正在

“生产化学武器”，后来调查发现该厂在为苏

丹民众生产药品；在叙利亚，美国资助“白头

盔”组织制作虚假视频，捏造叙利亚拥有化武

的证据，武装干涉叙内政。

澳大利亚“对话”网站文章指出，几十年

来，隐瞒、欺骗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一直是美国

国家安全政策的特征，一届又一届政府试图

借此误导对手，或掩盖错误和失败。

把说谎当做“课程”

曾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的前国务卿迈克·蓬

佩奥曾在2019年一次讲话中“交底”：“我们撒

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

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

荣耀。”

美国确实将编造谎言变成了不断重复练

习和实操的“课程”。从“强迫劳动”“新冠溯

源”“间谍气球”到“芬太尼”问题，美方无视自

身严重问题，在涉华议题上捏造大量谎言，变

换花样给中国扣帽子、泼脏水。这些谎言在

事实面前不堪一击。

2020年，蓬佩奥启动“清洁网络”计划，谎

称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

大威胁”，企图在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

兜售这一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

前往多个国家游说。迄今，欧美国家未发现华

为等中国企业的电信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但这

并不妨碍一些美国政客进行诋毁抹黑。

近期，美国官方和媒体又就所谓中国在

古巴修建“间谍设施”散布一系列自相矛盾的

信息，无视自己对多国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窃

听窃密的劣迹。

国际信誉严重滑坡

“我对美国的未来深感忧虑，因为我们看

到自己身处一个将谎言正常化的时代。”今年

6 月，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前任

所长福奇指出，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在美国盛

行，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基础。

近年来，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中产阶

级收入停滞，贫富差距不断增大。面对自身

结构性问题，美国政府选择把国内深层次结

构性矛盾甩锅到他国身上，寻找“替罪羊”。

《南华早报》评论文章指出，要让人们害

怕一种抽象威胁并将其变成直接威胁，需要

最非同寻常的虚假信息宣传。对美国政客来

说，中国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重大因素，会让

美国民众分散对自己社会所面临严重问题的

注意力。

但谎言是有反噬作用的，美国国际信誉

因此不断下滑。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定不再用

美元进行贸易。这意味着美国的霸权模式正

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

尼加拉瓜外交部长蒙卡达认为，面对

美国的抹黑和诋毁，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

面必须揭露美国的国际罪行和谎言，另一

方面应努力捍卫真理、独立、国家主权和人

民尊严。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2日电）

祸害世界的美式谎言

新华社记者 李超 任珂

“损害对华经济关系是愚蠢行为！”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塞

维姆·达代伦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说，如果不同

中国密切开展合作，德国和欧洲都将在这个全球化世界中面

临自我孤立、工业衰退风险。

达代伦目前担任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左翼党小组负

责人。不久前，她访问了中国北京、上海、四川等地。

达代伦告诉记者，通过和中国各界人士交流，自己感受到

中国同德国和欧洲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意愿，感受到中国人

在思想和行动上都非常看重共同利益，不愿意看到对立对抗。

她强调，中国是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进口的

产品以及中国市场对德国都十分重要。越来越多德国企业前

往中国，德中合作的背后是德国数十万个就业岗位。

达代伦表示，对中国的访问令她越发认识到，一些西方人

对中国的印象与中国的现实相差甚远，不少德国普通民众对

中国也缺乏了解。德国和欧洲需要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和对

话，以消除偏见、加强相互理解。

达代伦说，德国眼下有部分人用所谓“去风险”一词来框

定对华合作政策。实际上，这些人打着“供应链多元化”“增强

德国经济韧性”等幌子，真正追求的是“可控的对华‘脱钩’”。

其实他们也知道，如果搞对华“脱钩”失去控制，将导致德国发

生“去工业化危机”，并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

谈及欧洲战略自主，达代伦表示，欧洲如果想实现外交、

安全和经济政策自主，先决条件是摆脱美国和北约所采取的

对抗路线。只有这样，拥有战略自主的欧洲才能满足欧洲人

民对和平、安全和繁荣的追求，同时在未来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新华社柏林 7月 22日电）

“损害对华经济关系是愚蠢行为”
——访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塞维姆·达代伦

当地时间7月 22日，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大熊猫“美香”享用生日蛋
糕。旅居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的雌性大熊猫“美香”当天迎来25岁生日。2000年底，“美香”
和雄性大熊猫“添添”抵达该动物园。旅美20余年间，“美香”先后诞下4只健康大熊猫幼崽，
包括2020年出生的“小奇迹”。 新华社发（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 供图）

据新华社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

爽 21 日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人道问题时发

言说，中方希望早日恢复俄罗斯和乌克兰粮

食与化肥出口。

耿爽说，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以

及关于俄罗斯粮食化肥出口的谅解备忘录，

对于保障全球粮食供应、稳定全球粮食市场

具有重要意义，应得到均衡、全面、有效执

行，并解决好有关方面的合理关切。中方希

望有关各方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大局出发，

特别是从缓解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出发，同

联合国有关机构共同努力，加紧对话协商，

坚持相向而行，争取平衡解决各方合理关

切，早日恢复俄罗斯与乌克兰粮食与化肥

的出口。

耿爽说，一段时间以来，乌克兰地面形

势持续升级，扩大化趋势愈发明显，多处重

要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中方呼吁当事方保

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循国际人道法，避免袭

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全力遏制冲突扩大

化趋势，防止引发更大规模的人道危机。

耿爽表示，解决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有关

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乌克兰问题的政

治解决。中方再次呼吁冲突当事方尽快重

启和谈，呼吁国际社会为此创造良好条件。

中方希望早日恢复
俄乌粮食与化肥出口

旅美大熊猫“美香”
迎来25岁生日 新华社雅典7月23日电（记者陈占杰）连日来，希腊东南

部的旅游胜地罗德岛发生多起野火，约 1.9万人被转移到安全

地带。

据希腊雅典通讯社 23 日报道，撤离行动从 22 日晚开始，

其中约 3000 人经海路撤离，其余约 1.6 万人经陆路撤离。报

道说，这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员撤离行动。

从 18 日下午开始，罗德岛多处发生野火。由于高温、干

燥和大风，几处已经扑灭的野火 22 日复燃，政府随后开始组

织危险地区人员撤离。消防部门说，罗德岛有不到 10%的客

房受到影响。

雅典通讯社说，目前有 266 名消防人员、49 辆消防车、10
架飞机和 5架直升机在罗德岛参加扑火行动，克罗地亚、土耳

其等国提供了援助。

据报道，22日晚有 6人因呼吸问题被送入医院，但随后出

院。目前有两人在住院治疗，其中一人撤离时发生骨折，另一

人为孕妇。

近日，希腊各地因极端高温、干燥和大风天气发生数百起

野火。消防部门说，受热浪影响，罗德岛和雅典所在的阿提卡

大区等区域，23日发生野火的风险仍然较高，应提高警惕。

希腊罗德岛野火导致1.9万人撤离

新华社达卡7月22日电（记者孙楠）孟加拉国警方 22日

说，该国恰洛加蒂县当天发生一起客车落水事故，造成至少

17人死亡、45人受伤。

当地警察局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一辆客车当天上

午失控冲出公路坠入路边的湖中，13名乘客当场死亡，另有 4
人送医后不治身亡。所有伤者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因部

分伤者伤情较重，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

孟加拉国交通事故频发。路况复杂、车况不佳、司机违反

交通规则及交通部门缺乏监管是主要原因。

孟加拉国一客车落水致17人死亡

这是当地时间 7月 22日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贝德福德
拍摄的一辆几乎被洪水淹没的汽车。

加拿大东部新斯科舍省近日遭遇暴风雨天气，强降雨
引发洪水，造成 4 人失踪。该省政府 22 日宣布全省进入紧
急状态。 新华社发（新斯科舍省政府供图）

加拿大东部暴雨引发洪水

当地时间7月23日，一名男子在马德里一处投票点内投
票。西班牙23日举行议会选举，全国约3750万选民将投票决
定350个众议院席位和208个参议院席位归属。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西班牙举行议会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