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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土库曼斯坦举行盛大仪式，庆祝该国全新建造的智慧城市阿卡尔达格落成。这是当天拍摄的落成
仪式上的表演。 新华社记者 魏忠杰 摄

英国人格雷厄姆·赛克斯已有九名孙辈，却没有
像多数老人那样含饴弄孙，而是依然追逐速度与激
情。赛克斯最近驾驶蒸汽摩托车，打破了该车型陆
地行驶最高时速纪录。更令人吃惊的是，这辆车是
他在自家后花园里自己动手造出来的。

据英国《每日邮报》28 日报道，赛克斯来自约克
郡，是一名精密机械工程师，本周迎来 60岁生日。他
在自家花园的小工作间里，使用最先进的 CAD建模和
数控加工技术，设计并制造出一台两轮蒸汽摩托车。

5月 21日，他在埃尔温顿举办的“速度周”中，驾驶
这辆摩托车跑出了时速 263.6公里的成绩，大幅超越先
前的陆地行驶蒸汽摩托车最快纪录。先前纪录为时速
129.57公里，由美国人比尔·巴恩斯创造于 2014年。

（均据新华社）

英国祖父自制蒸汽摩托
破速度纪录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9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
道：亚太国家多位专家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
出，他们对日本政府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的方案表示
担忧和失望，强调核污染水排海将给太平洋的生态带来不
利影响。

斐济南太平洋大学学者凯什米尔·马昆日前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近期的核污染水排海设备试运行

“令人遗憾”。太平洋国家此前曾多次“明确反对”，认为日
本不应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专家和科学家们告诉我们，
这会对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马昆援引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亨利·普纳的话说，
“太平洋岛国人民是大海的人民。海洋对我们的生活、文
化和生计至关重要。任何损害海洋健康的事情都值得严重
关切”。

南太平洋大学新闻项目顾问卡林加·塞纳维拉特纳
说，日本应尊重《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尊重太平洋岛国
人民的意愿，不要让核污染水污染海洋。他认为排入海洋
的放射性物质会随洋流和潮汐扩散，存在污染鱼类等海洋
生物的风险。

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与创新局下属核能局海洋放射生
态学家穆达哈尤·马克穆尔说，福岛核污染水中含有放射
性物质氚，随着核污染水大量排放，氚在海水中的含量是
否会大幅增加、是否会对生态产生影响，这令人担心。此
外，核污染水中除了氚，还含有其他放射性物质。

亚太专家对日本核污染水

排海方案表示担忧

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新西兰总理
希普金斯 28 日以“十分积极且具有建设性”
评价当前新中关系，并表示两国关系对新西
兰而言非常重要。

今年 1 月就任总理后，希普金斯多次表
示重视中新关系，将继续加强同中国合作。
中新关系长期“领跑”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
近 十 年 持 续 健 康 稳 定 发 展 ，是 不 同 社 会 制
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国家友好关系的典
范。在世界面临阵营对抗风险加剧的当下，
新 西 兰 的 对 华 交 往 之 道 至 少 有 三 点 值 得 其
他西方国家深思。

第 一 点 ，不 盲 目 附 和 反 华 论 调 ，独 立 自
主 地 做 出 符 合 本 国 原 则 和 利益的选择。美
国近年来一直在搞对华遏制打压的小圈子。
新西兰虽是美国传统盟友，但并没有盲目跟
从，而是保持清醒和定力，从自身长远利益出
发发展对华关系。2021 年 1 月，美英加澳四
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问题指手画脚，
新西兰没有加入；针对“五眼联盟”在人权等
议题上对华联合施压，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
塔明确表示，新西兰对“五眼联盟”扩大权限
感到不安；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说，他曾顶
着压力拒绝了对华施加更强硬态度的要求，
因 为 他 认 为 中 国 不 是 某 些 人 眼 中 的“ 侵 略
者”。一个国家只有保持独立自主，才能握牢
自身命运、捍卫自身利益，在与他国交往时才
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排除干扰，得
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第二点，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秉持理性务
实态度，聚焦互利共赢合作。新西兰有句毛
利谚语，“一块干，吃饱饭”，这个朴素的道理
贯 穿 于 新 西 兰 对 华 交 往 中 。 建 交 半 个 多 世
纪以来，中新两国发挥彼此经济高度互补优
势，不断做大共同利益蛋糕，实现合作共赢。中新双边贸
易 额 从 建 交 初 的 700 万 新 元 增 加 到 2022 年 的 400 多 亿 新
元，中国连续多年保持新西兰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
场 和 最 大 进 口 来 源 国 ，有 力 促 进 两 国 经 济 发 展 和 繁 荣 振
兴。去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新自贸协定
升级议定书正式生效，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更强劲动力。
希普金斯此次访华率领了一个庞大的经贸代表团，目的就
是探寻更多合作机遇。新西兰前总理阿德恩曾用每年往
返中新的候鸟斑尾塍鹬为喻：“斑尾塍鹬迁徙的故事说明，
两国总是彼此联系的。无论何时，合作都至关重要。我们
与中国的健康关系保证了新西兰的繁荣，极有韧性的双边
经贸往来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点，秉持和而不同的立场，在求同存异中不断扩
大双方的利益交汇点。中新两国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
同看法，但双方均视对方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是机遇而不
是威胁。正是在这种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交往基础上，
两国才能跨越差异、开拓创新、发扬“争先”精神开展友好
交往合作，两国关系才能创造了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
的多个“第一”。中新两国的交往历史证明，分歧不应定义
双边关系，重要的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新两国在维
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上有着共同利益，两国
关系的健康发展对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帮助太平洋岛国
发展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政治与国
际关系高级讲师斯蒂芬·诺克斯表示，中新关系的光明前
景源自相互尊重。“两国虽然在少部分问题上有分歧，但都
不愿意让分歧破坏本来就良好的关系。”

当前，世界形势变乱交织，人类何去何从，根本在于各
国的选择。归结起来就是，要交流不要隔阂，要合作不要
对抗，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和平不要冲突。中新两国坚持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和而不同，为世界上不同
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国家探索相处之道、应对共
同挑战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新华社记者 谢彬彬 （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

鼓岭故事跨越百年 中美人民友谊生生不息

新华社首尔 6月 29日电 中朝友谊塔内部改造工程竣
工仪式 28 日上午在平壤牡丹峰北侧的中朝友谊塔前举
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
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率朝鲜党政军领导干部及平壤市民
出席，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应邀率使馆全体馆员，在朝
中资机构、媒体、华侨代表参加。

朝鲜城市经营相任景栽在仪式上致辞表示，友谊塔是
鲜血凝成的朝中友谊的象征，对世代传承中国人民志愿军
先烈崇高精神和不朽功勋，向世人彰显在两党两国最高领
导 人 关 心 领 导 下 更 加 牢 不 可 破 的 朝 中 友 谊 具 有 重 要 意
义。朝方盛赞志愿军先烈的浴血奋斗和大无畏精神，向志
愿军烈士和参战老兵致以崇高敬意。朝鲜党、政府和人民
将不断巩固深化朝中传统友谊。

王亚军表示，中朝友谊塔见证着两国人民不畏强权、
守望相助，共同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光辉历史。在今年
中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 70 周年
之际，友谊塔内部改造工程顺利竣工，充分体现了朝鲜党
和政府对新形势下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必将更好地弘扬
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更有力地传承用鲜血凝
成的中朝传统友谊。

王亚军强调，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亲自
擘画和战略指引下，中朝传统友谊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焕
发出蓬勃生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
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让中朝传统友谊世代相传，推动
中朝合作不断结出硕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
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致辞结束后举行了敬献花圈仪式。花圈红色缎带上
书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的金色字样。全
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崔龙海和王亚军随
后共同为中朝友谊塔内部改造工程竣工剪彩。

中朝友谊塔建成于 1959年。塔身由 1025块花岗岩和
大理石砌成，象征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 年 10 月 25 日赴朝
作战。

美 国 要 求 重 返 教 科 文 组 织 三 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6 月 29 日至 30 日召开会

议 ，讨 论 美 国 重 新 加 入 该 组 织 一 事 。 美 国 曾 两
次 退 出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上 次 退 出 是 2018
年。美国此番为何又退而复返？

中朝友谊塔内部改造工程

竣工仪式在平壤举行

不断蔓延的热浪正在炙烤美国南方大部地区，
已造成至少 17 人死亡。美国政府高温健康综合信
息系统 28 日数据显示，逾 1.2 亿人处于各类高温警
戒地带。

美国气象部门 28 日说，美国南方大部地区的高
温天气可能会持续到 7 月 4 日，“许多地区将经历本
季度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高温”。

据美国媒体报道，南部持续的高温天气已造成
至少 17人死亡，其中包括得州南部韦布县的 11名老
人，以及两名在得州徒步旅行的青少年、一名邮递员
和一名巡线工人。在休斯敦、达拉斯、新奥尔良等多
个城市，市政当局和慈善机构开设降温中心供居民
和无家可归者避暑。

美国气象专家说，此次极端高温天气主要是由
“热穹顶”现象引起。

美国南部遭受热浪炙烤
至少 17 人死亡

“希望大家把鼓岭故事和鼓岭情缘传承下去、发扬光
大，让中美人民友谊像鼓岭上的千年柳杉一样，茁壮成长，
生生不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28 日向在福州举行的“鼓岭
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时强调。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跨越百年、再续新篇的鼓岭故事，
成为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佳话，助力
中美人民友谊薪火相传。

感人至深的鼓岭故事感人至深的鼓岭故事

“1992 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鼓岭，帮助她完成了
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30 多年过去了，‘鼓岭之友’和两国
各界友好人士深入挖掘鼓岭历史，积极传播鼓岭文化，为加
深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交流而不懈努力。”习近平
主席在贺信中回忆这份“鼓岭缘”。

鼓岭是福州市鼓山之北的知名避暑胜地，曾是大批在
华外国侨民的消夏目的地，但这段过往在很长时间内尘封
于历史之中。1992 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读到报
纸上的文章《啊，鼓岭！》后深受打动，特邀加州大学物理学
教授密尔顿·加德纳的遗孀访问鼓岭，帮助她完成丈夫遗
愿，鼓岭故事由此开始广为人知。

1901年，尚在襁褓之中的加德纳随父母来到福州，在此
居住了十年，一家人每年夏季都生活在鼓岭。回到美国后的
几十年间，加德纳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回中国看一看，但令
人惋惜的是，直到 1986年去世，他都未能如愿。临终前，加
德纳口中还一直喃喃念着“鼓岭”，对儿时故园充满眷念。

“鼓岭之友”成员、鼓岭历史文化研究者穆言灵说，习近平
主席在 30 多年前邀请加德纳夫人访华的决定“深具智慧，
富有远见”，鼓岭故事的传诵对促进美中人文交流具有重要
意义。

2012 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在美国
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讲述了这段鼓岭故事。“我相
信，像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还有很多
很多。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厚植中
美互利合作最坚实的民意基础。”真挚话语引发两国各界强
烈反响，鼓岭故事走向国际舞台。

2016 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复信美国林肯中学
访华学生代表团，再次提及鼓岭故事，“正如你们在福州听到

的‘鼓岭故事’所讲述的那样，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
“我十分感动。”习近平主席的老朋友、艾奥瓦州友好委

员会董事会成员卢卡·贝隆在参加论坛时说，习近平主席如
此关心并亲力亲为推动民间友好，将极大增进美中两国人
民的友谊、理解和合作。

跨越山海的民间友好跨越山海的民间友好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到多位“鼓岭之友”——拍摄了
众多鼓岭照片、103岁高龄的林恩先生，留下“我热爱中国人
民”遗言的福益华医生，把部分骨灰撒在闽江的穆蔼仁先生。

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鼓岭往事掀开面纱，鼓岭故事的
主人公由最初的加德纳家族，增加了柏龄威家族、穆蔼仁家
族、柯志仁家族、蒲天寿家族等。

穆言灵这次在来华参加“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活
动前，再次同记者一起赶到康涅狄格州南部小镇拜访林恩
先生，给他带去了猪肉白菜馅的饺子。面颊清癯、白发苍髯
的百岁老人忆起鼓岭的童年生活，自然切换到一口流利的
福州话，眼里闪动着生动光芒。

林恩是柏龄威最小的儿子，出生在福州。他年少时用
柯达相机拍摄了鼓岭老街、商店以及孩子们玩耍等场景。
老人家中至今珍藏着几本厚厚的相册。

穆言灵的公公穆蔼仁曾在福州任教，后来又作为美国
“飞虎队”成员支援中国抗战，战后留在福建协和大学教授
英语十余年。他的小儿子穆彼得就出生在福州。2015 年，
穆彼得、穆言灵夫妇来到福州，按父亲遗愿将其部分骨灰撒
入闽江。

正是那次鼓岭行之后，他们四处奔走，开启了对鼓岭历
史文化的探寻。建网站、查阅档案资料、与中国学者深入合
作，这对夫妇做了大量工作，发掘收集鼓岭相关文字资料、
图片和实物超 1000 件（套），并找到了更多“鼓岭之友”，更
多鼓岭故事走出历史的尘封，走进人们的视野。

蒲天寿曾任福州协和医院院长，四个子女都在福州生
活过，二女儿蒲美珠 2017年用流利的福州话朗诵歌谣的视
频深受网友热捧。福益华医生在福建邵武工作了 40 年，为
当地培养了多名药剂师。

每一个鼓岭故事情节各有不同，但共同承载着这些美
国友人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柯志仁外孙女毕乐

华在论坛上动情地说，中国是她外祖父母挚爱的家，是她
父辈们成长的地方，她如今来到这里，也爱上了中国和中
国人民。

生生不息的友谊之树生生不息的友谊之树

“‘鼓岭之友’的经历再次证明，中美两国人民完全可以
跨越制度、文化、语言的差异，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习近平
主席在贺信中强调。

鼓岭故事有着跨越时代和地域的生命力。继续发掘研
究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向中外民众讲好鼓岭故事具有重要
意义。

“我们都是这份遗产的继承者。”穆言灵说，鼓岭故事向
人们证明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可以求同存
异，友好情谊可以代代传承。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到的“千年柳杉”正是鼓岭情缘
传承的见证。

李·加德纳是加德纳先生的侄孙。这次重回鼓岭，他讲
述了三个“树的故事”：上世纪初，儿时的加德纳先生常和小
伙伴一起爬上鼓岭的这棵千年“柳杉王”玩耍；1992 年，加
德 纳 夫 人 结 束 对 鼓 岭 的 访 问 时 ，特 意 带 走 了 一 块 树 皮 ；
2018 年，李和哥哥来鼓岭时特意合抱了这棵老树，追忆家
族的“鼓岭之根”。

蒲天寿家族的鼓岭故事同样续写了新的篇章。这是家
族年轻一代凯蒂·巴伯第一次来中国。她一路上被众多鼓岭
故事深深吸引，被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打动。“以前总是听长
辈讲他们的故事，我亲自来鼓岭看一看就有了自己的故事，
我会在心中铭记这些故事，并讲给我的下一代听。”巴伯说。

“和平、友谊和爱”是“鼓岭之友”浓缩提炼的鼓岭精
神。一个又一个鲜活可亲的人，一件又一件温暖动人的事，
架设起一座又一座心灵的桥，拉近了中美两国人民的距
离。正如卢卡·贝隆所说，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是真实
可感的，也是坚实深厚的。

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亲
自讲述和续写的鼓岭故事，为中美民间友好交往凝聚人心，
厚植根基。愿中美人民友谊之树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新华社记者 乔继红 杨士龙 颜 亮
（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

美国目的是什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程显示，6 月 29 日至 30 日，该组
织举行大会第五次特别会议，讨论“与美国作为会员国重
返本组织有关的财务问题”。据悉，会上将决定美国能否
再次重返该组织。

美国政府于 6月初致信教科文组织，通知美国计划重新
加入该组织的决定。今年 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敦促美
国国会拨款 1.5亿美元，以便推动美国重返教科文组织。

布林肯当时在解释拨款用途时说，这不是送给教科文组
织的礼物，而是因为该组织正在做的事很重要。“他们正在制
定有关人工智能的规则、规范和标准。我们希望参与其中”。

美方官员还多次对外放风称，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有
助于美国在全球层面与中国展开竞争。

美国重返教科文组织，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还欠
账。据媒体报道，美国已累计欠教科文组织 6.19 亿美元。
美方在致教科文组织的信函中表示将在未来几年内分期
付完，包括“让美国国会 2024 财年拨款 1.5 亿美元，支付
2024年美国的分摊会费以及偿还美国的欠款”。

6月 12日，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就美国要求重新
加入该组织一事向机构会员国代表进行了通报。

国际社会怎么看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国际问题专家罗
穆亚尔德·西奥拉在 6月 15日比利时《自由报》上刊登的访
谈中表示，美国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对于多边组织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但其中“存在很多的虚伪和蛊惑”。

西奥拉认为，美国的决定是为了能够在教育、科学和

文化问题上“多一些影响力”，同时也是为了在美国总统选
举之前，旨在争取部分人士支持的“一种蛊惑行为”。

美国曾先后两次退出教科文组织。1984年，美国曾以
教科文组织存在腐败和管理混乱等问题为由，宣布退出该组
织，但在 2003年又重新加入。2017年 10月，美国又一次宣
布决定退出教科文组织，称这一决定的主要考虑包括不断增
加的欠费、机构需要根本性改革及对该组织“针对以色列持
续偏见”的关切。此次退出于 2018年 12月 31日正式生效。

针对美国随意“退群”“入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今年 6 月 13 日表示，希望美方这次所做决定是负责任
的，初衷是支持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合作。

汪文斌表示，美国曾两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该
组织工作产生负面影响。“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是很严肃的
事，如果美方这次是真心诚意重新加入，就应展现遵守国际
规则、尊重国际法治的诚意，切实履行作为一个负责任国家
应尽的国际义务，包括尽快全额补缴拖欠教科文组织多年
的会费，不能把加入国际组织当作逛公园，想来就来，想走
就走；更不能把国际组织当作地缘政治的博弈场，假国际社
会之公谋求维护所谓自身‘全球领导力’之私。”

美国“退群”知多少

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外，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
还曾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应对气候变
化《巴黎协定》、伊核协议、武器贸易条约、中导条约、开放
天空条约等国际组织或协议，其中还存在退了又返、返了
再退的情况。

比如，2018年 6月，美国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
“存在偏见”以及“无法有效保护人权”为由宣布退出，2021
年 2月又宣布要竞选 2022年至 2024年人权理事会成员，并
放言人权记录差的国家不应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曾在
《外交政策》网站撰文说，美国在认为国际秩序不利于自己
时，就按自己的意愿忽略、逃避或改变秩序。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