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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粮农事业发展的中国贡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第 43 届会议 2 日在

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任总干事选举，中方候选人、

现任总干事屈冬玉以高票成功胜选连任。

中国是粮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自该组织成立

以来，中国积极履行成员国义务，广泛参与和支持粮

农组织活动。多国农业领域官员与专家表示，中国是

粮农组织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以实际行

动践行其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在推动全球减贫和农

业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实

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重要借鉴。

法国持续多日的骚乱仍未平息，警方 7月 1日晚至
2 日晨逮捕逾 700 人，相比前两晚有所减少，受损车辆
和建筑物也呈减少趋势，政府归因于部署了大批警力。

两名警察在最新一晚骚乱中遭枪击受伤；一名地
方官员的住所遭汽车冲撞；骚乱还蔓延至邻国瑞士。

根据法国内政部初步数据，全国共 719人在 1日晚
至 2 日晨的骚乱中被捕，577 辆车和 74 座建筑物遭纵
火。被捕人数、受损车辆和建筑数量都明显少于前两
晚。内政部长热拉尔德·达尔马宁说，得益于部署大量
警力和果断行动，“这一夜较为平静”。不过，巴黎警察
局长洛朗·努内兹认为，现在说骚乱平息为时过早。

法国已经在全国范围部署 4.5万名警察和宪兵，投
入装甲车和直升机。首都巴黎及郊区有大约 7000 名
警力维持秩序，先前骚乱严重的马赛、里昂等城市执法
力量也得到增强。

内政部说，最新一晚的骚乱中，超过 20 处警察局
和宪兵营受到攻击，45 名警察和宪兵受伤。法国商业
调频电视台报道，两名警察 2 日凌晨在巴黎遭枪击，所
幸穿着防弹背心，伤势不重。 （新华社专特稿）

7 月 1 日，欧洲航天局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 9”火箭升空；几天前，俄罗斯国家航
天集团用单枚火箭成功发射 43 颗卫星；中国也计划实施载
人月球探测任务……

太空探索和利用领域正在发生重要趋势性变化。一些
变化之巨，多年未有。哪些新趋势值得密切关注？新变局意
味着什么？外空治理如何与时俱进？

为什么说太空探索迎来新变局

联合国不久前发布题为《为了全人类——外层空间治理
的未来》的报告认为，一个太空探索的新时代正快速来临，过
去 10 年太空探索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堪称“根本性”“革
命性”，其中三大变化特别突出。

首先是发射入轨航天器数量剧增。1957年到 2012年，全
球发射的卫星数量基本保持在每年约 150颗。但从 2013年开始
急剧增加，当年210颗，2020年达1200颗，2022年高达2470颗。

其次是私营企业参与增多，发射任务数量也快速增加。
美国企业实力最雄厚，但中国创立了很多新的商业航天企
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印度和日本也出现类似情况。根据
有 关 统 计 ，全 球 航 天 市 场 规 模 2022 年 为 4240 亿 美 元 ，到
2030年预计增至 7370亿美元。

三是载人深空探测酝酿重启。美国阿波罗计划结束至
今，人类未再涉足深空。但这种局面预计将改观。美国航天
局计划 2024 年开展载人绕月飞行测试，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此前也曾宣布，打算利用其“星舟”重型运载火箭运送多
位艺术家进行私人绕月飞行之旅。美国“阿耳忒弥斯”新登
月计划未来一二十年打算持续实施载人深空任务。中国也

计划实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

哪些问题更显尖锐

外空活动商业化、活动主体多元化等趋势加快，有望为
利用太空探索成果造福人类创造新的机遇，但也意味着可能
加剧一些风险。联合国报告认为，在新的重大变化面前，外
层空间治理存在的一些问题更显尖锐。

随着飞行器数量激增、太空任务更加频繁，发生事故、产生
太空碎片等风险相对增加。太空交通管理缺乏协调、没有现成国
际机制来监测太空碎片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当前，有关方在太
空交通管理方面采用不同的标准、定义和语言。关于外空飞行器
位置、轨道和任务意图等信息还做不到普遍共享。不同参与方操
控卫星的能力有高有低，在太空通行权等问题上仍存分歧。

外空治理体系如何变革

联合国报告认为，太空探索新时代快速到来，对现有外
层空间治理体系形成冲击，需要从全人类利益出发，制定新
的有效治理框架，推动创新，降低风险。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建立新的维护太空可持续
性的统一机制，以加强对在地球轨道、月球等其他天体开展
的太空活动的治理等。

关于外空治理体系变革，近年来各方讨论不少。一些专
家说，现有外空治理框架的核心内容，是在美国和苏联对抗的
冷战时期制定的，是当时关切的重大问题的反映。如今，国际
格局以及太空探索参与方等都已经大不一样。联合国报告表
明，外空治理体系已在多方面表现出滞后于客观现实。

新华社记者 毛 磊 （据新华社联合国 7月 1日电）

太 空 探 索 新 变 局 意 味 着 什 么

位于美国旧金山的餐厅“克伦酒吧”7 月 1 日推出
用实验室培育出的鸡肉烹制的菜品，为全美首家。

不过，并非任何消费者都能点这道菜，只有少数
几名社交媒体竞赛的优胜者能够品尝。竞赛由人造
鸡肉生产企业优选食品公司发起，胜出者每人只需象
征性地支付 1美元，即可享用这道菜。

优选食品公司和好肉公司两家企业生产的人造
鸡肉 6 月 21 日获美国农业部准许上市销售。这两家
企业的产品先前已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确
认为安全可食用。

优选食品公司发布声明说，克伦酒吧 7月 1日用人
造鸡肉烹制的天妇罗盛在精美容器中，点缀有可食用的
鲜花和蔬菜。克伦酒吧厨师多米尼克·克伦在声明中说，
这种人造鸡肉很美味，优选食品公司的产品令他放心。

（均据新华社）

拒付赔偿尽显霸道

1979 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
阵）领导的人民武装推翻独裁统治尼加拉
瓜 40 多年的亲美政权索摩查家族。为继
续控制这个国家，美国政府开始在尼境内
资助反政府武装，不仅为他们训练士兵、提
供武器，还鼓动其在尼重要港口布设水雷，
导致多艘外国商船损毁。此外，美国还煽
动尼反政府武装发动内战，致使该国深陷
战乱泥潭，沦为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1984 年，尼政府向国际法院状告美
国政府，要求其对多年来干涉尼内政造成
的损失给予赔偿。 1986 年，国际法院认
定美国的行为违反联合国公约，判决其向
尼 加 拉 瓜 支 付 超 过 120 亿 美 元 的 赔 偿 。
然而，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此事进行的多次
投票中，美国连续动用否决权，致使赔款
始终无法落定。

1990 年，亲美总统候选人比奥莱塔·
查莫罗在大选中击败现任总统奥尔特加，
并在后来撤销了对美国的赔款诉求。

37 年后，奥尔特加再次向美国索要
这笔赔偿。他在给古特雷斯的信中说，这
不是“一项有待确立或须征求司法机构咨
询意见的义务”，而是“最高国际司法机构
在最终裁决中已经明确的义务”，美国一
直没有承担其“非法行为的社会代价”。

干涉烙下痛苦印记

干涉尼加拉瓜内政只是美国奉行“门
罗主义”和霸权主义祸害拉美的冰山一
角。 200 年来，美国 30 余次军事介入拉
美，而借助“金钱政治”等手段暗地或间接
插手拉美国家事务更是不计其数。被视
为其“后院”的拉美国家，在美国各种手段
摧残之下丧失土地、陷入动乱、走向贫穷。

1915 年，海地发生动乱，美国以“保
护侨民”为由出兵占领海地，直至 1934 年
才撤离。其间，信奉白人至上主义的美国
士兵大量屠杀黑人居民。直至今天，海地
依然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20 世纪 50 年代初，时任危地马拉总
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推行土地改革，
将美资联合果品公司的闲置土地分配给
无地农民。联合果品公司游说美国政府，
促使后者扶持卡斯蒂略·阿马斯发动政
变，推翻了阿本斯政府。

1989 年 12月，美国政府同样以“保护
侨民”为借口，对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发动军事行动，导致
近 500名巴拿马人死亡。2018年，美洲人权委员会判定
美国的行为违反《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要求美国
就侵略行为对巴拿马作出赔偿，但美方一直没有回应。

除此之外，通过美墨战争抢占墨西哥近 230 万平
方公里土地，为扶持亲美政权入侵格林纳达……美国
干涉、打压拉美国家的罪行罄竹难书。直至今天，美国
仍在通过各种手段压迫拉美国家。

团结反霸意志强烈

从政治斗争到武装抗争，拉美人民从未停止对美
国干涉行为的反抗。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
拉美国家团结对抗美国霸权的意志越来越强烈。

在今年 1月举办的拉共体峰会上，拉美多国领导人
呼吁结束对古巴的经济、金融封锁，建立能保护人民共
同利益、尊重多样性的区域一体化机制，反对外来干涉
和霸权主义。今年 5月，南美国家领导人会议在巴西举
行。巴西总统卢拉在会议中提出多项一体化倡议，包括
建立地区共同货币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重启南美洲国
家联盟建设等。会议达成的《巴西利亚共识》提出建立

“有效的南美自由贸易区”，充分表明了拉美国家致力于
构建区域一体化的决心。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指出，“门罗主
义”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国对拉美政策本质上是将美洲变
为“美国人的美洲”。美国继承了欧洲列强在拉美侵略领
土、屠杀平民、搜刮财富的历史并将其“发扬光大”。“尼加
拉瓜向美国索要赔偿发出了拉美的集体声音。拉美国家
应当团结协作，通过一体化机制对抗美国的单极霸权。”

新华社记者（据新华社墨西哥城 7月 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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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外长丹尼斯·蒙卡达日前向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提交了一封由尼总统奥尔特加签
名的索赔信件，要求美国支付超过 120亿美元的赔
偿款，以履行国际法院 20 世纪 80 年代对美国为尼
加拉瓜内战提供资金一事作出的判决。信件指
出，时隔 37年，美国仍未支付这笔“历史债务”。

攫 取 自 然 资 源 、实 施 经 济 掠 夺 、策 划 颠 覆
政 权……自“门罗主义”提出 200年来，美国抱持霸
权主义，操弄“民主自由”话术，以自身利益优先，
将拉美视为“后院”恣意妄为，给拉美国家和人民
造成深重苦难。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拉美国家团
结反霸的意志越来越强烈，以对话和多边主义对
抗美国霸权行径、捍卫区域一体化，成为越来越多
拉美国家的选择。

赢得信任 高票连任

粮农组织大会第 43届会议上，各国代表选举新一届总干
事人选。屈冬玉获得 168 票，赢得连任，将于 8 月 1 日起开始
第二任期。

2019 年 6 月，屈冬玉在粮农组织大会第 41 届会议上当
选总干事，成为粮农组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总干事。

粮农组织成立于 1945 年，总部设在罗马，是联合国系统
主管粮农领域合作的专门
机构，在全球粮农政策交
流、标准制定、信息统计等
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

粮农组织现有 194个成员国以及一个成员组织和两个准
成员。大会是粮农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审议世界粮农
状况，研究重大国际粮农问题，选举、任命总干事等。总干事
是该组织执行机构秘书处的负责人，任期 4年。

积极行动 授人以渔

自 1973年中国恢复在粮农组织的席位以来，一直是该组
织的理事会成员国。 1978 年至今，粮农组织在华实施了近
500个国内、区域和国际项目。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履行成员
国义务，广泛参与和支持粮农组织活动。

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自 2009 年正
式设立以来，许多南南合作项目得以实施，300多名中国专家
通过这些项目“授人以渔”，分享中国经验和技术，帮助其他
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020 年 9 月，中方宣布设立第三期中国—粮农组织南
南合作信托基金。 2021 年 12 月，中国同粮农组织签署基金
总协定。

“中国一直是粮农组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重要参与
者和坚定支持者。”粮农组织市场及贸易司司长布贝克尔·
本·贝尔哈桑说，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目前在约 20

个国家开展，10万多人从中受益。
2022 年 12 月 ，粮 农 组 织 还 与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签 署

FAO-CAAS创新平台实施协议。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农
对此表示，粮农组织和中方机构在国际农业合作领域建立了
长期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签署创新平台实施协议将进
一步密切伙伴关系。

中国作用 备受期待

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屈冬玉成功连任，体现了粮农组织成员国对他第一个
任期工作的普遍认可，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坚定支持多
边主义、促进全球发展事业的高度认同。

受到地缘冲突、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全球粮
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最新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
出，2022 年全球 58 个国家和地区约 2.58 亿人面临严重粮食
不安全问题，远高于 2021 年 53 个国家和地区 1.93 亿人的水
平。贝尔哈桑指出，长期冲突、气候变化、经济放缓和衰退是
全球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主要诱因，据初步估计，全球营养
不足人口在 2022-2023 年度可能增加 800 万到 1300 万，增
长最明显的是亚太地区，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近东
和北非地区。

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愈加期待与中国和粮农
组织在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等框架下加强合作，
共同建设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
系，努力推动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贝尔哈桑说，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将继续协助
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应急响应、农业粮食体系转型，以
及到 2030年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贡献力量。

粮农组织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司司长他纳瓦·天信说，他
见证了中国在畜牧业生产方式上的重大变革，相信中国在这
些农业领域的宝贵经验能够为更多国家提供帮助和借鉴。

新华社记者 周啸天 （新华社罗马 7月 2日电）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查普特佩克动物园 7月 1日
为大熊猫“欣欣”举行 33岁生日庆祝活动。

在庆祝活动上，“欣欣”收到装满苹果的墨西哥传
统玩具“皮纳塔”作为礼物。许多游客驻足、合影，品
尝活动方准备的熊猫图案蛋糕。一些当地儿童戴着
熊猫图案帽子，用剪纸剪出熊猫图案，共同为“欣欣”
庆生。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张润在致辞中赞赏墨方长期
以来精心养育大熊猫。他表示，大熊猫是连接中国与
世界各国的友谊大使，“欣欣”是中墨两国共同的骄
傲。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现代化，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

7 月 1 日，演员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丝路舞蹈节上表演。 第二届丝路舞蹈节 1 日在英国伦敦举办，丰富多彩的节目让伦敦观
众享受到一场富有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艺术盛宴。 新华社记者 李 颖 摄

墨西哥庆祝大熊猫
“欣欣”33 岁生日

法国骚乱强度减弱

两名警察遭到枪击

新华社英国伯明翰 6月 30 日电（记者 杜 鹃 许 凤）
英国伯明翰大学 6月 29日举行仪式，为中国地质学先驱李
四光纪念牌匾揭幕，以纪念这位曾在该校求学的中国校友

“在中国地质和自然资源领域的开拓性研究”。中国驻英
国大使郑泽光出席牌匾揭幕仪式。

英国有使用牌匾纪念历史名人或重要历史事件的传
统，其中蓝色牌匾较常见。伯明翰大学这块李四光蓝色纪
念牌匾上写道：“为了纪念他在中国地质和自然资源领域
的开拓性研究。”

在揭幕仪式上，伯明翰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乔·弗兰
普顿介绍，李四光是伯明翰大学最著名的中国校友之一。
根据该大学记录，100 多年前，李四光来到伯明翰大学学
习，并于 1918 年获硕士学位。在中国进行地质学研究后，
李四光又回到伯明翰大学并于 1931 年获得博士学位。伯
明翰大学中国研究院数年前开启以“李四光”命名的年度
讲座，话题涵盖可持续发展、文化理解等。

伯明翰大学大气科学教授威廉·布洛斯介绍了该校与
中国院校在动植物化石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在他看来，
李四光留给伯明翰大学的一项遗产是促进了该校与中国
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郑泽光表示，李四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而
且是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伟大奠基人，为中国石油工业和
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四光的遗产在伯明翰大
学得以延续令人欣喜。中英科研合作的成果将帮助应对
两国乃至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

郑泽光当天与伯明翰大学校长等校方代表就中英留
学人员往来、教育与科研合作等事项进行交流。他还勉励
在伯明翰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向李四光学习，把个人理
想与国家发展前途结合起来。

李四光纪念牌匾

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