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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法国总

统府 22 日发表联合声明

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

国总统拜登当天就两国关

系等问题通电话。马克龙

决定，此前被召回的法国

驻美大使将于下周返回美

国。

声明说，应拜登请求，

两国领导人当天进行电话

交谈。双方一致认为，如果

在涉及法国及欧洲盟友战

略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公开

磋商，完全可以避免当前局

面。两国领导人决定启动深

入磋商进程，旨在为相互信

任创造条件和为实现共同

目标提出具体措施。

声明说，两国领导人

将于 10 月底在欧洲会面，

以便达成共识。马克龙决

定，此前被召回的法国驻

美大使将于下周返回美

国。

声明说，美国重申法

国和欧洲盟友在印太地区

的战略重要性。欧洲防务

对跨大西洋和全球安全作

出了积极贡献，是对北约

的补充，美国认识到加强

和完善欧洲防务的重要

性。此外，美国承诺加强对

欧洲国家在非洲萨赫勒地

区反恐行动的支持。

美国白宫22日也发布

了美法领导人通话的联合

声明。白宫新闻秘书普萨

基在记者会上说，双方通

话约30分钟，“气氛友好”，

拜登希望此次通话成为美

法关系恢复正常的一个契

机。拜登在此次通话中传

达的一个重要信息是，美

方在宣布有关协议前本可

以与法国展开更多讨论。

本月15日，美国、英国

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新的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

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

队，澳方将与美英合作在澳

建造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

随即宣布，中止此前与法国

海军集团签订的采购12艘

潜艇的供应合同。17日，法

国宣布召回驻美国和驻澳

大利亚大使。21日，拜登先

后在纽约和华盛顿与到访

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

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会晤。

（唐 霁 刘 芳）

棉花棉花
采摘季采摘季

99 月月 2222 日日，，农农

民在埃及尼罗河三民在埃及尼罗河三

角洲地区谢赫村省角洲地区谢赫村省

的棉田中采摘棉的棉田中采摘棉

花花。。埃及以生产高埃及以生产高

品质的棉花品种著品质的棉花品种著

称称。。目前目前，，采摘季节采摘季节

已经开始已经开始。。

（（据新华社报道据新华社报道））

全球反恐自家乱！
美国本土
恐怖主义
案件翻倍

新华社消息 美国联

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

弗·雷21日说，自去年春天

以来，联邦调查局调查的

本土恐怖主义案件数量增

加了一倍多。

克里斯托弗·雷当天

在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

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

说，本土恐怖主义案件数

量“暴增”，联邦调查局眼

下需要处理大约2700件案

件 ，远 高 于 2020 年 春 天

1000件左右的水平。

他说：“为应对不断演

变的威胁，联邦调查局过

去一年在调查本土恐怖主

义方面大幅增加资源，人

力投入增加260%。”

按照路透社说法，前

任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的

支持者今年 1 月 6 日冲击

国会大厦、打断参众两院

认证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的联席会议，凸显美国本

土恐怖主义新的紧迫性。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

兰先前表示，冲击国会大

厦事件显示，白人至上主

义者和民兵组织构成美国

最严重的国内安全威胁。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 8

月中旬发表的一篇文章指

出，美国 2001 年在“9·11”

恐怖袭击后发动全球反恐

战争，可悲的是，如今美国

面临的主要恐怖威胁却来

自国内。

外交学会专家布鲁

斯·霍夫曼认为，民主、共

和两党之间尖刻的分化对

立可能妨碍联邦政府落实

连贯的反恐战略。“9·11”

恐袭后那种举国团结不复

存在，相反，目前极化的政

治气候可能让政府在准备

应对下一代恐怖威胁时瘫

痪。 （胡若愚）

新华社消息 围绕日

本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计划，

韩国和日本政府代表21日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

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上

展开交锋。韩方批评日方在

未与邻国协商的情况下单

方面作出决定，要求日方重

新考虑。日方则辩称这一计

划技术上“可行”。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

信部第一次官龙洪泽当天

以视频形式发表年会主旨

演讲时说，日方不顾韩方一

直以来的反对意见，在未与

邻国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单

方面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放

入海，韩方对此表示遗憾，敦

促日方重新审视这一决定。

龙洪泽说，日方应当提

高排放核污染水过程的客

观性、透明性和安全性，国际

原子能机构在其中扮演重

要角色，韩方希望参与国际

原子能机构相关审查工作。

就韩方发言，日本常

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

代表引原毅说，日方正与

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合

作，以担负起向国际社会

作出说明的责任。按引原

毅的说法，日方“愿继续与

利益攸关方对话”。龙洪泽

则表示韩方期待“更有意

义且坦诚的磋商”。

2011 年，在大地震和

海啸影响下，日本福岛第

一核电站 1 号至 3 号机组

堆芯熔毁。截至今年3月，

核电站内已积累 125 万吨

核污染水，包括为冷却熔

毁堆芯而注入的水和周边

不断汇入的地下水、雨水，

且水量仍在增加。

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

质疑和批评，今年4月决定

2023年起将福岛第一核电

站核污染水经过滤和稀释

后排入大海。这一过程预

计将持续20年至30年，直

至核电站报废完成。

日方宣称，核污染水排

放入海前将经过净化处理，

以大幅降低所含放射性物质

水平。但海洋生态学专家和

环保人士指出，这一方案对

人类社会和海洋生态环境健

康的潜在威胁难以估量。日

方的排污入海计划遭到周边

国家强烈反对。 （张 旌）

乌总统助理躲过刺杀 俄反驳牵连猜想

乌克兰内务部 22 日证实，乌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

斯基的首席助理谢尔盖·舍菲尔所乘汽车当天上午遭枪

击。舍菲尔没有生命危险，他的司机受重伤。俄罗斯总统

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当天晚些时候说，俄方与

这件事无关，乌方政界人士的猜测性说法是在“宣泄情

绪”。

刺杀未遂

乌克兰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时，舍菲尔所乘汽车在

乌克兰首都基辅外的一座村庄附近行驶。警方已经启动刑

事调查。乌克兰内务部长顾问安东·格拉先科在社交媒体

脸书上说，舍菲尔的司机“伤势严重”。

乌克兰检方说，不明身份袭击者用口径为7.62毫米的

自动武器向汽车发射大约10发子弹。乌克兰一家电视台

报道，汽车车身一侧有至少19个弹孔。

关联寡头？

法新社22日晚些时候援引舍菲尔本人的话报道，他

认定这起刺杀事件是为了“恐吓总统”。

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泽连斯基发布视频声

明，向袭击事件幕后黑手“喊话”，称对方以枪击总统助理

的手法向他“打招呼”，这种做法“软弱”。

泽连斯基承诺将给袭击者以“强有力回击”。

他的另一名助理米哈伊尔·波多利亚克说，这次未遂

刺杀事件关联泽连斯基政府近期出台的打击寡头政策。

路透社报道，乌克兰议会定于本周讨论一部关于削减

寡头影响力的议案。

俄方反驳

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

称，舍菲尔可能因犯罪团伙或寡头报复而遭遇刺杀，同时

不能排除俄方势力做手脚的可能性。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日晚些时候回应：

“遗憾的是，我们发现，乌克兰无论发生什么事，没有一个

（乌克兰）政界人士能说此事与俄方无关。这与事实真相无

关，只是他们情绪激动的表现。”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康斯坦丁·科萨

切夫说，乌方政界人士在调查尚未启动时便下定论，恰恰

说明乌政界人士“素质低”。 （据新华社报道）

新华社消息 墨西哥

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22 日

呼吁美国采取紧急行动，解

决移民危机。数以万计移民

最近几周抵达墨西哥，试图

入境美国。其中不少人因美

国边境政策而滞留墨西哥，

转而就地寻求合法身份。

洛佩斯当天告诉媒体记

者：“话说够了，是时候行动

了。”他说，墨西哥和中美洲

国家仍在等待美国承诺的几

十亿美元经济发展资金，以

让这些国家分担移民压力。

“（美方）承诺，将投资

40亿美元，20亿给中美洲，

20 亿给墨西哥，”洛佩斯

说，但“什么都没有”。

上万名移民近日穿过

美国与墨西哥边界河流进

入美国，聚集在一座连接美

国得克萨斯州与墨西哥科

阿韦拉州的大桥下。这些移

民多为海地人，他们寻求向

美国申请避难。美国 19 日

展开大规模驱逐，用飞机分

批把他们遣送回国，或把他

们驱赶到墨西哥一侧。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公署21日对美国大规

模驱逐海地移民表达严重

关切，说美国这一举动可

能违反国际法。

路透社 22 日报道，最

近几天，美国方面已将栖

身大桥下的至少4000人转

移到拘留中心等待处理。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约

523 名海地人已被驱逐回

国，遣返工作将定期开展。

按法新社说法，还有成

千上万名移民滞留在墨西哥

南部城市塔帕丘拉，等待文

件获批后继续北上。考虑到

边境混乱局面和美国驱逐政

策，一些海地移民转而在墨

西哥就地申请合法身份。

墨西哥难民援助委员

会数据显示，今年1~8月，超

过1.8万名海地人在墨西哥

申请庇护。墨安全部长罗莎·

伊塞拉·罗德里格斯22日在

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同一时期，墨西哥记录1232

起人口走私犯罪，比2020年

同期的376起猛增近228%。

鉴于移民危机严重性，

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

布拉德本周告诉美国国务

卿安东尼·布林肯，需要就移

民问题达成区域协议。埃布

拉德、布林肯和中美洲各国

外长预计将在联合国大会

上讨论这一问题。（刘 曦）

法美总统通话 法大使将返美

大量移民滞留 墨总统“喊话”美解决危机

围绕核污水排海 韩日交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