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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G

毕振山

据多家外媒报道，就欧盟新领导层人

选，法国、德国等国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

现 任 欧 盟 委 员 会 主 席 冯 德 莱 恩 将 获 得 连

任。有分析人士指出，欧洲议会选举结束

后，欧盟成员国对新领导层人选存在分歧，

其背后是各国和各政党的利益诉求不同。

在欧洲议会更加碎片化和极右翼势力上升

的背景下，未来欧盟立法和决策恐怕会更

加艰难。

当地时间 6月 2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德

国总理朔尔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荷兰首相

吕特、波兰总理图斯克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

斯举行会谈，同意提名冯德莱恩连任欧盟委

员会主席，提名葡萄牙前总理科斯塔为新任

欧洲理事会主席，提名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

为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6 月

27日至 28日，欧盟各成员国将举行峰会讨论

并决定新领导层人选。

事实上，早在 6月初欧洲议会选举之前，

欧盟就开始讨论领导层换届问题。欧洲议会

选举结果出炉后，各职位的人选也陆续浮出

水面。然而，欧盟各成员国对这些候选人并

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导致 6 月 17 日举行的欧

盟非正式峰会无果而终。

在欧盟领导层中，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

委员会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比较受关注。

欧洲理事会是欧盟最高决策机构，由欧

盟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欧洲理事会

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等组成。一般来说，

欧洲理事会主席相当于“欧盟总统”，由各成

员国领导人推举产生。

欧盟委员会由各成员国推举一名委员组

成，欧盟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其产生由

各成员国领导人和欧洲议会各大党团决定，

还要得到欧洲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欧盟外

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是欧盟委员会一员，

一般也由欧盟领导人协商确定。

2014 年，欧洲议会推出了“领衔候选人”

制度，即欧洲理事会应提名欧洲议会第一大

党团的“领衔候选人”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今年欧洲议会选举前，欧洲议会重新强调了

“领衔候选人”制度的重要性。而在议会选举

中，中右翼人民党党团保持了第一大党团的

地位，冯德莱恩是该党团提名的“领衔候选

人”，其连任因此显得“名正言顺”。

此外，科斯塔来自欧洲议会第二大党团

社会党党团，卡拉斯来自第三大党团复兴欧

洲党团。冯德莱恩、科斯塔和卡拉斯的组合

既体现了性别平衡，也体现了东西欧之间的

地域平衡，因此较容易为各国接受。

然而，也有国家对这样的领导层产生过

程不满意。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此前就表示，

不会接受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决议。梅洛尼

一度被排除在商定领导层人选的“小圈子”之

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认为新领导层人选

“忽视了欧洲人民的意愿”。欧尔班此前多

次批评包括冯德莱恩在内的欧盟领导层，认

为欧盟在冯德莱恩任期下度过了“最糟糕的

五年”。

有媒体分析认为，欧盟领导层人选之争

既反映了各成员国对欧盟政策的不同态度，

也与新一届欧洲议会格局有关。尽管主流的

三大党团仍然在欧洲议会占据多数，但极右

翼党派所获席位比上一次有所增加。意大利

总理梅洛尼所在的保守与改革党团目前是第

四大党团，另外还有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勒

庞所在的党团。在此情况下，极右翼势力自

然也想在欧盟领导层组成中“分一杯羹”。

有分析人士指出，对欧盟来说，领导层人

选产生不顺利或许预示着未来欧盟将面临很

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来自内部，也

来自外部。

从内部来看，欧洲议会的党团并不是固

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政策议题上，各党可能组

成不同的党团联盟，这就为极右翼党派影响

欧洲议会立法议程提供了机会，包括移民、能

源转型等议题的立法。

更重要的是，极右翼党派可能会在国家

层面发挥更大作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法

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的极右翼党派

都赢得不少选票。德国选择党在德国各政党

得票率中排名第二。法国国民联盟得票率第

一，大大领先总统马克龙所在的政党，马克龙

因此宣布提前选举。从目前民调来看，国民

联盟有很大机会赢得大选，如果其能上台执

政，那么法国未来政策走向或许会有重大转

变，这对欧盟来说也是一大变数。

从外部来看，俄乌冲突、新一轮巴以冲突

持续，使欧盟在外交、国防等政策方面面临抉

择。是否继续援助乌克兰，如何处理遭冻结

的俄罗斯资产，如何对待加沙冲突双方，欧盟

成员国很难保持一致。匈牙利从 7 月 1 日起

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欧尔班在援乌、移民

等问题上与欧盟领导层曾产生龃龉。可以预

见，未来欧盟内部围绕内政外交的交锋可能

会更加频繁。

领导层人选之争对欧盟意味着什么

萨娜·卡迈勒

6 月 22 日至 7 月 8 日是今年巴勒斯坦高

考的日子，但受到巴以冲突影响，加沙地带

3.9万名中学生未能走进考场。对他们来说，

参加高考成了一种奢望。

18岁的加沙学生拉菲亚·伊亚德只能看着

社交媒体平台上一张张其他地方考试的照片。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本来应该坐在考场座位

上，迈出开创未来的第一步。但现实是，我被困

在临时帐篷里，不知道在这场摧毁一切的战争

中，下一秒我的命运会是什么。”伊亚德说。

伊亚德的梦想是进入加沙地带著名的伊

斯兰大学就读医学专业，毕业后前往其他国

家深造，钻研心脏外科手术。但是因为战争，

这些都止于想象。

“以色列摧毁了加沙的一切，不仅是建筑

和日常生活，也包括我们为社会做贡献的梦

想。”他说。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在社交媒体

平台上说，当约旦河西岸和海外的巴勒斯坦

考生进入考场的时候，“在加沙的学生却被剥

夺了这一基本权利和创造美好未来的机会”。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去年 10月爆发以来，

已经持续8个多月。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大约

62.5万名加沙学生自此就再没踏进过校门。

学校停摆了，同学走散了，上学的路被埋

在废墟里了，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一去不复

返了。

更令人心痛的是，冲突已造成约 430 名

加沙中学生遇难。有加沙学生告诉记者，他

们不确定曾经的同学和老师是否还活着。

校园成了遥远的记忆。根据联合国的数

据，加沙超过 76%的学校需要重建或修复才

能重新使用。现在这些学校大多被用作避难

所，容纳流离失所的民众。巴勒斯坦官方数

据显示，加沙 12所高等教育机构在战争中已

全部损毁。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言人萨迪

克·哈杜尔说，尽管关于加沙教育基础设施被

摧毁的统计数据令人震惊，但它们只代表了

可量化的损失。质的影响，比如学生无法上

学所造成的教育损失，则更难衡量。

记者在探访加沙废墟的时候经常能看到

蒙了灰的课本，那代表着又一个孩子被迫流

离失所，甚至离开了这个世界。

18 岁的加沙学生塔梅尔·曼苏尔和家人

被迫逃离了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家，

辗转来到加沙地带中部城市代尔拜拉赫。他

因为无法参加高考而愤怒。“我和家人曾梦想

着通过这次考试进入大学。但现在，我失去

了将来成为一名工程师的梦想。”他说。

在加沙战时的恶劣环境下，曼苏尔不得

不放弃学业，被迫在城里当起了小贩，帮助全

家维持生计。“眼下很多学生都在考虑如何应

对艰难的生活，甚至都没时间去想不能考试

的事。”他说。

但是在摆摊的闲余时间，曼苏尔还是会

温习学过的知识。“我们活在战争里，现在没

有学校、不能上课，但教育是我们不能放下的

武器。”他说。 （翻译整理：黄泽民）

（据新华社加沙电）

加沙学生破碎的高考梦

新华社记者

在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十几米高的龙

门架正在为万吨级货轮起吊货物；在乌干达

姆巴莱，工人在中乌姆巴莱工业园打造本土

品牌；在赞比亚谦比希铜矿，“数字化矿山”推

动当地采矿业技术革新……

近年来，中非在工业化合作方面优势互

补、成果丰硕，双方合作求“质”向“新”，在推

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道路上不断迈

出新的步伐。

赋能非洲工业化

大型机械隆隆作响，运输车辆来回穿梭，

近千名工人忙碌作业……位于喀麦隆南部大

区的克里比市，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港湾）承建的深水港二期工程正进入

建设高峰期。

在已投入运营的克里比深水港一期码头

泊位上，停靠着一艘来自新加坡的 3 万吨级

货轮，十几米高的龙门架正在起吊货物。“喀

麦隆最大城市杜阿拉的港口水浅，只能停靠

万吨级以下船舶。而在这里，停靠十万吨级

的货船都不是问题！”当地工程师埃里克说。

据悉，克里比深水港二期项目预计今年

底完工，届时将增加两个泊位。喀政府还在

港口附近规划出 1.5万公顷土地，用于建设工

业园和物流园，目前已吸引多家工厂和物流

公司入驻。

同样由中国港湾承建的克里比-罗拉贝

高速公路已通车近两年。“这条公路连接克里

比深水港和该国主要城市，将有力推动喀麦

隆工业化进程。”喀麦隆公共工程部长埃马纽

埃尔·恩加努·朱梅西说。

要想富，先修路。中方在非洲参与修建

超过 6000 公里铁路、6000 公里公路、近 20 个

港口、80 多个大型电力设施……在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支持下，中非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合作成果丰硕，工程质量过硬，在非洲工业化

发展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非洲工业化起步晚、底子薄。只有改善

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非洲

才能开展规模化工业生产活动，并有效整合

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

巴大学教授科斯坦蒂诺斯说。

助力“非洲制造”

清晨，在乌干达东部工业重镇姆巴莱，当

地工人三五成群，穿过中乌姆巴莱工业园大

门，走入各厂房，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这座国家级工业园距乌干达首都坎帕拉

约 200 公里，由中国民营企业天唐集团投资

运营，自 2018 年 3月启动以来已吸引 40余家

企业入驻，为当地创造 5000多个就业岗位。

家电、日化、家纺、建材、医药、汽车制

造……乘车行驶在占地数千亩的园区里，记者

发现这里汇聚的行业与乌干达老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我们打造工业园的初衷就是帮助填

补乌干达在这些重要生产领域的空白，降低消

费成本。目前，园区已孵化多个电视机和智能

手机本土品牌。”天唐集团总经理王文通说。

近年来，塞内加尔迪亚姆尼亚久工业园、

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

合作区……这些中方参与投资的合作园区对

非洲国家招商引资起到“筑巢引凤”的作用，

快速吸引企业建成产业集群，形成产业发展

优势，进而带动非洲国家制造业发展，加速当

地工业化进程。

乌干达贸易、工业和合作部工业国务部

长戴维·巴哈蒂说，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在乌干

达经营的工业园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制造业，

助力非中工业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与非

盟《2063 年议程》目标相呼应。“期待这些工

业园能够孕育出更多非洲本土品牌，让‘非洲

制造’走向世界！”

培养现代工业人才

走进赞比亚谦比希铜矿东南矿体的生产

数字管控中心，大屏幕上矿井采、掘、机、运等

各生产环节运行情况清晰可见。“即便没有下

井，我们也能对井下动态了如指掌。”中色非

洲矿业有限公司（中色非矿）总经理助理姆韦

尔瓦·迪安说。

中色非矿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和赞比亚

联合铜矿投资控股公司为重新开发关闭十余

年的谦比希铜矿而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在

幽深的矿道里，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但这座

“数字化矿山”已不再大量依靠人力下潜开

采，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管控一体化系统，用

数字化手段实现生产过程的可控化及业务管

理的精细化，帮助一线解决安全生产问题。

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中非高质量合作

的关键引擎。当前，中非在新科技、新能源、

新产业领域交流日益密切，对助力中非工业

化合作提质升级、培养当地现代工业人才、促

进非洲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卢旺达鲁班工坊由中国浙江金华职业技

术学院与卢旺达理工学院合作设立。今年 4
月，30 名当地学生飞往中国，开启为期一年

的职业技能求学之旅。

电 气 自 动 化 专 业 三 年 级 学 生 伊 希 姆

韦·亚舍尔在出发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电气自动化技术遍布于现代工业各领域，

学习这个专业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发

展作出贡献。”

“人才在创新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肯尼亚学者、前交通部副部长盖里雄·伊

基亚拉说，近年来中方帮助非洲许多国家培

养工业化技术人才，助力非洲国家将人口红

利转化为发展优势。

（据新华社内罗毕电）

中非合作助力非洲工业化进程

中国-罗马尼亚农业合作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当地时间6月25
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农业科学与兽医学大学举行。该实验室由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和布加勒斯特农业科
学与兽医学大学共建，旨在加强双方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务实合
作研究。

▼当地时间6月25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布加勒斯特农业
科学与兽医学大学校长肯佩亚努在联合实验室的揭牌仪式上致辞。

新华社发 （克里斯泰尔 摄）

中国-罗马尼亚农业合作联合实验室
在布加勒斯特揭牌

▲当地时间6月25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揭牌仪式的嘉宾在联合实验室的温室参观。
新华社发 （克里斯泰尔 摄）

据新华社法国拉罗谢尔电 （记者乔本孝）中国联合展台

近日走进第 35 届法国国际阳光纪录片节，举办推介、签约等

活动，受到广泛关注。

本届法国国际阳光纪录片节于 24 日至 27 日在法国西部

海滨城市拉罗谢尔举行。25 日，中国联合展台举办了“中国

时间”主题活动，向现场各国纪录片人推介合作提案及机构，

并发布了相关项目。当晚，“中国之夜”在拉罗谢尔市政厅举

行，与会国际同行回顾历年纪录片节上达成的中外合作成果，

并签约新的国际合作项目。

本次中国联合展台组展工作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支持指导，五洲传播中心承办，参展机构有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五洲传播中心、河南省

广播电视局、贵州广播电视台、四川广播电视台、江苏省广播

电视总台、南京广播电视集团、中山市广播电视台以及哔哩哔

哩、中国国家地理。

五洲传播中心主任董保生表示，法国国际阳光纪录片节

为中外纪录片交流合作提供了优良平台。中国历史悠久、文

化深厚、风光秀丽，是纪录片创作的宝库，欢迎国际纪录片同

行到中国看一看，中外携手为世界观众带来优质作品。

有参与中法合拍纪录片经历的法国制片人尼古拉·德尚

告诉记者，中国纪录片团队有很高的专业水准，法中两国要不

断发掘合作空间，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历史文化、科技成就、自

然景观等。

创办于 1990 年的法国国际阳光纪录片节是全球纪录片

领域的专业盛事。中国联合展台 2017 年首次亮相该纪录片

节，已成为国际业内人士了解中国纪录片发展成果及合作需

求的重要平台。

中国联合展台在法国国际
阳光纪录片节上备受关注

新华社记者 陈冬书

19岁的斯里兰卡少年赛努达·萨普马尔反复打量着中国

老师示范的书法作品，小心翼翼地蘸墨、涂描，终于在宣纸上

写出两个大大的汉字：友好。在他身边，数十名与他年纪相仿

的少年仔细观摩，跃跃欲试。

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主办的“中国文化进校园”系列

活动 25 日在位于马拉贝的斯里兰卡男子模范学校举办。在

中国老师们的指导下，斯里兰卡“00 后”学生们写书法、学剪

纸、练武术，沉浸式体验万里之外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看过中国功夫电影，在餐厅里见过中国筷子，亲身体

验中国文化还是头一回，太让我惊喜了！”萨普马尔高高举起

自己的书法作品，请记者拍照记录这一瞬间。

这里的学生们对中国并不陌生。萨普马尔说，老师曾经

说过，他们身上的校服是由中国援助的。“中国，‘友好’！”他笑

着说。

教室另一边的长展台上摆满了中国工艺品：京剧脸谱、珐

琅彩瓷、扇面屏风、工艺茶具……吸引不少学生驻足围观。

“脸谱有什么含义？”“什么节日挂灯笼？”“十二生肖里我

属什么？”同学们竞相发问。在获得解答后，几名高年级学生

立刻翻出手机照片，展示斯里兰卡传统面具和当地传统卫塞

节的纸灯笼。“原来中国文化和我们的文化是相通的，心里感

觉中国离我们更近了。”

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国际研究中心教师张敏说，“中国文

化进校园”系列活动计划在半年内走进斯里兰卡的 11所中小

学，目前已进行到第三场。“我负责剪纸单元。每当孩子们打

开剪好的图案，他们惊喜的表情就像‘见证奇迹的时刻’。每

次都有学生告诉我，回家后要把剪纸贴在窗户上，与家人分享

这份快乐。希望这样的沉浸式体验，能在当地中小学生心里

种下一粒中国文化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

谈起未来，萨普马尔告诉记者，自己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梦

想，“我马上要读大学了，正在准备去中国学建筑专业，这是我

一直以来的心愿”。 （新华社科伦坡 6月 26日电）

斯里兰卡“00后”的中国文化体验课

近日，一名女子骑车从挪威新奥勒松小镇上经过。
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小镇新奥勒松，地处北纬79度，

是最靠近北极的人类定居点之一，因其极高的纬度和丰富的地
质生态被极地科学家誉为“科考圣地”。这里每年有着长时间
的极夜和极昼。从4月下旬到8月下旬，游客能在新奥勒松欣
赏到“午夜太阳”的奇观。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极昼下的地球最北小镇

当地时间6月26日，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马达
加斯加警察摩托车方阵接受检阅。当日，马达加斯加举行国
庆日阅兵活动，庆祝独立64周年。

新华社发 （西塔卡·拉乔纳里松 摄）

马达加斯加庆祝独立64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