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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获右翼政党背书的独立候
选人卡罗尔·纳夫罗茨基赢得波
兰总统选举后，波兰总理图斯克3
日宣布，波兰议会将于11日举行
政府信任投票。这显示波兰右翼
政治势力上升，引发政坛连锁
反应。

波兰是又一个在近期选举中
“向右转”的欧洲国家。此前，葡
萄牙极右翼政党在议会中获得席
位创下新高，罗马尼亚亲欧派候
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艰难获胜。分
析人士指出，在经济不景气、乌克
兰危机延宕、美国特朗普政府调
整对欧政策的背景下，欧洲国家
党派纷争加剧，右翼势力呈现上
升势头。

右翼势力在欧洲积聚力量

国际舆论认为，图斯克在总
统选举后即宣布将举行政府信任
投票，折射出波兰持亲欧盟立场
的左翼势力与持“疑欧”立场的右
翼势力的又一次较量。

波兰 2日宣布总统选举第二
轮投票结果，纳夫罗茨基得到绝
大多数在第一轮给极右翼候选人
投票的选民支持，从而击败自由
派候选人拉法乌·特扎斯科夫斯
基。在5月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中，
特扎斯科夫斯基本以微弱优势领
先纳夫罗茨基。纳夫罗茨基被认
为政治立场保守，强调波兰民族

认同，反对欧盟权力扩张，支持乌克
兰但主张通过谈判结束俄乌冲突。

分析人士指出，在本届波兰总
统选举中，尽管有两位极右翼候选
人未能进入第二轮投票，但根据益
普索集团出口民调数据，这两人的
支持者绝大多数在第二轮都转而支
持立场相近的纳夫罗茨基。持保守
价值观与反欧盟立场的极右翼已成
为波兰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中，奉行
亲欧路线的尼库绍尔·达恩经过两
轮投票，最终艰难战胜极右翼政党
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主席乔治·
西米翁当选。不过有分析指出，罗
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成立不过 6
年，已从边缘政党一举成为罗马尼
亚最大反对党，西米翁在首轮投票
中曾大幅领先达恩，表明极右翼势
力在罗马尼亚逐渐上升的影响力。

在葡萄牙不到4年内的第三次
议会选举中，尽管中右翼民主联盟
赢得了最多席位，但极右翼“够了”
党被普遍认为是本次选举最大赢
家：与中左翼社会党在议会 230 席
中均获 58席，并列成为第二大党，
而该党 2019 年成立时仅有 1 个席
位。这意味着，葡萄牙政坛长期的
两党格局被打破，极右翼势力已跻
身主流政治舞台。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
三场选举传递出一个信息：右翼政
治势力正在欧洲各地积聚力量，并

越来越接近于夺取权力或重新
掌权。

从局部现象到大趋势

“一场又一场选举中，欧盟国家的
大多数选举都呈现出党派分化日益加
剧，民粹主义政党、尤其是政治光谱中
极右翼势力崛起的特点。”法国欧洲学
院客座教授蒂埃里·肖邦说。

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洲在去
年的“大选年”中已呈现出民意撕裂
加剧、整体向右转的趋势。如今，极
右翼势力上升已从局部现象演变为
欧洲政治生态的大趋势。今年2月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极右翼政党
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得票率首次
跃升为第二大党。近期波兰、罗马
尼亚、葡萄牙的三场选举，使欧洲政
治生态变局更为清晰。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极右翼政
党在三国均未能掌权，但其与主流
政党的差距已显著缩小。可以预
见，未来在这三国乃至更多欧洲国
家，极右翼政党将继续夺取传统政
党的更多“地盘”。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民
生改善不佳，部分民众对传统政党
的政策愈发不满，加之移民问题引
发的文化冲突与安全担忧，使得主
张排外和反移民的极右翼得到更多
支持。德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
员米兰·尼奇说，不平等和社会流动
性低、生活成本上升、仇视移民等多

种原因叠加，致使欧洲政治版图发生
变化。

“特朗普政府因素”不容忽视

专家认为，右翼势力在欧洲上升，
也存在外部因素影响。例如波兰、罗
马尼亚、葡萄牙三国选举背后都有“特
朗普政府因素”。法国《回声报》网站
刊文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刺激欧洲激
进右翼势力发展的外部因素之一。

自今年就职以来，特朗普政府多
次公开支持欧洲一些国家的极右翼政
党或人士。今年 2月，在德国出席慕
尼黑安全会议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就
移民等问题批评欧洲，还在与会期间
会见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3月，法
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被判监禁和禁止
参选后，特朗普将勒庞面临的法律困
境比作他重新掌权前所面临的起诉。

波兰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特
扎斯科夫斯基一度在民调中领先，但
特朗普政府为纳夫罗茨基选举送上助
攻。5月初，纳夫罗茨基到访白宫与特
朗普短暂会面；第二轮投票前，美国国
土安全部部长克丽丝蒂·诺姆访问波
兰，公开表达对纳夫罗茨基的支持。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
对欧洲加征关税、施压盟友增加军费，
并试图绕过欧洲盟友与俄罗斯就俄乌
冲突进行商谈，令欧洲各国政府和民
众普遍不满。这种反感情绪也可能会
对欧洲极右翼政党谋求更大权力产生
不利影响。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从三国选举看欧洲右翼势力上升
新华社记者 刘健 崔力 张章

打开封面印有“八一”军徽的毕业证书，首页的
黑白证件照是一名阿尔及利亚青年。他叫布达乌
德·卢纳，是一名参加过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并曾来
华接受飞行培训的战士。

60多年过去，照片中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已两
鬓斑白，但照片背后的记忆依然清晰如昨。5月初，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在阿首都阿尔及尔采访
了卢纳和他的老战友德里德·艾哈迈德·拉赫达尔。

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
府的非阿拉伯国家。1959年至 1961年间，阿临时
政府先后派出两批共计27名学员赴华，接受飞行操
控与地勤保障等方面的专业培训。这些学员成为阿
独立后空军建设的中坚力量。

现年逾九旬的卢纳曾是一名轰炸机飞行员。他
最初在叙利亚一所军事学校接受基础训练，但当寻
求更专业培训时遇到了困难。“当时，临时政府国防
部长对我们说：‘唯一愿意接纳你们前去培训的是
中国。’于是，我们出发了。”

1959年初，卢纳抵达中国。“我们立刻被中国人民
的活力与精神所震撼。那种感觉，就像回到了家。”

卢纳所在的轰炸机飞行培训小组驻扎在哈尔
滨，学习操作伊尔-28轰炸机。他回忆说，中国不仅
传授军事技能，更提供精神食粮。“中国人常说，物
质固然重要，但人是决定性的。这句话极具力量，
对我影响深远。”

更令卢纳难忘的是中方的慷慨决定：主动提出
把整座基地供给阿方学员使用一段时间，以便阿方
自主培养未来的飞行教官。“他们从未想过控制我
们，而是真诚地希望我们独立自主。”卢纳感激地说。

同样在 1959 年，第二批赴华军事学员抵达中
国，在石家庄的航校接受战斗机飞行培训。拉赫达
尔就是其中一员。

在培训基地，拉赫达尔曾问一名中方指导员：
“为什么中国人愿意帮助我们？”这名指导员回答
说：“我们不是为了利益而帮助你们。中国人知道什么叫被压迫，所以我们
必须支持争取独立解放的正义事业。”

拉赫达尔回忆说，当时中国航校装备的是米格-15和米格-17战斗机，
其中米格-15曾参与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把在米格-15战机上获得的实战
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

拉赫达尔说，中国的援助远不止航空培训。1962年阿独立战争胜利后，
更多阿学员前往中国参训，雷达兵、通信兵、特种兵……“中国为阿尔及利亚
系统培养一支现代化军队打下了基础，这让我们从游击队走向了正规军。”

国家独立后，卢纳与拉赫达尔担任军队高级职务，把在中国收获的技
能、精神与友谊继续传承。时至今日，两位老战士依然珍藏着许多当年的老
照片，把其中的故事向记者娓娓道来。拉赫达尔指着其中一张1961年拍摄
的照片动情地说：“看，这是我教官的儿子，我把他抱在怀里!”

卢纳感慨道：“独立战争中，我们得到了中国的帮助。阿尔及利亚独立
后，中国继续支持我们的发展，从教育到农业，从工程到医疗，我们患难与
共。”

时光荏苒，中阿两国这段情谊跨越山海，历久弥新。正如拉赫达尔所
说：“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是中国站在我们身旁。这份情谊，我们永不忘。”

（新华社阿尔及尔6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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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老
城区、布里甘加河畔的卡姆兰吉尔
查尔地区，不时闻到一股生活垃圾
的味道，这里是达卡塑料废弃物的
主要集散地。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和垃圾管理滞后，孟加拉国首都达
卡面临严重的塑料垃圾问题，导致
排水系统堵塞、河流污染等，严重影
响居民 生活质量和城市可持续
发展。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塑料回收
产业的发展，这里的废旧塑料正悄
然经历一场“重生”，众多工厂正将
废弃塑料转化为可再利用的塑料碎
片、颗粒等产品，让这些垃圾塑料获

得新的经济与环保价值。
“我们会先去除回收瓶的瓶盖

和标签，随后将其切碎，再将处理后
的塑料出售给‘下游客户’，用于生
产再生塑料颗粒。”塑料瓶回收商卡
西姆介绍说。

与卡西姆回收点一街之隔的地
方，分布着多家塑料颗粒加工厂
——正是他口中的“下游客户”。记
者在其中一家车间看到，处理过的
塑料经过加热重塑、切割等工艺，被
制成不同规格和颜色的颗粒，后续
处理后可供应给塑料制品企业，用
于制造包装材料等。

“这些废弃塑料曾严重污染环
境，现在经过回收处理后能转化为

可用产品，这对环境非常有益。”加
工厂经理米亚说：“我们正在重复利
用这些塑料，为我们获得更高的经
济收入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当地专家说，塑料回收不仅减
少了对原生塑料的依赖，降低了温
室气体排放，也有效减少了垃圾分
解过程中有毒化学物质的释放。

孟加拉国环境律师协会律师加
利卜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塑料回收对缓解城市环境压力非常
重要，能通过减少塑料垃圾总量、降
低对新塑料的需求，有效减少碳排
放并节约资源。

然而，孟加拉国塑料垃圾“重
生”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世界银行

2024年发布的《国家环境分析》报告
指出，每年达卡人均产生 22.5 公斤
塑料垃圾。加利卜说，目前的回收
力度远远不够，大量塑料垃圾仍被
填埋或污染河流。

他说，塑料回收的成功取决于高
效的处理流程、强劲的再生产品市
场、良好的废弃物管理体系以及更
低的污染程度。“理想情况下，我们
应当追求更高质量的再生塑料，出
台更严格的监管规定，提供激励措
施，并落实生产者责任，真正让回收
成为环境解决方案。”

在拥有超 1.7 亿人口的孟加拉
国，这场绿色转型尚处起步阶段。

（新华社达卡6月5日电）

探访达卡老城区废旧塑料处理基地
新华社记者 孙 楠

新华社塔那那利佛6月5日电（记
者凌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粮
署）4日发表公报，感谢中国为马达加
斯加南部遭受热带气旋等气候灾害影
响的5万多民众提供必要粮食援助。

公报说，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3月，中方人员在马达加斯加南
部的多个乡镇发放了约 1600 吨大
米，有力提升了当地最脆弱区域的
粮食安全保障。本月 4日，相关粮
食援助项目完结证书签署仪式在马
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举行。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季平在
仪式上表示，中方将继续与马方紧
密配合，落实好各项兴农惠民举措，
并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应
对气候变化冲击。

世粮署驻马达加斯加代表塔尼
娅·古森斯在仪式上对中方提供粮
食援助表示感谢，希望与中方继续
保持合作。

据了解，相关粮食援助项目由
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支持，中
方和世粮署联合实施。

世界粮食计划署感谢中方
援助马达加斯加南部灾民

新华社华盛顿6月4日电（记者
吴晓凌）美国总统特朗普 4日签署
公告，以所谓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
限制哈佛大学国际学生签证，暂停
在哈佛大学学习或参加交流项目的
外国公民入境。哈佛大学当天回应
说，这是联邦政府又一“非法报复”。

公告说，美国《移民和国籍法》
等授权总统可暂停任何可能损害美
国利益的外国人入境。哈佛大学未
向国土安全部提供国际学生从事违
法或危险活动的信息，“哈佛大学不
再是值得信赖的国际学生和交流访
问项目管理者”。

公告规定，自发布之日起，任何
持有F、M或J签证就读哈佛大学课
程的外国人均不得以非移民身份入
境，美国国务卿应考虑撤销符合公
告标准的哈佛在校生现有签证。公
告发布 90天内，美国司法部长、国

土安全部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将就是否延长暂停和限制措施共
同提交建议。

哈佛大学当天在官网上发表声
明说，“这是联邦政府针对哈佛大学
的又一非法报复”，哈佛大学将继续
保护其国际学生和学者。声明还强
调，5月 29日的联邦地区法院决定
允许哈佛大学在诉讼过程中继续招
收国际学生和学者。

近期，特朗普政府对哈佛大学
“屡下狠手”，继宣布冻结对其数十
亿美元拨款、威胁剥夺其免税地位
后，又对该校国际学生比例提要求、
要求各联邦机构中止与其剩余的所
有联邦合同。5月 29日，美国马萨
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批准
了哈佛大学的请求，“叫停”特朗普
政府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资
质的政策。

美政府对哈佛国际学生限制签证

哈 佛 说 此 为“ 非 法 报 复 ”

知情人士4日披露，日本政府有
意出台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以打击外
国游客在日本就医后赖账的行为。

日本共同社4日报道，日本厚生
劳动省一项对全国约 5500 家医疗
机构的调查显示，2024 年 9 月，近
1.14万名外国游客在日本的医疗机
构就医，其中约0.8%赖账，拖欠的医
药费总额约为 6135 万日元（约合

308万元人民币）。
知情人士说，日本政府打算收

紧管理措施，重新评估针对外国游
客的保险政策，以防范外国游客在
日本就医后赖账。按照设想，厚生
劳动省与负责移民事务的出入国在
留管理厅将共享关于外国游客的信
息资料，以更好地落实相关管理。

（据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拟打击外国游客就医赖账行为

6 月 4 日，郊区列车行驶在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郊外
叶尼塞河畔。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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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 6 月 4 日电（记者
徐兴堂）美国总统特朗普 4日签署
备忘录，要求调查前总统拜登的
幕僚是否合谋向公众隐瞒拜登健
康状况，以及在拜登不知情的情
况下使用自动签字笔签署总统
文件。

“近几月越发明显的是，前总统
拜登的助手滥用总统签名权，使用
自动笔来掩盖拜登的认知能力下
降，”特朗普在备忘录中写道，“这一
阴谋是美国历史上最危险、最令人
担忧的丑闻之一。”

备忘录说，多年来，拜登出现认

知能力严重下降问题，而其身边人
“竭力掩饰”，严格限制拜登发布会
和公开露面频次。白宫在拜登总统
任期内发布逾1200份总统文件，任
命 235 名联邦法官，并创下美国史
上最频密的赦免减刑令纪录。“相关
决策过程——乃至拜登本人是否知
晓这些以其名义作出的决定——均
存在重大疑点。”

特朗普指示总统法律顾问会同
美国司法部长和相关机构负责人进
行调查，调查事项包括“故意向公众
隐瞒拜登身心健康状况的行为”“使
用自动笔签署的特赦令、行政命令、

总统备忘录等政策文件”“总统签字
操作程序的责任人”等。

拜登随即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必须明确一点：我在总统任内的所
有决策，无论是特赦令、行政令、法
案签署还是公告，均由我本人作
出。任何暗示我未亲自决策的说法
都是荒谬、错误的。”

拜登说，“这不过是特朗普和
国会共和党人转移视线的把戏
——他们正竭力推动一项灾难性
的法案，该法案将削减医疗补助
等关键民生项目，加重美国家庭
的生活负担，而这一切竟只是为

了给超级富豪和大企业提供税收
减免。”

上月，美国共和党人占据多数
的国会众议院以一票优势艰难通过
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为“大而美”的
大规模税收与支出法案。据悉，该
法案包含多项条款，内容超过1000
页，主要侧重于减税和削减开支。
法案将延长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
任期内于 2017 年通过的企业和个
人减税措施，对小费、汽车贷款等提
供新的税收减免，同时增加国防支
出，并为打击非法移民提供更多
资金。

特朗普下令调查拜登健康状况是否被合谋隐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