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4年6月6日（星期四）

■ Thursday, June 6 2024
Lt:Pnd
AA55印华论坛/副刊

欧盟在多重挑战中寻找方向

菲政客对华强硬喊话背后的虚张声势
■国际锐评

■国际锐评

x

全球再起全球再起““熊猫旋风熊猫旋风””
■新华时评

■（唱和诗）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5日
电新华社记者付一鸣张兆卿

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将于
6日至9日举行。这是英国“脱
欧”后的首场欧洲议会选举，选
后欧洲领导层也将迎来新一轮
换届，本次选举因此被视为欧
洲政治生态的“风向标”。

欧洲目前深受乌克兰危
机、巴以冲突外溢效应等影响，
内外矛盾与挑战相互叠加。分
析人士指出，选民的意志立场
将在此次选举中得到集中体
现，欧洲政治版图或面临新一
轮洗牌，右翼政治势力可能“异
军突起”，进一步扩大在欧洲议
会的影响力，这或将深刻影响
未来五年欧洲政策走向。

右翼或将崛起
欧洲议会是欧盟的立法、

监督、预算和咨询机构，每五
年举行一次选举。本次选举
中，欧盟27个成员国的选民
将投票选举720名议员。

德国Statista 数据平台对
欧洲议会各党团得票的最新预
测显示，持中间偏右立场的欧
洲人民党党团预计仍将继续稳
坐议会第一大党团的位置，但
席位数相比2019年选举将有
所下降。中间偏左的社会党党
团、持中间立场的复兴欧洲党
团及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组成
的党团也将失去一些席位。

与此同时，多项预测显
示，在此次选举中欧洲右翼政
治势力将进一步增强。从国
别来看，右翼政党的崛起在德
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较为明
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法国
国民联盟、荷兰自由党、意大
利兄弟党都有望在本国投票
中轻松获胜。德国执政联盟
中的三个政党民调也均落后
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

欧洲新闻电视台分析指
出，极右翼在一些重要国家的
胜利，必然会影响欧盟委员会
（欧委会）主席等欧盟高层职
位的任命，从而对欧盟的决策

和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一些分析人士对欧洲右翼

势力的增强表示担忧。英国
《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
员吉迪恩·拉赫曼此前表示，如
果极右翼势力在欧洲议会选举
中取得重大突破，“它可能会破
坏长期以来被视为欧盟核心的
价值观和法律承诺”。

多重挑战并存
隶属欧委会的官方民调

机构“欧洲晴雨表”近期一份
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对即
将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感兴
趣”或“非常感兴趣”，比例明
显 高 于 上 届 选 举 的 49% 。
81%的受访者表示，乌克兰危
机和巴以冲突等问题使投票
变得更加重要。此外，贫困、
医疗、就业和国防成为选民最
关心的几大议题。

有分析指出，民众关心的
这些话题与欧洲面临的多重挑
战高度契合。乌克兰危机延宕
深刻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
局，欧洲因此笼罩在越发恶化

的安全形势阴影下，欧盟成员
国之间及成员国内部各党派在
欧盟扩员、安全、援乌、移民等
多个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

在经济方面，虽然欧洲经
济暂时走出停滞，但前景依然
难言乐观。受乌克兰危机和
中东局势影响，当前欧洲经济
仍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分析
人士指出，两场冲突激化了原
本存在的多重矛盾与分歧。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红海危机给全球贸易造成破坏
性影响。欧盟持续加码援乌挤
占自身社会福利资源，加上外
来移民涌入，导致民众生活压
力骤增，对现状愈加不满，对传
统政党的失望不断增加。

路透社报道，民调显示民
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
政党在本届欧洲议会选举中赢
得的选票数将创下历史新高，
主要原因是选民认为主流政党
在促进经济复苏、控制外来移
民数量、提供住房和医疗服务
方面表现不佳。今年3月，益普

索集团为欧洲新闻电视台进行
的民调显示，过半欧洲人对欧
盟的移民政策抱有负面看法。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评
论文章认为，此次欧洲议会选
举是“一场为欧盟现有模式存
亡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欧盟内
部和外部都正在受到地缘政
治不稳定和极端民族主义势
力抬头的威胁”。

影响关键人事
新一届欧洲议会产生后，

还面临一项重要任务，即对欧
委会新任主席人选进行投票
表决。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
条约》规定，欧洲理事会提名
欧委会主席人选时“要考虑到
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并经过
适当的磋商”。

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
恩正在谋求连任。她及其所
在的人民党党团主张提高欧
盟经济竞争力和加强欧盟防
务能力等。

尽管人民党党团有望在
本次选举中继续保持欧洲议

会第一大党团的位置，但冯德
莱恩仍需得到法德等欧洲大
国领导人的认可，并获得新一
届欧洲议会过半数选票才能
获得连任。

近日，社会党党团高层多
次警告，如果冯德莱恩通过接
受极右翼党派支持确保其在欧
洲议会获得多数席位，她将不
会得到社会党党团的支持。西
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如果冯
德莱恩与极右翼达成协议，西
班牙社会党将反对她连任。此
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冯德
莱恩“过度政治化”其角色，并
表示希望看到一位争议较少的
候选人担任欧委会主席一职。
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
指出，欧委会应“减少政治色
彩、更加公正”。

此间媒体报道，在复杂平
衡与激烈博弈中，社会党党团

“领衔候选人”尼古拉斯·施米
特、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等
都可能成为冯德莱恩的潜在
竞争者。 （参与记者：康逸）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日前在第21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题演
讲，声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所
谓“南海仲裁”裁决均承认菲合法权
利，是菲南海政策的基石。他还向
中国强硬喊话，扬言菲律宾不会在
领土问题上让步。对此，中方代表
明确表示，中方对侵权挑衅行径保
持了足够的克制，但也是有限度的，
希望个别国家要认清利害关系，回
归对话协商的正道。

早在今年 2 月，菲律宾参议院
就通过所谓“海洋区域法案”，企图
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 2016 年所谓

“南海仲裁”非法裁决，将中国黄岩
岛、南沙群岛的大部分岛礁以及相
关海域纳入菲海洋区域。在香格里
拉对话会发表演讲时，马科斯不只
一次提到《公约》和所谓“南海仲
裁”，实际是想以此为基础宣扬其涉
海错误主张，歪曲渲染海上事态，为
非法扩张披上国际法的外衣。

历史不容篡改。菲律宾是个群
岛国家，历史上曾先后受西班牙和
美国的殖民统治。它的领土范围是
由1898年《美西和平条约》、1900年
《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
条约》、1930年《关于划定英属北婆
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
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中
国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并不在上述条
约规定的菲领土范围之内。上世纪
50年代以来，菲律宾借国际海洋制
度的建立和调整，不断通过国内立
法，扩大管辖海域的范围，严重侵犯
中方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

违反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
法。

2013年，在美国提出“亚太再平
衡”战略的背景下，菲律宾单方面提
起“南海仲裁”，上演了一场披着法
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众所周知，中
菲南海争议的核心是领土问题和海
域划界问题。对于领土问题，《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管不着。对于海域
划界问题，中国早在2006年就根据
《公约》规定作出声明，排除适用《公
约》争端解决机制。

菲方行为违反了中菲之间通过
双边谈判解决争议的协议，违背其
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的承诺，
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适用
仲裁程序的限制性规定。所谓“南
海仲裁”自始至终都是非法的，不能
同国际法划等号。菲方混淆视听的
炒作注定徒劳。

需要指出的是，自从上世纪70
年代中菲建交以来，南海问题对双
边关系的影响总体上被控制在一定
范围之内。然而，在2022年马科斯
政府上任后，菲舰船频频侵闯中国
仁爱礁、黄岩岛海域，导致中菲关系
不断下跌。

事实上，菲政府不理性行为的
背后并非毫无逻辑。菲律宾大学教
授图阿松指出，美方将马科斯视为
代理人战争的工具或傀儡。正是由
于得到美国虚幻的安全承诺、大量
二手武器输送，加上美国在菲律宾
的渗透和影响，菲政府甘愿在地区
事务上扮演美国霸权的鹰犬角色。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广泛流传
的观点是，马科斯家族隐匿在美国
的巨额财产是推动菲政府对美屈服

的重要因素。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挑衅中国的行为，服务的或许不是
菲律宾国家利益，而是个人利益和
家族利益。这在菲国内遭到不少质
疑与批评。菲前总统发言人里戈贝
托·蒂格劳表示，“我们现在是美国
的傀儡国家”，并呼吁现政府“学会
与中国和平共处”。根据菲律宾民
调机构 OCTA 最新调查报告，高达
66%的菲律宾民众期望马科斯政府
首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只有4%的
菲民众认为国家防卫问题最紧要。

在香会期间，人们还注意到，美
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面对菲律宾提出
的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
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而是强调美
国将加强与中国的对话，以确保不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被舆论广泛
认为，美方含蓄表达了不值得为菲
方与中国直接冲突。

此外，中美防长进行了长达75
分钟的会谈。中方明确指出，当前
菲律宾在仁爱礁等问题上背信弃
义、挑衅滋事，与外部势力的怂恿支
持密切相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
坚持在遵守承诺的基础上，通过平
等协商解决分歧，但对一味加剧挑
衅的行为绝不姑息。菲方以为有美
国撑腰就可以胡作非为，完全是不
切实际的幻想。

缺乏历史依据、法律上站不住
脚、道义上陷入洼地、美国根本靠不
住……菲总统对华强硬喊话的背
后，不过是虚张声势。菲方想通过
编造虚假叙事的手段达到目的，欺
骗不了国际社会，只会坐实其是美
国霸权的工具、地区和平的破坏者，
把自己推向危险和孤立的境地。

昏庸君主必沉沦，
不信良言信佞臣。
自古美人贪蜜语，
由来香草费精神。
离骚咏叹忠心恨，
天问吟嘲讨世文。
拒统难成天有意，
汨罗江畔断红尘。
棉兰：廖世敬题诗

风云战国孰沉沦，
昏聩怀王逐谏臣。
所向披靡秦铁甲，
勝强三户楚精神。
吟成惜诵抒心志，
哭撰离骚自述文。
粽子飘香传统固，
汨罗旧事化轻尘。
棉兰：锺俊仪唱和

春秋战国逐沉沦，
昏聩怀王贬谏臣。
巨著离骚千古诵，
佳诗天问万年珍。
民间疾苦心忧重，
官场谗贤日虑深。
哀郢怀沙书恨别，
忠魂殉楚化烟尘。
万隆：文苗唱和

贤才良将逼漂沦，
逆耳忠言信谄臣。
昏乱君王终失策，
沉迷酒色耗精神。
满怀壮志胸心阔，
悔恨离骚笔意文。
诗作传承为学海，
汩罗往事若轻尘。
棉兰：田心唱和

心忧社稷反湮沦，
犹恨昏君侧媚臣。
妄信馋言奸佞诈，
忠言进谏枉劳神。
难抒报国凌云志，
且作英魂撰悼文。
角粽祭贤怀远古，
屈冤万载悬浮尘。
巴厘：许巧云唱和

昏庸楚主定沉沦，
战国七雄横纵臣。
咏赋离骚抒愤慨，
长吟天问表精神。
飘香粽子民间热，
传统龙舟历史文。
家喻户知延不忘，
怀沙吟罢涤凡尘。
棉兰：孙国静唱和

忠言逆耳楚沉沦，
屈子九骚醒世人。
百舸争流强国运，
千帆竞渡抖精神。
始皇开业大一统，
末帝丧权半殖民。
无数先贤抛热血，
河山收复祭英魂。

雅加达：童行早唱和

悠悠汨水忆忠良，
怨恨凄凉愁断肠。
节气端阳延不息，
哀歌屈子溢河江。
午時雨点贤臣泪，
天地浓霾故国殇。
五月逢年包粽日，
缅怀典故后昆扬。
棉兰：黄升榕唱和

五月端阳念屈原，
粽香飘溢汨罗边。
离骚巨著垂千古，
天问奇章誉万年。
臣子投江沉傲骨，
诗人绝笔赋忠言。
当今国运逢明主，
逐梦新篇勇向前。
雅加达：苏歌唱和

江底沉冤恨怎休？
忠心谏楚付东流。
昏君愚固金瓯破，
奸佞讥谗社稷忧。
天問离骚莫束阁，
龙舟角黍续传留。
灵均殉国馨千古，
谁惜英魂苦献猷！
棉兰：吴祖安唱和

何如楚阙被秦吞，
战国风云变幻昏。
逆耳怀王千古恨，
离骚屈原世代润。
汨罗滚滚千秋颂，
忠义泱泱万载存。
肉粽飘香端午吊，
龙舟跨海全球春。
占碑：郭春明唱和

屈子自沉国运终，
桨挥百舸觅身踪。
鱼蝦唯恐伤原体，
锣鼓还祈吓恶龙。
角黍流传长记忆，

楫舟进化赛科风。
逢年五月端阳节，
竹叶粽香举世同。
棉兰：雁儿唱和

屈原爱国一诗人，
遭陷官场失意沦。
流放忧伤词现世，
楚辞创立者功勋。
离骚天问九歌绝，
不朽诗歌史上魂。
楚灭汨罗江殉难，
吾将上下索求仁。
雅加达：冰湖唱和

直言遭黜放陵阳，
孤愤满腔诉九章。
江畔行吟思故土，
茅庐度日苦他乡。
潺潺流水申冤屈，
簌簌芦花颂善良。
怅望郢都悲欲绝，
汨罗痛史莫相忘。
棉兰：钟逸唱和

炎黄子女庆端阳，
黍粽龙舟献上场。
靳尚邪行多毁谤，
屈原正气谏忠良。
餐风饮露长饥渴，
屋漏薄衣忍冻凉。
怅虑家乡肠寸断，
郢都失陷跃汩江。
万隆：杨汉胜唱和

屈原故事两千年，
仲夏端阳忆楚贤。
品味角黎怀典藉，
竞划木舸俗延绵。
蒲剑除怪斩妖孽，
艾草驱邪挂户前。
蒸叶粽香通梓里，
交觥黄酒述根源。
棉兰：凌云雁唱和

家家裹粽庆端阳，
竞赛龙舟击鼓忙。
爱国坚贞千代颂，
高风亮节万年扬。
众多谗党留遗臭，
独醒诗人放异香。
江水滔滔难洗怨，
汨罗滚滚泣忠良。
北干：李欣镁唱和

糯米粽包馅馔匀，
屈原千载史传情。
龙舟端午争捷径，
魅力中华楚代旌。
自古英雄磨难苦，
汨罗江史爱国卿。
随着唱和吟诗韵，
独赏风骚立典型。

雅加达：燕飞翔唱和

角粽飘香屈子冤，
汨罗泪洒大中原。
龙舟竞渡寻忠烈，
代代唱诗忆渊源。
巴厘：意如香唱和

飘香粽子忆楚雄，
竟赛龙舟祭祀浓。
永记屈原忠厚志，
怀沙绝笔众轰隆。

万隆：侯斐珍唱和
五月诗人祭屈原，
兰亭聚会敬良贤。
飄香粽子端阳节，
难洗汩罗万古冤。
棉兰：许菁栽唱和

汩罗江水恨未消，
抢救忠良急鼓敲。
离骚屈原心血滴，
绝笔怀沙盼已了。
巴厘：容仙翁唱和

家家裹粽悼屈原，
竞渡龙舟闹动天。
昏聩怀王轻善谏，
郢都失陷不遙远。
万隆：陈星唱和

汨罗抱石江中投，
愛国忠貞第一流。
不务昏王溺酒色，
奸臣当道志难酬。
行吟泽畔空悲叹，
举世独清尽醉愁。
明哲保身渔父劝，
端阳粽子赛龙舟。
棉兰：文平唱和

投江抱石汨罗沉，
诤谏大夫贬逐臣。
逆耳忠言遭陷构，
独清众浊自伤神。
行吟泽畔忧心重，
扶杖民间疾苦深。
写罢怀沙心事了，
潺潺流水哭灵均。
北干：李庭蓁唱和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新华
社记者许苏培

近段时间，大熊猫在全球有
点热。《功夫熊猫 4》上映后连续
两周蝉联北美票房冠军、韩国大
批民众冒雨送别返回中国的“福
宝”、“金喜”和“茱萸”在西班牙
马德里动物园首次公开亮相、“宝
力”和“青宝”将于年底前赴美开
启 新 一 轮 大 熊 猫 保 护 研 究 合 作
……无论在大银幕上还是动物园
里，大熊猫魅力十足，来自全球的
欢迎和喜爱更是令人动容。

大熊猫是中国国宝也是世界
团 宠 ，所 到 之 处 都 会 刮 起 一 阵

“熊猫旋风”。1972 年，时任美国
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方将“玲
玲”和“兴兴”作为珍贵礼物送给
美 国 ，8000 名 美 国 民 众 冒 雨 迎
接，动物园首月参观人数达上百
万 。 日 本 上 野 动 物 园 也 因“ 康
康 ”和“ 兰 兰 ”的 到 来 而 人 气 大
增，当年入园人数突破 500 万人
次，是前一年的 5 倍多。在墨西
哥 城 查 普 特 佩 克 动 物 园 出 生 的

“托维”是第一只在人工饲养环
境 下 出 生 并 存 活 的 海 外 大 熊 猫
宝宝，“托维”的专属歌曲《查普
特佩克的熊猫宝宝》发行后在全
球卖出了好几百万张唱片……旅
外大熊猫人见人爱，海外趣闻数
不胜数。

如今，“宝力”和“青宝”也将
被送往“玲玲”和“兴兴”当年所
在 的 美 国 华 盛 顿 国 家 动 物 园 。
园方正在积极准备，改造升级熊
猫 馆 舍 ，园 内 多 个 标 牌 上 写 着

“熊猫来了”，礼品店里摆满了以

熊猫为主题的商品。《纽约时报》
网站刊文称，华盛顿没有大熊猫
的六个月显得“漫长而可怕”，但

“这种空落落、难以忍受的感觉
很快就要结束了”。

长期以来，中国积极推动大
熊猫保护的国际合作，每一只大
熊猫海外幼崽的诞生，也都是中
外科研人员交流协作的成果。从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一度濒临灭绝，
到 如 今 野 生 大 熊 猫 数 量 近 1900
只、全球大熊猫圈养数量达到 728
只，实实在在的数字背后，是中国
在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与
诊治、生态环境建设与全球交流
合作等方面付出的巨大心血。

大熊猫的命名，也包含着世
界 各 国 人 民 美 好 的 祝 福 和 期
盼。“托维”在墨西哥一种少数民
族 语 言 中 指 代 孩 子 。 第 一 只 在
欧 洲 人 工 饲 养 环 境 下 出 生 并 存
活的大熊猫“竹琳”，有“竹林中
的瑰宝”的寓意。

2006 年 的 春 节 联 欢 晚 会 上，
经 过 两 岸 同 胞 和 海 外 侨 胞 的 投
票，赠台大熊猫被命名为“团团”
和“圆圆”。刚刚在马德里动物
园开启十年旅居的“茱萸”，因为
出生在重阳节而取名自“遍插茱
萸少一人”……

人们对大熊猫的喜爱不分老
幼、超越国界，这也正是各国人
民情感相似、心灵相通之处。当
前，聚焦大熊猫重大疾病防治、
加 强 大 熊 猫 栖 息 地 和 野 外 种 群
保 护 等 主 题 的 新 一 轮 大 熊 猫 国
际保护合作在全球展开，愿可爱
的 大 熊 猫 带 着 满 满 的 正 能 量 和
中国人民的善意，继续在全球传
递友谊、播撒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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