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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南总统昌德利卡佩尔萨
德·单多吉是中苏两国政党友好交
往的亲历者。多年前一次来华培训
经历，为他打开了观察中国治国理
政经验的窗口。“我第一次接触到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理念。”他
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回忆。

在中国同苏里南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5周年之际，单多吉总统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4月 12日，
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单多吉
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在形容两
国关系时强调了同一个关键词——

“南南合作的典范”。
这一“典范”体现在两国关系的

方方面面，而两国人民的体会最为
真切。

“走进苏里南人民的心里”

苏里南是第一批同中国签署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加勒比国
家之一。

距离首都帕拉马里博约一个半
小时车程的萨拉马卡区，眼下正是
柚子丰收季。在农户阿什温·杜
基家的果园里，树枝低垂，硕果累
累，杜基和弟弟带着工人们忙碌
采摘。以往，这家人连买农具都
要向亲朋好友借钱。能过上好日
子，离不开中国农业技术专家的
支持。

2022 年，中国援苏里南农业技
术合作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启动，计
划举办10期培训班、共培训300人
以上。单多吉总统专程出席启动仪
式。在他看来，中国先进技术培育
了高产量、高质量的农产品，能与中
国展开农业合作对苏里南至关
重要。

24岁的杜基就住在合作中心附
近，很快和中国专家成为朋友。中
国专家几乎每天都会去杜基家的田
地，在种苗培育、肥料使用等各个环

节对他进行指导。他开始种植辣
椒、茄子、西瓜等作物，不仅能在本
地市场销售，还出口到邻国。他告
诉记者，得益于中国专家带来的先
进技术和优质种苗，他家种植作物
的产量翻了一番，年收入增加了
一倍。

这个青年农户不仅知道中国提
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还认为

“这么好的倡议”与自己息息相关，
“能帮我们把农产品出口到世界各
地”。

单多吉总统本人多次对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表
达由衷认同——“所有参与国家都
能从共建‘一带一路’中受益”“我的
国家也受益颇多”“对促进世界和平
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苏里南农牧渔业部官员雅松·
巴克告诉记者，一些当地农业技术
人员每天乘车两个半小时来中心参
加培训，再把学到的技术带回去传
授给身边农户，风雨无阻，对学习中
国技术充满热情。“我们同中国农业
专家合作得相当好，目标相同、齐心
协力。”

来自湖南的蔬菜育种栽培专家
苏利荣说，合作中心深得当地农户
信任和喜爱，不少人带着问题上门
请教。苏里南政府部门经常组织中
国专家到当地农场和生产基地调研
和指导。“我感到我们真正走进了苏
里南人民的心里。”他说。

苏里南农学研究员简·亚格纳
特认为，中国先进经验帮助苏里南
提高农业生产率、解决粮食安全问
题，苏中农业合作“潜力巨大、前景
光明”。

“一切艰辛都值得”

从首都到苏里南河畔的博托帕
西村，需要驱车两个多小时，再搭船
逆流而上3个小时。旱季时交通更

困难，苏里南河水位降低，巨石、险
滩不断。以往，沿河几十个村落仅
依靠柴油发电，每天供电就几小时，
还时常停电，村民们都期盼稳定的
供电。如今，中国提供的低碳能源
方案帮助他们实现了心愿。

2019 年 9 月，应苏里南自然资
源部的迫切需求，中国电建集团与
苏方签订承建合同。2020年，胡亚
巴村建成首个微电网光伏混合电
站，村民用电 24小时不间断，生活
水平大大提高。这让附近博托帕西
村村民波特羡慕不已。他曾到首都
帕拉马里博上过几年学，能用英语
交流。2021年10月，中国电建集团
来到博托帕西村，开启二期项目。
波特立即站出来，承担翻译任务。

“我愿意帮助中国企业和村民们沟
通，用电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他
告诉记者。

中国能源方案所蕴含的绿色理
念，赢得当地人认同。苏里南是世
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波特说：“我们居住在雨林中，一直
都与自然和谐相处，而现在中国人
推行的光伏发电技术不会破坏本地
自然环境，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中国电建集团在当地的管理人
员熊泽坤介绍，二期项目共有 5个
站点，服务 40个村子。他说，建设
期间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运输设
备路上还遇到过险情，可是对中国
建设者来说，一想到村里灯光点亮
时孩子们的欢呼声，看到孩子们在
灯下认真学习，“这一切艰辛都值
得”。

13 岁的博托帕西村少年迪尼
奥·阿贾科对中国技术点亮的未来
很憧憬。“有了稳定供电，我晚上就
能更加安心写作业，还能吃上冰箱
里保鲜的食物。”他还有了更多长
远的打算，“希望有机会到中国学
习”。

“真实、丰富、立体的中国”

在苏里南北部的瓦尼卡区，提到
中国援建的瓦尼卡医院，许多当地人
都会竖起大拇指。

自2020年 2月开诊以来，瓦尼卡
医院可覆盖当地约 15万人的就医需
求。“如果没有这家医院，许多本地患
者难以得到及时、良好的治疗。”当地
医护人员阿林姬·索尼娅说。

“医院里设施齐全，”瓦尼卡医院
护士马莱娜·西尔韦拉·丰塞卡告诉记
者，“中国提供的重要支持让很多苏里
南人实实在在受益。”

“西方通过所谓援助来掠夺我们
的自然资源，而中国人真正想看看我
们的实际情况怎么样，思考怎样能更
好地帮助我们。”这是政府工作人员伊
冯娜·克萨尔辛通过亲眼观察得出的
结论。

50岁的克萨尔辛去年第一次到中
国，与30多位来自加勒比国家代表一
起，参访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十多
天的访华之行，丰富了她对中国的认
知。“还没走出机场，一些西方媒体营
造的中国刻板印象就被打破了。一切
都非常专业、井井有条，人们举止和
善、亲切友好。”她说，参访期间看到的
真实、丰富、立体的中国，“令同行的
30多位代表都和我一样深感震撼”。

在农村参观时，她向来接待的村
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农村发展这样
好的秘诀是什么？”“爱国，爱家。”村民
给出的这个答案，让她很受触动。

从中国高铁、医院运营到公园健
身，克萨尔辛想把观察到的各类建设
经验都带回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体现
在高楼大厦、高科技，也体现在人们的
精神面貌上，”克萨尔辛说，“我希望能
有更多苏里南人去中国看看，看看他
们是怎么做到的。”（参与记者：赵焱、
王林园、王雅晨、李梦馨）

（新华社帕拉马里博4月12日电）

中国和苏里南如何打造“南南合作的典范”
新华社记者 何冰 王植樱

美国通胀水平再次上涨且涨幅
超过市场预期。美国劳工部最新数
据显示，3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3.5%，涨幅较2月扩大0.3
个百分点。食品、能源等与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商品价格攀升，让不少美
国民众对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感到
不满。

通胀居高不下，连拜登政府前任
“大管家”都看不下去了。白宫办公
厅前主任罗恩·克莱因日前在一场活
动中罕见地批评拜登。他说，拜登

“每周有两至三场活动是给桥梁剪
彩”，但现实情况是，杂货店里的鸡蛋
和牛奶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太高，“该
死的桥”根本不能解决紧迫的民生
问题。

在我驻地附近的加油站，一名年

轻男子还没有加满油就准备结账走
人。他无奈地对记者说：“太贵了，先
加一半撑着吧。”

一段时间以来，首都华盛顿沿街
乞讨者明显增多。他们衣衫褴褛，大
多举着写有自身困难情况的牌子，在
交通要道或超市门口向路人讨钱，其
中不乏老人、孕妇、残疾人。

近日，我在一家餐厅门口遇到一
位老妇人，想用自己写的一本书向记
者换2美元买吃的。她说：“我不是
乞丐，但物价太高了，我买不起吃
的。”

高通胀下，许多美国民众对经济
持悲观情绪。《华尔街日报》3月对美
国大选7个关键“摇摆州”选民的调
查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过去两年
美国经济状况变差，仅有25%的受访

者认为经济变好；高达74%的受访者
认为，过去一年美国通胀“朝着错误
的方向发展”。有受访者表示，通胀
上涨不仅让经济状况变差，更让民众
感觉生活“艰难”。

对此，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
济学教授斯特凡妮·斯坦切娃说，通
胀攀升会加剧民众对经济的悲观
情绪。

对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来
说，选民对经济的悲观情绪绝非好
事。在年初以来的党内初选阶段，白
宫不遗余力推销“拜登经济学”成果，
但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在决定
前两次美国大选结果的 7个“摇摆
州”中，拜登在6个州的支持率落后
于特朗普。在被问及拜登和特朗普

谁能更好治理美国经济时，只有34%的
受访者选择拜登。

共和党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向拜登
发难。由共和党人把持的国会众议院
预算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执政
以来，井喷式政府支出推高通胀。“与总
统（拜登）所想相反，高物价仍在持续。”

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家经济委
员会主任的拉里·林赛撰文说，拜登政
府认为，在“通胀缓和、就业强劲”的情
况下，美国民众期待物价进一步降低是

“不切实际的”，这种观点忽视了民众的
不满情绪。

民主党籍民调专家塞琳达·莱克
说，经济数据似乎正在变好，“但民众感
受越来越差，这（对拜登来说）是最凶险
的情况”。

（新华社华盛顿4月13日电）

物价居高不下 民众不买“拜登经济学”的账
新华社记者 许 缘

德国和奥地利12日发布旅行警告，敦促本国公民
尽快离开伊朗。印度和法国等国当天也呼吁本国公民
不要前往伊朗和以色列。

同一天，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说，他认为伊朗可
能会“很快”对以色列发起报复袭击，同时敦促伊朗

“不要”发动袭击。

【“尽快离开”】

德国外交部12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前以色列和
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有“突然升级风险”，不排除可能
影响“海陆空交通路线”。声明同时警告，德国公民存
在“被捕”风险，尤其是那些有伊朗和德国双重国籍的
公民。

奥地利外交部12日晚些时候同样敦促本国公民
离开伊朗。

11日至12日，印度、法国、波兰、俄罗斯和美国等
国都发布了声明，呼吁本国公民关注当前中东地区安
全局势，不要前往伊朗和以色列等国。

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伊朗驻叙大使馆领事
部门建筑1日遭导弹袭击，造成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高级指挥官在内的多人死亡。伊朗说袭击由以
色列发动，警告将予以“惩罚”。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12日宣布，鉴于当前局势，公
司将继续停飞往返德黑兰的航班至4月18日。

汉莎集团旗下的奥地利航空公司也采取了相似的
停飞措施。这家公司12日表示：“我们持续评估中东
局势，并为此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据路透社报
道，奥地利航空公司是目前西欧最后一家运营往返伊
朗航线的航空公司。

【“不要动手”】

美国总统拜登12日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他不会
泄露安全信息，但他认为伊朗可能“很快”会对以色列
发动报复性袭击。

当记者问拜登对此有什么想对伊朗说时，拜登
说：“不要（发动袭击）。”

按照拜登的说法，美国“致力于捍卫以色列”，将
帮助保卫以色列，“伊朗不会得逞”。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12日说，以
美两国军方就伊朗可能对以色列发动的报复性袭击进行了局势评估，以确保
双方紧密协调行动。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并非万无一失”，以色列
民众“应对伊朗的潜在袭击保持高度警惕”。

12日早些时候，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告诉
媒体记者，伊朗据报即将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这一威胁“真实”且“可能发生”，
但他没有披露袭击可能发生的时间。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日报道，美军已经迅速部署军舰，用以保护该地区
的以色列和美国军队，希望阻止伊朗最早可能于12日或13日发动的直接袭
击。不过，报道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说，虽然袭击以色列的计划正在讨
论中，但最终决定仍未作出。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
拉希扬日前批评部分西方国家在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遭袭一事上，回避谴责
这一违反国际法和公约的行为，反而继续支持“以色列政权的暴行”。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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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至 18 日，老挝迎来一年一度
的泼水节，即老挝新年。节日期间，大批老
挝民众纷纷返乡过年。同时，许多国家的
游客纷至沓来，感受老挝泼水节欢乐氛
围。老挝新年期间客运呈现繁忙景象。

这是 4 月 11 日在位于老挝万象的中老
铁路万象站拍摄的旅客。

（新华社发）

老挝新年客运忙

俄罗斯近日因融雪和大坝决堤
遭遇的严重洪灾仍在持续，奥伦堡
州首府奥伦堡市政府 12 日再呼吁
数千名居民立即疏散。

奥伦堡市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
科以东约 1200 公里，人口超过 50
万。据路透社报道，市政府要求部
分地区进行大规模疏散。

“城里响起了警笛。这不是演
习。正在进行大规模疏散！”奥伦堡
市长谢尔盖·萨尔明在社交媒体上
说，居民们纷纷帮助当地筑起防洪
堤，防止高层公寓楼被洪水冲击。

俄罗斯媒体援引奥伦堡官员的
话报道，洪水发生以来，整个地区已
有超过1.3万名居民被疏散，其中超
过四分之一是儿童。

截至当地时间12日14时，奥伦
堡市内乌拉尔河水位达到 11.47
米。紧急救援人员表示，乌拉尔河
的水位比他们认为的危险水位高出
2米多。

乌拉尔河是欧洲第三长河，流
经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注入里
海。乌拉尔河目前正值春汛，河冰
解冻导致水位迅速上涨。5日，乌拉
尔河上游的奥尔斯克市一大坝决
堤，加剧了融雪造成的洪涝灾害。

奥伦堡副市长阿列克谢·库季
诺夫先前表示，一夜之间，当地360
多所房屋和近 1000 块土地被洪水
淹没。他说，预计洪水水位在12日
达到顶峰，之后会在两天内开始

消退。
奥伦堡州州长丹尼斯·帕斯勒11

日向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汇报，该
州眼下共有 11972 所房屋被洪水淹
没，如果水位进一步上涨，将有19412
人面临危险。

当地居民维亚切斯拉夫的房屋部
分被洪水淹没。他坐在一艘闲置的摩
托艇上、看着自己的两层砖房告诉路
透社记者：“从水位判断，所有的家具、
一些家用电器和室内装饰材料都被毁
了。”

与此同时，托博尔河水位同样急
剧上升。俄罗斯库尔干州州长瓦季
姆·舒姆科夫在社交媒体上说，托博尔
河沿岸的卡缅斯科耶村一夜之间水位
上升了1.4米，12日早上居民被疏散，
未来几天洪水可能会侵袭库尔干。

他说:“我们只能希望洪泛区扩
大，地面尽可能多吸收水分。”库尔干
的一座大坝正在加固。

不断上升的河流水位也威胁着西
伯利亚南部地区。俄罗斯其他一些地
区的水位预计将在未来两周内达到
峰值。

同样受洪水波及的俄罗斯邻国哈
萨克斯坦政府表示，到目前为止，该国
已有10万人被疏散。

据路透社报道，这是受影响地区
至少 7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截至目
前，大量的融水迫使俄罗斯乌拉尔山
脉、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逾12万人
离开家园。 （新华社专特稿）

洪水未退

俄 罗 斯 奥 伦 堡 州
再 疏 散 数 千 居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