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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墨西哥城记者 孙华

据新华社莫斯科4月22日电（记者陈汀）俄罗斯外交部22

日在其网站发布消息说，鉴于德国政府再次大规模驱逐俄罗斯

驻德国外交人员的敌对行为，俄方决定采取“对等”驱逐德国驻

俄罗斯外交官的措施，严格限制德国驻俄外交官的最大人数。

俄外交部对德国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认为这些行为将继

续破坏所有层面的俄德关系。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的决定已于本月5日正式通知德国驻

俄罗斯大使。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2日在俄“星星”电视台直播节

目中说，作为德方驱逐俄外交人员的回应措施，俄方将驱逐20

多名德外交人员。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 ·斯

卢茨基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德国越来越追随美国，在双边对

话中复制着最不具建设性的措施。柏林大规模驱逐俄罗斯外交

官的做法将使已不友好的双边关系复杂化。滥用“驱逐外交官”

杠杆只会导致“仅存的一点”俄德关系持续恶化。

德国媒体《焦点》周刊此前曾报道，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计划

驱逐3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德国外交部尚未就此发表正式声

明，具体被驱逐的俄外交人员人数仍不明确。

德国政府再次大规模驱逐俄外交人员

俄宣布“对等”驱逐  多名德外交官

据美国媒体统计，截至21日，美国今年已经发生17起群体

凶杀事件，88人遇害。如果按照这一势头，美国今年大规模凶

杀事件或创新高。

这项统计由美联社和《今日美国报》共同进行。群体凶杀事件

指遇害人数为4人或更多的事件，与联邦调查局所做定义一致。

美联社说，今年开年以来群体凶杀事件以“惊人频率”发生，

平均每6.53天就出现一起，这一势头仅见于2009年同期。本月

15日至18日不到一周时间内，美国就发生两起群体凶杀，共计8

人遇害，30多人受伤。

自从2006年开始统计以来，美国每年平均发生31起群体凶

杀事件，共有2800多人死亡。

群体凶杀事件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共45起；2017年遇害

人数最多，为230人，当年一名枪手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向

一场音乐节的观众疯狂扫射，致死60人，为美国现代史上最血

腥的枪击事件。

美联社说，群体凶杀仅为美国每年各类致命暴力事件的冰

山一角。

今年发生的群体凶杀事件中，行凶者都使用枪械。美国人

口约3.3亿，民间枪支保有量却超过4亿支，涉枪暴力在美国成

为常态和顽疾。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显示，去年美

国约4.4万人死于枪下，今年已有超过1.2万人死于枪支暴力。

尽管控枪呼声从未停息，但美联社报道，无论从联邦还是州

层面，重大政策转变希望渺茫。

古滕贝格在2018年一次校园枪击中失去年仅14岁的女

儿。“美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不足为奇，”他说，“数字说明了一

切。数字不会说谎。然而，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改变它。”

“我们可以不用过这种生活，”“每个城市支持枪支安全”组

织负责人范布拉特说，“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随时随地都是枪支

话题的国家。”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开年以来以“惊人频率”发生

美国今年群体凶杀事件或创新高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22日是第54

个世界地球日，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是

“投资我们的星球”，呼吁创造健康可持续

的经济。

联合国世界地球日网页资料显示，气候

变化、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改变以及各种破坏

生物多样性的犯罪行为都可能加速地球的

毁灭速度。地球每年失去约470万公顷的

森林，面积比丹麦还大；据估计，现在大约有

100万种动植物面临灭绝的威胁……

世界气象组织2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2015年到2022年这8年是有记录以来全球

最热的8年。2022年世界经历了一连串前

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极端高温、野火和洪

水影响了各大洲民生。气候变化使得这类

灾害出现几率更高，也更加致命。

联合国呼吁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转向更有利于人类和地球、更可

持续的经济模式。”地球日活动官网表示，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和企业走向繁荣的道路。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3

月份发布最新报告说，当前已有多种可行

且有效的选择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适应

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如果现在采取行

动，仍然可以确保所有人都有一个宜居

的、可持续的未来。解决方案在于适应气

候变化的发展，这涉及将适应气候变化的

措施与减少或避免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相

结合。

但在极端天气、能源短缺、地缘政治

等众多因素干扰下，部分欧洲国家重启煤

电，脱碳进程减速；多国能源结构调整困

难增加，出现绿色转型放缓的趋势。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以

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2020年，中国宣布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

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

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数

据显示，与2012年相比，2021年中国碳排

放强度下降了34.4%。中国大力发展可再

生能源，截至2022年底，可再生能源总装

机突破12亿千瓦，风电、光伏、生物质发

电、在建核电规模均为全球第一。

中国是全球“增绿”的主力军。数据

显示，2000年至2017年间，全球新增绿化

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目前，中国

森林面积 2.31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24.02%，草地面积2.65亿公顷，已经成为

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绿色发展是中

国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巴黎协定》的

积极践行者，中国向全世界承诺：到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

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

瓦以上。

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改变等因素可能加速地球毁灭，
    年“世界地球日”发出呼吁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可持续经济模式

当地时间21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在墨

西哥东部城市韦拉克鲁斯表示，该国政府决

不接受美国以打击墨西哥境内的有组织犯

罪为由干涉其内政。

自上个月4名美国人在墨西哥遭绑架

后，美国连续在打击芬太尼、有组织犯罪集

团等问题上对洛佩斯政府施压，两国一直

龃龉不断。

洛佩斯21日出席韦拉克鲁斯港爱国保

卫战109周年纪念活动，他表示，墨西哥有足

够的能力应对国内犯罪问题，“决不接受任

何外来干涉”。

“我们不接受干涉主义，不要任何人名

义上的帮助，毕竟我们费尽代价才维护住国

家主权”，洛佩斯表示，墨西哥打击犯罪是墨

西哥人自己的事，在共同打击贩毒等议题

上，他的政府寻求“合作而非服从”。

在墨西哥政府网站刊载着这样一段历

史：1914年4月21日，美国海军入侵墨西哥

韦拉克鲁斯港，当地海军军事学校学员英勇

保卫港口。美军次日完全占领韦拉克鲁斯

港，切断其与墨西哥内陆联系，随后占领港

口至同年11月。

美国近年持续就打击芬太尼问题对墨

西哥政府施压，3月的绑架案导致两国矛盾

骤然升温。

3月初，4名美国人在与美国德克萨斯州

接壤的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的马塔莫罗斯

遭绑架，其中2人遇害。墨西哥贩毒集团承

认对这起绑架谋杀案负责。

该案引发美国强硬反应。美国司法部、

国务院、驻墨西哥使馆纷纷表示，要采取行

动打击墨贩毒集团。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

歇尔和斯科特3月8日向国会提出一项新法

案，建议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

组织”。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呼吁拜登政

府向墨西哥派遣军队打击贩毒集团。

洛佩斯次日回应称，绝不会允许美国派

军队入境打击墨西哥贩毒集团。“这是对墨

西哥独立和主权的不尊重”。洛佩斯称墨西

哥政府“不会允许任何外国政府干预我们领

土（以内的事），更不用说外国的武装部队”

“美方的提议体现了美方的傲慢”。

洛佩斯此前曾表示，“我们首先要保证

我们国家的公共安全。其次，我们要做的才

是与美国政府合作，共同打击美国严重的毒

品滥用问题，特别是芬太尼”。

美方指责墨西哥生产并输出芬太尼“毒

害美国人”的声音并未沉寂，洛佩斯一方面

斥责该言论“不负责任”，称芬太尼是美国的

问题，同时坚称墨西哥并不生产芬太尼及其

前体原料。

4月13日，白宫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

室主任表示，芬太尼正在墨西哥生产。次

日，美国缉毒局表示，锡那罗亚贩毒集团与

哈里斯科贩毒集团是主要威胁，并因此在

2022年部署行动进行打击。作为回应，洛佩

斯于17日抨击美国缉毒局在墨西哥的行为

与“间谍”无异。

“在打击贩毒集团时，我们可以共享信

息，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美国干涉我们的警察、

军队或议会。”洛佩斯称。他还强调，美国不

应该只盯着墨西哥，更应该管控好本土。

墨西哥国防部长18日表示，2023年以

来，武装部队已缴获1428公斤芬太尼。

(本报墨西哥城4月22日专电)

美参议员提议政府向墨派遣军队打击贩毒集团

墨总统：决不允许美找借口干涉内政

21日，波兰克拉科夫，人们排队等待用电子产品交换免费植物。为了迎接“世界地球

日”，克拉科夫举行活动，用1500棵植物来交换电池、灯泡等电子设备。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