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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军队12日凌晨对加沙地带南

部城市拉法及周边地区发动打击。据巴勒

斯坦通讯社报道，打击行动目前已造成超

过100人死亡，另有数百人受伤，伤者中包

括妇女和儿童。

拉法是加沙地带最南端城市，与埃及

接壤。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大量难民

涌入这里，目前有上百万人在此避难。分

析人士指出，以色列将拉法视为与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决战”

之地，以军军事行动势必引发更为严重的

人道主义危机，而且将进一步冲击以色列

与其他中东国家关系，令地区局势更加

紧张。

巴勒斯坦通讯社12日报道说，以军当

天对拉法市中心发动了至少40次猛烈打

击，目标主要包括住宅和清真寺。袭击发

生时，这些地方居住着大量从加沙地带北

部逃难而来的无家可归者。一些受伤人员

已被送往该城的科威特医院。科威特医院

院长苏海卜 ·哈姆斯说：“医院里挤满了伤

员，没有足够的药品，情况非常危险。”

连日来，以色列方面多次宣称将在拉

法开展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9日要求以国防军和安全部门制定在拉法

开展地面行动的计划。10日，他接受媒体

采访时再次表示，如果以色列不进入拉法

开展地面行动，那就意味着“战败”。

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1

日发布的数据，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

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

动已造成超过2.81万人死亡、逾6.7万人受

伤，大量居民流离失所。以军不断要求加

沙北部居民南撤。拉法此前只有30万居

民，如今根据哈马斯方面的数据，有140万

人在此避难，大多住在简易帐篷里。

以军在拉法开展的打击行动遭到广泛

批评。在以色列国内，反对继续在加沙地

带开展军事行动的声浪越来越高。以色列

政治分析人士吉德翁 ·利维11日在以《国

土报》撰文说，虽然以方军事计划包括撤离拉

法居民，但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转移难以实现，

而且其中一些人已多次流离失所，以军对拉

法发动进攻将“犯下严重战争罪”。近期，以

色列居民不断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政府下台，

重新举行议会选举。

国际上反对以色列进攻拉法的声音也非

常强烈。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此前警

告：“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对人口稠密地区

进行狂轰滥炸可能构成战争罪。”

中东多国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对拉法

展开地面行动的计划。埃及外交部长萨迈

赫 ·舒凯里说，以军对拉法开展地面行动将造

成“灾难性后果”。沙特阿拉伯表示，以色列

进攻拉法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

以色列大举攻打拉法，势必影响与埃

及的关系。军事行动可能造成大量巴勒斯

坦难民逃往埃及西奈半岛。埃及此前多次

警告以色列，不要将加沙居民强制驱至西

奈半岛。此外，以军在拉法的地面行动很可

能扩展至加沙地带与埃及之间的军事缓冲区

费城走廊。

据媒体报道，埃及近期已向西奈半岛东

北部派遣了约40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以

维护边境安全。美联社文章指出，以色列政

府的一些强硬派此前就曾呼吁将巴勒斯坦人

从加沙地带驱逐到西奈半岛，这不仅将破坏

埃及的稳定，更将冲击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

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受到巴以冲突外溢效应

影响，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与黎

巴嫩真主党在边境地区冲突不断，也门胡塞

武装在红海频频袭击与以色列和美国等西方

国家相关联的船只，美国随后开展报复性行

动。美国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展开空袭，以报

复驻约旦美军事基地遭到袭击。以色列大举

进攻拉法，恐将进一步激化与阿拉伯国家的

关系，令地区安全局势陷入更大动荡。

新华社记者 吕迎旭 张天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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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全球多地举行“欢乐春节”活动，以亮丽

中国红传递喜庆，用特色歌舞欢庆佳节，令当

地民众感受多姿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

精彩纷呈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日前在希

腊首都雅典上演。在雅典最大的室外游乐场

欢乐公园，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中国民间音

乐、舞蹈、武术表演，还可以品尝中国美食，体

验北京糖画、吹糖人、风筝制作、抖空竹等中

国传统非遗文化。

希腊比雷埃夫斯市政剧院内，希腊华人

合唱团的粤语合唱《万水千山总是情》率先登

场，中央音乐学院、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等

国内艺术团队随后带来的民乐、昆曲、舞蹈和

武术表演等精彩节目，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欢乐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已在希腊连续

举办8年。中国驻希腊大使肖军正说，中希

两国将以经济合作和文明互鉴为纽带，深化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作为西班牙马德里“欢乐春节”系列庆祝

活动的一部分，“中国新春音乐会”日前在马

德里国家音乐厅举行。从《阳关三叠》等中国

诗词合唱作品，到《敖包相会》《茉莉花》等中

国民歌，再到《饮酒歌》等西方音乐选段，深圳

歌剧舞剧院合唱团与民乐演奏家合力献上一

台融合中西经典曲目的音乐会。

从2月2日开始的一个月里，美食品鉴、

花车游行、艺术展览、民俗庙会、公路跑等近

30个项目将在马德里轮番上演，当地民众及

华侨华人在浓浓的中国年味中共贺新春。

马耳他大学泰米 ·扎米特礼堂日前上演

了一台集中国经典歌曲、西方经典歌剧和马

耳他民歌于一体的新年音乐会。礼堂内座无

虚席，深圳歌剧舞剧院艺术家唱起《茉莉花》

时，台下不少观众跟着哼唱。当音乐会的压

轴曲——马耳他民歌《节日》响起时，全场观

众共情吟唱。

中国驻马耳他大使于敦海说：“我们愿同

马方携手深化传统友谊，分享发展机遇，推动

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马耳他国家遗产、艺

术和地方政府部长欧文 ·邦尼奇盛赞当晚的

音乐会是一场成功将中国传统音乐、西方音

乐和马耳他音乐融为一体的精彩音乐盛宴，

让他终生难忘，文化交流拉近了马中两国民

众的距离。

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日前在斯洛伐克

国家广播电视台音乐厅举办“欢乐春节”中国

民族音乐会，正式开启庆祝中斯建交75周年系

列活动。浙江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表演了

《步步高》《花好月圆》等曲目。中国民乐欢快

灵动的旋律和丰富的表现力让观众耳目一新，

斯洛伐克民歌《国王峰上》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蔡革致辞时说，中

斯建交75年的历程证明，稳定、健康、积极的

中斯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也必将造福两

国人民。斯洛伐克外交部国务秘书埃什托克

致辞时表示，斯方愿同中方一道，以建交75

周年为契机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埃及首都开罗日前举办“欢乐春节”埃及

全国武术锦标赛，以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到

来。共有近7000名不同年龄段的埃及运动

员参赛。埃及武术国家队总监兼锦标赛总监

埃哈卜 ·阿卜杜勒-穆奈姆说，举办这次比赛

是为了庆祝中国春节，增进两国友谊。据埃

及武术协会资深教练穆拉德 ·阿巴斯介绍，在

埃及，武术已成为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最受

欢迎的运动项目。

2024“欢乐春节—行走的年夜饭”开罗中

国文化中心春节答谢晚宴日前在埃及开罗举

办，来自开罗、吉萨、代盖赫利耶等埃及7个

省的开罗中国文化中心新媒体平台粉丝、媒

体记者、中华文化爱好者等参加活动。

中国驻秘鲁大使馆日前在秘鲁首都利马

的中国公园举办“欢乐春节”龙年庆典活动。

十二生肖彩灯璀璨夺目，营造出浓浓年味

儿。来自北京和秘鲁的演员表演了舞龙舞

狮、民乐合奏、舞蹈、中国武术、秘鲁传统音乐

等文艺节目。现场设置的糖葫芦、糖画、皮

影、空竹等中国传统非遗展示吸引很多当地

民众驻足观看。

秘鲁外长冈萨雷斯-奥莱切亚说，1849

年首批华人抵达秘鲁，迅速融入当地社会，秘

中人民自此血脉相连。他向民众致以中国龙

年新春祝福。秘鲁外贸和旅游部长马修斯表

示，中国在秘鲁投资增长不仅体现在矿业领

域，还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战略领域，

建设中的钱凯港是其中典范。中国驻秘鲁大

使宋扬在致辞时说，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中秘关系将迈上新台阶，结出更多硕果。

——龙年春节庆祝活动在多国举行

品鉴中国文化 感受中国年味

日前，瑞士国家旅游局局长马丁 ·尼德格

尔一句“我姓瑞，欢迎哈尔滨来与我相会”的

喊麦，成功让瑞士火爆出圈，“瑞士申请加入

文旅比拼”一度成为网民热议话题。

接受采访时，尼德格尔对“哈尔滨三天内

吸引了超过300万游客”赞叹不已，毕竟这几

乎是瑞士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他还说，瑞

士办理签证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希

望尽快吸引更多中国人赴瑞旅游。

有媒体报道称，2019年，中国游客在瑞

士累计度过了185万个夜晚，为当地旅游业

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收入。SchengenvisaNews

则指出，疫情之后，瑞士当局迫切希望中国游

客重回瑞士，但在2023年初，中国游客瑞士

游数量仍处于较低水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

尼德格尔会如此热情“喊麦”的原因。

面对遥远又亲切的“喊话”，哈尔滨方面

回应说，“我姓哈，欢迎来到我的家！”有来有

往的互动背后，是中外游客双向奔赴“诗与远

方”的动人图景。

阿尔卑斯山带来梦幻风光与
滑雪胜地

瑞士究竟有什么好玩的？正如哈尔滨文

旅局局长回应的：“哈尔滨和瑞士既有相似的

纬度和冰雪资源，又有不同的四季风光和人

文景观。”

远可观高山雪峰，近能见森林湖泊，是瑞

士的独特魅力之一。虽然与哈尔滨纬度相

近，但受到山脉和洋流的影响，瑞士大部分地

区冬季气温也不像哈尔滨那样“美丽冻人”，

基本不低于零下五摄氏度。

阿尔卑斯山脉横贯瑞士，营造了童话般的

地理与人文风貌。从面积上，瑞士比哈尔滨还

要小一万多平方公里，但“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它有13处自然和文化遗产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不论是徒步于绵

延24公里的阿莱奇冰川，漫步在坐拥日内瓦

湖风光和阿尔卑斯景观的拉沃葡萄园梯田，乘

车游览拥有百年历史、完美结合人类技术与自

然美景的阿尔布拉－伯尔尼纳快车铁路线风

光，还是闲逛在充满中世纪风情的伯尔尼老城

区，总有一项可以符合不同的旅行偏好。

此外，依托独特的高山地形，瑞士成为著

名的滑雪胜地。在绵延的山脉区，分布着数

个滑雪场。有不少国人，也是专门冲着滑雪

去瑞士的。

瑞士的山区面积占比超过国土面积的一

半，超过三分之一的瑞士人经常滑雪。2022年

的数据显示，瑞士冰雪旅游的收益约为80亿

美元（约合570亿元人民币），冰雪产业是瑞士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悉，瑞士山区的雪场

主要有两种营业模式，一种是只提供滑雪服

务，收益局限于缆车和租用雪具的费用，以及

少量的培训、餐饮和住宿；另一种是以滑雪为

主，带动相关旅游产业发展，打造综合性冰雪

产业，整体价位随景区的名气大小而变动。

以采尔马特为例，滑雪项目是这里的核

心，以滑雪为基底，发展起了徒步、自行车骑

行、滑翔伞、跳伞、直升机等众多旅游项目。

采尔马特旅游局每年还举办各种音乐会、表

演、世界滑雪比赛等，每年上百场的活动同样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勃朗峰、少女

峰等也都是以滑雪为媒，吸引游客多样化消

费，从而带动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春节期间，不少国内滑雪爱好者来到采

尔马特雪场，对他们而言，虽然当地物价较

高，但品质好、滑雪设施齐全，还是很愿意前

往体验。

“喊麦”是表象，热情好客才
是内核

有分析认为，今年春节假期长达8天，旅

游市场有望迎来“五年来最热出境游”。在各

大旅游网站榜单上，目前出境游热门目的地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泰国、马来西亚等海岛

游线路最为热门，阿联酋、澳大利亚、北欧等

则是较为热门的春节长线出境游目的地。瑞

士在其中算不上热门。

在更追求旅行性价比的当下，“贵”无疑

是劝退诸多国人的一大原因。

据瑞士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报告，瑞士是

欧洲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其物价水平比欧

盟高近60%。欧洲国家之间的价格指数比较

显示，瑞士的物价高于所有欧盟国家和欧洲

自由贸易区成员国。

有网友分享，在瑞士为了赶时间，打车去

火车站，五公里折合人民币花了400多元；吃

一碗越南牛肉粉，约合人民币280元。“涉及

人工的服务，大概是国内价格的5倍。”

和同样以“童话世界”及“贵”著称的北欧

相比，瑞士也无太大优势。曾经在北欧生活

过半年的95后小刘说，她在瑞典租房时，房

租跟上海差不多。至于瑞士，“确实去不太

起，比冰岛还贵”。相对来说，她更愿意选择

去其他北欧国家旅游。

至于国内，不论是哈尔滨，还是新疆，都

是瑞士的有力竞争对手。同为冰雪之城的哈

尔滨，这个冬天靠“对小土豆们的宠爱”火出

了圈，被网友们大赞最吸引人的还是“尔滨”

的“热情好客团结友爱”。同样作为滑雪圣地

的新疆也不遑多让，“外国有的地形地貌，中

国都有”。

出彩的营销，便利的签证手续，都不比当

地民众的热情友善，以及高性价比的服务更

吸引人。这也是“我姓瑞”爆火之后，瑞士继

续努力的方向。毕竟能火起来，“喊麦”只是

表象条件，真正吸引人的还是“热情好客”的

强大内核。

冰雪之地的温暖，才更打动人心。

“我姓瑞，欢迎哈尔滨来与我相会”“我姓哈，欢迎来到我的家”

文旅比拼火到欧洲，瑞士哈尔滨隔空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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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相如

金龙献瑞，春风万

里。农历新年之际，全

球多地举行“欢乐春节”

活动，以亮丽中国红传

递喜庆，用特色歌舞欢

庆佳节，令当地民众感

受多姿多彩的中国传统

文化。图为西班牙马德

里，一名女孩与舞龙表

演队互动。

新华社发

2月11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

秘书在社交软件公开了该国总统扎帕罗

夫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回信，信中要

求美国不要干涉吉国内政。

美国务卿：对吉《非营利
组织法》修正案表示担忧

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致信吉总

统扎帕罗夫，对该国议会正在审议的《非

营利组织法》修正案表示担忧。他称吉

国内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组织长期以来

一直是该地区最强大的，也是该国民主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果该文件获得

通过，将“危及贵国最伟大的资产之一”。

布林肯表示，该法律将危及吉国公

民在美国政府和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下

通过非政府组织开展的项目获得医疗保

健和教育等重要服务的机会，并称“每个

人都看到了其他国家推行类似法律的后

果”“如果以目前的形式通过这项法律，

民间社会组织可能将减少为吉国公民提

供服务”，并且“一些美国执行伙伴对这

项法律非常关注，他们正在考虑先发制

人终止在吉活动的可能性”。

布林肯强调称美国支持吉国建立一

个更强大、更繁荣的国家愿景，但上述立

法活动将减少对该国经济、健康和清洁

能源政策的国际支持，因此敦促“权衡这

些关切，并与议会领导人讨论”，并表示

希望两国关系能够继续加强。

吉总统：美对吉人权和自
由存有偏见

2月9日，吉外交部长库鲁巴耶夫向美

国驻吉大使递交了总统扎帕罗夫的回信。

扎帕罗夫首先表示愿共同努力推动

吉美多边和双边合作，但称布林肯来信

有干涉吉国内政的迹象。他称吉国欢迎

并实际上支持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媒

体的活动，但必须遵守吉国宪法和法律

规范，并确保其活动透明度和对税务机

关的责任。他还说，《非营利组织法》修

正案的目的是澄清和简化在吉运营的非

政府/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国家可以而且

应该对由外国资助或与外国合作的媒体

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进行控制，包括资

金来源、使用方式和用途。

扎帕罗夫还指出，该法律修正案的概念与美国1938年通过

的现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概念很接近，并表示“为什么你们

可以，而我们不行？”他强调称，在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人民

健康和道德、他人权利和自由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和美国或世界

上任何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

扎帕罗夫表示，《非营利组织法》修正案引起了一些由欧盟

和美国纳税人资助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愤怒，欧盟、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欧安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欧盟和美国大使馆以及

外国媒体和政界人士也加入了对法案的批评，但根据吉国宪法

和法律规范，国家不干涉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媒体的法定活

动，而且受到批评的法案以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为基

础，因此“不清楚上述法案如果获得议会通过，将如何危及公民

获得医疗保健和教育等重要服务的机会”。

扎帕罗夫对布林肯对该国人权和自由真实情况的信息存有

偏见表示遗憾，称绝大多数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吉国内都在体

面、诚实地运作，只有少数由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经常

传播虚假、不可靠信息，将组织变成“家族企业”，浪费外国资助资

金，并称如有必要，吉国准备向布林肯提供相关信息。扎帕罗夫

还邀请布林肯访吉以“亲眼目睹吉尔吉斯斯坦的人权和自由受到

宪法和法律的可靠保护”。 （本报比什凯克2月12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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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2月12日电（记者华迪）据俄罗斯总统网站
12日消息，俄总统普京当天通过视频方式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

表示，2023年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6%，高于此前预期。

普京说，根据最新数据，俄去年经济增长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

2022年俄罗斯GDP下降2.1%。据俄经济发展部预测，2024

年俄罗斯GDP将增长2.3%。

普京：去年俄经济增长高于预期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赵忠奇

阿尔卑斯山脉的马特洪峰在西方文化中如同滑雪“圣山”。

很多欧美游客都以到马特洪峰滑雪为冬季旅游的终极目标，带

动了山下的瑞士小镇采尔马特成为地标性旅游景点。图为滑雪

爱好者在瑞士采尔马特滑雪。 新华社记者 连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