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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坦克编队参加阅兵式。
当天，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8周年。
新华社发（郭飞洲 摄）

俄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阅兵
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8周年

5月8日，观众在新加坡飞禽公园开放当天
来到园内喂鸟。

新加坡飞禽公园是新加坡新一座飞禽公
园，取代2023年初关闭的裕廊飞禽公园。裕廊
飞禽公园曾是世界知名的鸟类动物园，关闭后，
园中的鸟类被迁往新加坡飞禽公园。目前新加
坡飞禽公园共有约400个种类的禽鸟，数量超过
3500只。

新华社发（邓智炜 摄）

新 加 坡 新 一 座
飞禽公园开门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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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枪声、惊叫、眼泪、守
夜的烛光、哀悼的鲜花，美国人又
度过一个血腥的周末。

7日凌晨，位于马里兰州的
美国州立弗罗斯特堡大学校外
的一场聚会上，枪击事件造成一
死三伤，受伤者中有两人是该校
在读学生。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
一家夜总会，7日凌晨也响起枪
声，一人中弹身亡，两人受伤。

6日，美国至少发生三起重
大枪击案。在加利福尼亚州奇
科市一处正在举行大型聚会的
民宅发生枪击，一名17岁少女不
幸死亡，另有至少5人受伤；在俄
亥俄州哥伦布发生的枪击案导
致一死三伤；得克萨斯州达拉斯
近郊一家购物中心的枪击案更
是引发全美关注：一名疑似新纳
粹分子的枪手“无差别射击”，夺
走8人生命，造成7人受伤。

也是在这个周末，美国第三
大城市芝加哥发生多起枪击事
件，至少20人中枪，造成包括一
名警察在内的4人死亡。在美国
第四大城市休斯敦，多起枪击事
件共导致7名十几岁青少年中
弹，其中两人死亡。此外，密西西
比州一家餐馆5日深夜的枪击事
件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

“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
显示，截至5月7日午夜，美国今
年以来已发生202起造成至少4
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近
1.48万人在各类枪支暴力事件中
丧生。至于零散的枪击事件，更
已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某种“日
常”。

枪声可能响起在任何地点：
校园、酒吧、超市、医院、公园、教堂、工作场所、购物中
心、生日派对……

枪袭动机也可以十分“随意”：邻居请求不要深
夜玩枪惊扰婴儿睡觉；高中女啦啦队员训练结束上
错车；接弟弟回家的少年错敲屋门；甚至快餐店里的
争吵、被超车的“路怒”，都可能引发致命枪击案。种
族歧视、反移民心态、罹患精神疾病，更是大规模枪击
案的常见肇因。

5日下午在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一位母亲在汽
车配件店门外被枪杀。她女儿说，枪手没有动机，只
是随意射击，“我妈妈没做过任何会导致被枪杀的事
情……她只是一个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方的好
人”。

到底枪击案有多少无辜受害者？又有多少重大
枪击案被谴责为“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这些数字
多得说不清。

达拉斯近郊购物中心枪击案发生后，美国总统
拜登7日发表声明，敦促国会共和党人支持一项禁止
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匣的法案，“不能继续耸耸肩
应对（枪支暴力）这种流行病”。得州共和党籍州长格
雷格·阿伯特则表示，得州不会采取限枪措施，因为

“没有用”。他说，无论是在监管宽松的共和党控制的
“红州”，还是在主张控枪的民主党控制的“蓝州”，枪
击事件都有所增加，根本原因在于购枪者的心理健
康问题。

他们的表态不仅反映了民主、共和两党面对枪
支暴力的“极化”立场，也反映了弥漫美国社会的另一
种悲哀——重大枪击案件屡见不鲜，两党均无有效
解决方案，民众对枪支暴力越来越“习以为常”。得州
民主党州议员贾维斯·约翰逊7日说，得州“几乎到了
大规模枪击事件常态化的地步，这是最令人不安的
事情”。

枪支暴力的泛滥正在破坏美国的社会信任，扭
曲集体心理，滋养着深埋于美国社会的某种“戾气”，
而这种“戾气”，又助推枪击暴力更加泛滥，使得更多
人想要拥枪自保。

每一声致命的枪响，不仅撕碎受害者的人生，也
在撕裂整个美国，给美国社会造成长久和深刻的心
理创伤，而美国政府长期对此无能为力。

（新华社休斯敦5月8日电 新华社记者 徐剑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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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冲突双方 7 日继续在沙特阿
拉伯红海港口城市吉达举行“间接谈
判”，又称“谈判前对话”，以期实现短期
但有效的人道主义停火，开放援助和撤
离通道。

这场苏丹国内冲突已经进入第四
个星期，首都喀土穆7日仍有激烈枪战
和空袭。距离真正停火止战，依旧遥遥
无期。

短期有目标 长期无共识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自6日开始对
话以来，冲突双方就对话内容向外界披
露寥寥，聚焦于短期目标。

苏丹军方发言人纳比勒·阿卜杜拉
说，对话要讨论如何“正确执行停火，以
服务人道主义需求”。苏丹快速支援部
队领导人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在
社交媒体推特上说，欢迎“技术性讨
论”，希望对话实现确保平民安全撤离
的目标。

据沙特外交部介绍，苏丹冲突双
方将在接下来几天继续“谈判前对

话”，“期待达成短期、有效停火以促进
人道主义援助”。沙特和美国共同敦
促冲突双方利用这次机会，商定后续

“扩大谈判”日期，以期实现“永久性”
停火。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
阿里·阿布·盖特7日支持通过“间接谈
判”防止现有冲突升级、战事长期化，

“把苏丹分裂成不同交战区域”。
埃及外交部长萨迈赫·哈桑·舒凯

里当天在同一场阿盟理事会会议上说，
苏丹局势可能“滑向更糟糕更危险”的
方向，进而影响整个地区。

路透社说，从战场形势看，双方依
然无意就结束冲突作让步。

在喀土穆东北部哈吉·优素福区，
居民艾哈迈德·阿明7日说，他“看到战
斗机从我们头上飞过，听到爆炸声和防
空火力的声音”。

就停火前景，一些分析师持谨慎乐
观态度。瑞典哥德堡大学苏丹问题专
家阿利·维尔吉说：“国际社会最低的共
同要求是停止敌对行动。但是，实现这

一初步目标后，接下来该做什么，没有
明显共识。”

通道需保障 民众盼安全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
书长马丁·格里菲思 7 日抵达吉达，准
备同苏丹冲突双方接洽人道主义议
题。

格里菲思上周在苏丹红海海滨城
市苏丹港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告
诉他，6辆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运送救
援物资的卡车“中途遭洗劫”。他呼吁
冲突双方作出明确承诺，为运送和分发
人道主义物资提供安全保障。

联合国数据显示，迄今超过 10 万
人从苏丹境内逃到埃及、南苏丹、乍得
等邻国。其中，埃及接纳超过6万名难
民。那些无法逃离的人面临缺水、缺
粮、缺药及其他生活物资等困难。

联合国方面说，在这场冲突爆发
前，苏丹三分之一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援
助。如果战事持续，苏丹面临严重粮食
不安全的人口可能增加 200 万至 250

万。
数以千计民众从苏丹逃到埃塞俄

比亚，其中大多数是第三国公民。在埃
塞边境默特马镇，妇女抱着婴儿，驴车
载着行李，交汇在忙乱而尘土飞扬的路
口。

叙利亚难民萨拉姆·坎胡什说：“这
是我第二次因为战争而逃离。”

“保命要紧，”厄立特里亚难民莎拉
告诉法新社记者，“我们无法想象留在
苏丹的家会变成什么样。”

苏丹难民穆罕默德·优素福说，“到
处是枪战”，“感觉自己随时会送命”。

在苏丹境内唯一还在运营的空港
苏丹港机场，现年 28 岁的实验室医生
马娜希勒·萨拉赫搭上一架前往阿联酋
的撤离航班，告诉路透社记者，她和家
人在喀土穆军方总部大院附近的家中
躲了三天，终于有机会逃到苏丹港。

“是的，我庆幸能活下来，”她说，
“但是我非常难过，因为我的父母还留
在苏丹。”

（新华社专特稿）

苏丹停火“间接谈判”人道援助当务之急
胡若愚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 冯歆然 邵艺博）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 8 日说，美国绝不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
典范，而是无视人权、破坏人权的典型。中方呼吁美国
认真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深刻检视自身存在的严重种
族主义、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等问题，停止打着人权旗
号干涉他国内政。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4月24日至5月5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执法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
等”独立专家小组访问美国。专家小组在访问结束后举
行新闻发布会，呼吁美加大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行为
问责，采取措施解决非洲人后裔面临的经济社会困境。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近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执法工作
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独立专家小组访问美国。”汪文
斌说，据报道，专家小组在访问结束时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奴隶制遗留问题在美旷日持久、根深蒂固，给几代
人带来创伤。数据表明，种族歧视在美执法体系中广泛
存在，非洲人后裔在逮捕、拘留、判刑等执法各环节受到
明显歧视。专家小组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更有力行动，对
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强有力的问责，加强对执法部门的监
督，向种族歧视受害者提供全面赔偿和帮助。

汪文斌说，2020年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
跪杀后，人权理事会举行紧急辩论，加大对美国执法部
门种族歧视问题的关注。人权理事会并于 2021 年设立
上述专家小组，以推动实现种族正义和平等，追究肇事
者责任。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美国涉警种族暴力
事件仍然频发，非洲裔等少数族裔遭受的歧视有增无
减。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充分暴露美国对生
命权的漠视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顽疾。

“美国绝不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典范，而是无视人
权、破坏人权的典型。”他说。

汪文斌表示，中方呼吁美国认真回应国际社会的关
切，深刻检视自身存在的严重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警
察暴力等问题，停止打着人权旗号干涉他国内政，采取
切实解决措施，还受害者真相与公道，不要让弗洛伊德
和千千万万种族主义受害者的悲剧重演。

外交部发言人：

美国绝不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典范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接连发
生多起群体性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
伤。枪支暴力频发刺痛美国民众神
经，也令世界惊愕。枪患难治是美国
多重问题交织的恶果。控枪进程在旷
日持久的争论和不同阵营的撕扯中难
有实际突破，枪支暴力痼疾积重难返。

美国是世界上民间拥有枪支最多
的国家，平均每 100 人拥有约 120 支
枪，枪支数量比人口还多。枪支泛滥
下，枪患已成“常态”。“枪支暴力档案”
网站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7 日午夜，美
国今年以来已发生 202 起造成至少 4
人死伤的恶性枪击事件，近 1.48 万人
在各类枪支暴力事件中丧生。一个矛
盾的现象是，每一次沉痛的枪击案后，
人们一方面激烈讨论控枪；另一方面，
面对如幽灵般随时可能出现的枪支暴
力，越来越多人因为缺乏安全感选择
买枪自保。拥枪自由助长了社会暴
力，暴力又助推了枪支生产和销售。

枪案频发揭开美国社会问题新旧
伤疤。近年来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持续
扩大，社会分裂严重，一些滑向边缘的
群体因心理失落走向极端。而且美国

种族问题根深蒂固，诸多枪击案有明
显的种族主义倾向。6 日得克萨斯州
达拉斯近郊一家购物中心的枪击案就
因为枪手疑似新纳粹分子而引发全美
关注。美国非营利组织凯泽家庭基金
会近日发布报告说，接受调查的美国
成年人中，超过半数自述自己或亲属
遭遇过一次涉枪事件；相较于白人，黑
人等有色人种类似的遭遇要多得多。
不仅如此，疫情冲击之下，公司裁员、
企业倒闭、经济低迷等问题也令民众
感到焦虑不安，造成暴力犯罪激增。

校园也是美国枪支暴力的“重灾
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
2019 年至 2021 年，美国 18 岁以下儿童
和青少年中与枪击有关的死亡人数增
加了约 50%。掌握了“锁门、关灯、藏
身”等“就地避险”校园枪击演练操作
的学生，被舆论称为生活在枪袭阴影
下的“锁门一代”。

美国枪患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从踏上美洲大陆屠杀印第安人到骑马
开枪拓荒的“西进运动”，暴力是流淌
在美国人血脉里的基因。1791 年，美
国批准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公民拥

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由此，枪支逐
渐成为美国白人文化象征之一，拥有
枪支是所谓自由、独立的表现这一观
念深深嵌入美国价值观。美国的暴力
基因在一场场对外战争中更显露无
遗。在建国以来240多年的历史中，美
国只有10多年没有打仗。“美国的历史
是充满战争和扩张的历史。”美国历史
学家保罗·阿特伍德在《战争与帝国：
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今日美国报》专栏作家雷克斯·赫
普克看来，恶性枪击事件之所以在美
国如此常见，是因为“对枪支的崇拜超
过了对同胞生命权的尊重。”

美国枪击暴力频发也是政治现实
的悲哀。美国政界对持枪自由和枪支
管控的争论数十年来从未止息。共和
党支持持枪自由，民主党更倾向于控
枪。民主党人高喊“枪患撕裂了美国
的灵魂”，而共和党人坚称“加强控枪
会让更多人死于枪击”。由于两党在
控枪问题上的对立，恶性枪击事件成
为国会议员们互相攻讦的由头，民意
沦为政治博弈的工具。面对生命之
殇，美国政客们算计的却是如何捞取

政治资本和打击政治对手。每当恶性
枪击案发生，都会在美国社会掀起讨
论枪支管控的短暂热潮，但不久后，一
切又会如旧，周而复始。

美国控枪不力背后还有着“神通广
大”的利益集团身影。美国庞大的枪支
产业形成包括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在
内的拥枪利益集团，后者利用金钱，一
方面向社会宣传“枪击事件是人祸而非
枪祸”等反控枪观点，影响选民，巩固拥
枪文化；另一方面通过捐助政治资金、
开展游说等方式扶植持反对控枪立场
的政客上台，深度绑定美国政党政治、
选举政治，形成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
网。政客们在控枪问题上小心翼翼，一
是不愿失去持反对控枪立场选民的选
票，担心断送政治前途，二是控枪立法
过程漫长且最终可能不了了之，谁也不
愿在这个问题上消耗自己的政治筹码。

愈演愈烈的枪支暴力已成为深入
骨髓的“美国之痛”。如果不能从根本
上反思，美国民众将继续生活在枪支
暴力的血色阴影之中，鲜活的生命将
继续逝去。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美国枪案频发的背后
新华社记者 樊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