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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6月 5日

电 （记者 白舸） 南非政府 5

日宣布推出《气候变化沿海适应

响应计划》，以应对沿海地区面临

的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和极端

天气等气候变化威胁。

据了解，这是南非首个为应

对沿海地区气候变化挑战所制定

的综合性方案，并选在 6 月 5 日世

界环境日正式启动。

南非大量人口居住在沿海地

区。南非林业、渔业和环境部部

长戴恩·乔治说，南非沿海地区面

临气候变化带来的多重挑战。这

一计划将通过开展地方政府官员

气候适应能力培训、建立海岸气

候风险监测预警系统、为沿海城

市提供气候适应专项资金等多项

措施，提升沿海地区的气候适应

能力。

乔治表示，该计划强调保护

沿海社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

旨在通过前瞻规划、风险预判和

协同治理，构建起指导各级政府

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框架。他呼

吁政府、学界、企业和社区多方协

作，建立强有力的合作关系。

南 非 拥 有 近 3000 公 里 海 岸

线。作为非洲大陆最易受气候变

化影响的国家之一，南非面临日

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由气候

变化引发的海岸侵蚀、基础设施

损毁等问题每年给南非沿海地区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南非启动首个沿海气候变化适应计划

马克龙计划访问格陵兰岛
意在“巩固欧洲主权”

新华社巴黎6月7日电 （记

者 唐霁）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

7 日发表声明说，总统马克龙将于

15日对格陵兰岛进行正式访问，此

访旨在加强法国同格陵兰岛合作，

并“有助于巩固欧洲主权”。

声明说，应格陵兰岛自治政府

总理延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邀请，马克

龙将前往格陵兰岛同两位领导人

举行联合会晤，讨论北大西洋和北

极安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以及

同关键矿产供应安全相关的问题。

据丹麦首相府当天发布的消

息，弗雷泽里克森对马克龙此访表

示欢迎。她说，在丹麦面临“艰难

的外交形势”下，马克龙此访是“欧

洲团结的又一次具体体现”。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

是世界第一大岛。该岛是丹麦自

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

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目

前在格陵兰岛有一个军事基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上任以来多

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声称不

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特朗普

的要求遭到丹麦及格陵兰岛居民

谴责和反对。

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北区一处回收合作社，一名工人拆解电子垃圾以便再利用。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北区，多个回收合作社在地方政府与社会机构的支持下逐步发展壮

大。它们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组织开展城市可回收物的收集、分类和再利用工作。这

些合作社不仅减少了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也为原本以拾荒为生的人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和社

会保障，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华社发（克劳迪娅·马尔提尼 摄）

新华社里加6月5日电 （记者 陈玉

芬） 据拉脱维亚通讯社5日报道，北约在波

罗的海地区的年度大规模军事演习“波罗的

海行动-2025”当天在拉脱维亚启动，将持续

至20日。

报道说，此次演习目的是促进北约盟国

相互合作，加强利用各类部队的快速反应能

力，并展示北约对地区稳定的承诺和保卫波

罗的海地区的准备情况。此次演习将涵盖

无人系统操作训练、医疗后送、防空、海上拦

截、反潜、水雷对抗以及空降作战和工程等

方面。

另据美军日前发布的新闻公告，来自16

个北约国家的 40 多艘舰艇、25 架飞机和约

9000名军人参加此次演习。参与国家包括丹

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拉脱

维亚、立陶宛、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瑞

典、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北约年度大规模军演在拉脱维亚启动

新华社大马士革 6月 8日电 （新

华社报道员 胡马姆·谢赫·阿里） 叙

利亚政局剧变半年，正逢当地宰牲节假

期。走在大马士革老城集市，记者试图

在熙攘的人群中，阅读不同脸庞背后的

情绪，触摸社会细枝末节的神经。

去年12月8日，“叙利亚沙姆解放武

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

政权”。半年以来，人们的心情随时局

变化而跌宕起伏。这就像在看一位匠

人小心翼翼地修补一件古董瓷器，毫厘

之间，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

破碎。整个过程如此脆弱，如此漫长。

过去半年，叙利亚的冲突和暴力事

件并未停歇。3月，叙西部沿海地区爆发

大规模冲突，导致逾千人死亡，其中包括

无辜平民；4 月底，大马士革西南郊区发

生武装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冲突发生地

聚居有大量少数族裔德鲁兹人；而就在

几天前，南部德拉省还遭到以色列炮击。

这些事件的导火索，或许只是一条

真假莫辨的社交媒体推文，一枚误射的

火箭弹，或几句模糊不清的流言……却

足以将脆弱的安全局势推向失控边缘。

“坦率地讲，现在的局势还需要更多

时间与耐心。”40 多岁的叙利亚人菲拉

斯·埃丹在集市购物时告诉记者，他的

月收入仍是 30 万叙利亚镑（1 美元约合

13 万叙利亚镑），“我们在等待国家出现

积极变化”。

6 月 2 日，暂停半年后的大马士革证

券交易所恢复交易，这被视作叙利亚经

济“重启”的重要一步；此前 5 月底，叙利

亚与卡塔尔公司牵头的财团签署了一

项价值 70 亿美元的能源投资协议，旨在

重建叙电力系统。大马士革一家连锁

服装店老板阿布·贾瓦德说：“每个人都

盼望叙利亚经济迅速好起来。但是，现

在谈恢复还为时尚早。”

美国和欧盟 5 月宣布对叙利亚解除

部分制裁。但对叙利亚而言，重建之路

却依然漫长。多年来的制裁造成叙物资

短缺，民众生活困顿。据媒体报道，目前

叙利亚约90%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国家

重建可能需要投入数千亿美元。

政局剧变以来，叙利亚停止了对大

饼、燃气、汽油等关键生活物资的供应

限制，但也取消了相关补贴，导致基本

生活开销大幅上升。一袋大饼价格从

200 叙镑涨至 4000 叙镑、一罐燃气价格

从 1.8 万叙镑升至 17 万叙镑、公交车票

价也翻了几倍。与此同时，银行每日提

款额度仍然受限。宰牲节前夕，银行取

款机前排队者众多，等候两小时以上已

属常态。

热闹的节日集市，看似人群熙攘，却

难掩“冷清”的消费力。60 岁的阿布·哈

立德·哈塔卜售卖日用品和纪念品，一

天仅卖出价值约 1 万叙镑的商品。“人们

只是看看，很少真正消费。”他说。

经历多年的内战与动荡，叙利亚人

心中的伤痛以及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满

目疮痍，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愈合。对于

叙利亚百姓，衡量生活的标尺不过是那

一公斤米、那一升油，以及家中还能有

几小时电灯下的光亮。

“在这片土地上，现实教会我们，还

要再多一点耐心。”哈塔卜说。

“如此脆弱，如此漫长”
——叙利亚政局剧变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