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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神秘的“神秘力量”
    本想搅局南海，却似乎让一股“神秘力

量”搅了局。
被寄望一道对华施压的新加坡和越南，

竟然没有被美国的“魅力攻势”折服。
汹汹而来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悻悻然

结束了这场亚洲行。怪谁？

开脱理由清奇
24日，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后，哈里斯揣

着一份“大礼”———100万剂辉瑞疫苗，怀着联

手越南对华施压的期待，准备飞往越南河内。
但她没有想到，越南总理范明政在见她

之前，同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见了一面，并且
明确表态，希望加强同中国的政治信任，“越

南不会与一个国家结盟去对抗另一个国家”。

尴尬。
要知道，在到访新加坡前，新加坡外交部

长维文也放过类似的话，称新加坡不想成为
“被利用”的稻草人。

想要拉拢对方联美反华，却似乎收效不

佳。美国媒体为副总统亚洲行出师不利找到
了一个开脱的理由———神秘的“哈瓦那综合

征”。按照美国驻越南河内大使馆一份报告的
说法，一周内有两名驻越南的美国外交官在

家中听到神秘刺耳声响，其中一人甚至被送
往医院。

这些年来，美国政府及美国媒体一直在

炒作这个所谓的“哈瓦那综合征”，宣称自
2016年以来“哈瓦那综合征”在全球各地令数

百名美国外交官、间谍和其他人员耳鸣、恶
心、严重头痛，甚至脑损伤。他们还认真讨论

过“哈瓦那综合征”背后的“神秘力量”，究竟
是古巴还是俄罗斯。

而如今，河内的这两起疑似“哈瓦那综合
征”，又让哈里斯不得不推迟 3小时起飞。美

国一些人怀疑，“这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之窗”，
《华盛顿邮报》写道，“这一事件凸显了拜登政

府面临的挑战”。

出访又闹乌龙
拜登政府的确面临挑战，但正如《华盛顿

邮报》自己承认的，“华盛顿的议程并不总是

同该地区各国的议程相一致”。
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看来，美国只是口

头上强调对区域国家的重视，却对它们更在
意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

绝口不提。连英国广播公司都这样写道：“美

国副总统有何颜面说服新加坡和越南，让它
们相信拜登总统会做得更好？”

同美国渐行渐远的，还有欧洲盟友。
特朗普在任的 4年，美国弄丢了欧洲盟

友的信赖；拜登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又让欧洲
盟友看清了美国只顾一己私利的面孔。法国

人想要撇开美国组建欧洲联军，意大利媒体
呼吁对美国生物实验室展开溯源调查，英国

人不再对英美“特殊关系”抱有期待，德国也
在思考还要不要继续紧跟美国……

面对这个已然改变太多的世界，和被自

己摔得稀碎的承诺，想要捡回盟友与伙伴们
的信任，美国力不从心。

但即便如此，美国似乎也并不想多做一
些功课了解对方。

在河内，哈里斯冒着大雨，一袭黑衣，亲
自打伞，在一处写满越南语的纪念碑献花。

她知道，这座纪念碑同前美军飞行员、共

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有关。但她一定不知道，麦
凯恩在越战中 22次驾机轰炸越南，这座纪念

碑正是越南人纪念在此地俘虏麦凯恩。她却在
这里盛赞麦凯恩是“热爱我们国家的英雄”。

当哈里斯和美国政府自我感动之时，社
交媒体上骂声一片。“他们还指望越南和美国

站在一边？！笑死了，做白日梦吧！！！”一名越
南网友评论道。

如此看重的出访，却闹出这样的大笑话，
难道也是因为某种“神秘力量”？

本报记者 齐旭

驻日美军擅排污水
日本表示强烈抗议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政府 27日向美国抗

议，不满驻日美军在没有事先征得日本同意
情况下，擅自向下水道排放含有机氟化合物

的污水。
冲绳县政府 26日 9时 5分收到美国电

子邮件通知，说驻日美军 9时 30分开始将从
普天间基地向下水道排放处理过的含有机氟

化合物污水，冲绳县随即要求美军叫停排污。

冲绳县副知事谢花喜一郎 27日与驻日
美军高层会面后向媒体证实，美军已于 26日

将约 6.4万升污水排放完毕，理由是避免污
水日后意外泄漏。美军承认排污未经充分磋

商，但认为事先已向日本作充分说明，因而没
有道歉。

日本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说：“日美正在
磋商污水处置方法，但美军依然单方面作出

排污举动，日本对此感到极为遗憾，表示强烈
抗议。”

驻日美军排放的污水缘于 6月美军基地
污水泄漏事故。由于美军基地几个贮水槽顶

盖腐蚀导致雨水混入，水槽中含有机氟化合
物的污水通过下水道从基地流出，而美国在

泄漏一天多后才向日本通报。
美国 7月告知日本，打算在处理后向下

水道排放这些污水。日本认为有机氟化合物
对人体健康有害，但美军表示排放的污水已

经过处理，相关物质含量低于日本标准。

德尔塔令美国疫苗
有效性降低三成多

    新华社北京 8月 27日电 美国疾控中心

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新冠变异病毒德
尔塔毒株成为主要流行毒株后，在美国获批

的疫苗整体有效性降低约三分之一。
研究人员分析了抗疫一线工作人员从

2020年 12月 14日开始的疫苗接种和新冠
感染情况，美国多个州的数千名抗疫一线工

作人员参加研究，每周接受核酸检测。

在德尔塔毒株成为主要流行毒株期间，
488名未接种疫苗者中有 19人感染，其中有

症状感染者比例为 94.7%；2352名完全接种
疫苗者中有 24人感染，其中有症状感染者比

例为 75%。
研究人员在分析各种因素之后认为，在

德尔塔毒株成为主要流行毒株后，美国辉瑞、
莫德纳和强生疫苗的整体有效性为 66%。而

在德尔塔毒株流行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 4月 10日，上述疫苗的整体有效性

为 91%。
现有研究没有包含感染后的病情严重程

度，研究人员计划进一步分析不同疫苗的有
效性，以及接种疫苗者和未接种疫苗者被感

染后的症状特征等。

国际观察

美国廿年反恐战争
一场恐袭打回原点

    巨大的声响，晃动的镜头，遍地
的尸体和残肢，四散逃命的人群……

这一幕如此熟悉，不禁令人想起
20年前 9月 11日的美国纽约。

但这不是纽约，而是远在千里之
外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

26日喀布尔机场附近爆炸导致
的死亡人数已达近 200人，伤者多达
13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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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

■ 爆炸现场一片狼藉 图 GJ

多么熟悉的一幕
一个多星期来，喀布尔机场外的道路总

是乱哄哄的，时不时还传来绝望的呼喊。但

在距离“9 · 11”20周年还有半个月的时候，
这种乱哄哄与绝望的景象达到了顶峰。

26日一早，驻喀布尔的美国外交官就
以“安全威胁”为由警告美国公民远离机场

入口，此前频繁受到简易爆炸装置威胁的机

场最主要入口阿贝门关闭。其他几国也因为
收到机场附近即将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的

警报，加紧人员撤离。
但没有人想到，机场的阿贝门，以及自

称“喀布尔最安全住宿安排”的男爵酒店，竟
然还是发生了猛烈爆炸。

机场铁丝网外的沟渠附近，站着的人比
前几天少了好多。因为人都倒下了，或是倒

在岸边，一片狼藉；或是泡在水里，鲜血染红
了沟渠。一名男子试图抱起一个失去知觉的

青年，痛心地喊着“孩子”。
“到处都是死人。”一名阿富汗男子目击

了恐怖的一幕，“我看到一个女人，身上裹着
一条满是血迹的毯子。”

随着越来越多伤者被推进急诊室，已有
八成床位被占用的喀布尔医院不得不临时

增加床位。“许多人吓坏了，他们目光呆滞。”
医院的一名医疗协调员说。

意料之中的恐袭
这一天，是美军 10年来在阿富汗伤亡

最严重的一天。13名美军士兵身亡，其中 10

人为海军陆战队士兵。
这样的情形并非完全没有料到。

早在前几天，当许多人看到喀布尔机场
外的混乱场面时，就担心会不会有意外发

生。甚至，塔利班早已向北约发送喀布尔机

场附近可能发生恐袭的警报。
而美国及其盟友们却眼睁睁看着这一

切发生，只在事后说出“报仇”的狠话。
然而，这也是美国自己夹带私货的“反

恐战争”酿下的苦果。

在经历了 4名美国总统、耗费 20年时
间、斥资 2万亿美元的所谓“阿富汗反恐战

争”后，地区安全并没有得到改善。
更有甚者，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威胁

不仅依然存在，恐怖组织数量甚至从几个增

加到二十几个，境内的外国恐怖分子近 1万
人，并在西非、中非、西奈半岛和南亚保持活

跃。《纽约时报》援引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分
析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合作打击的“基地”和

“伊斯兰国”如今分化成更加分散的组织，不
断在全球寻找新的据点，将极端暴力主义付

诸实践。而 26日的袭击说明，这些分散的团
体仍然拥有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能力。

“我们输掉了阿富汗战争，但更大的战

争是恐怖分子对我们的战争，并没有结束。”
《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写道。

继续甩锅的美国
20年前，美国因为一场恐袭发动了一

场战争；20 年后，美国想从这场战争中抽
身，却又遭遇了一场恐袭。连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都直呼，这是“太过残酷的讽刺”。
“反恐”一地鸡毛，塔利班夺回政权，“伊

斯兰国”制造袭击，一切又回到原点。

而无用的争吵和甩锅还在继续。

美国两党还在继续互相甩锅，甚至要求
总统拜登辞职。但他们忘了，过去 20年里，

两党哪一方没有趟过阿富汗反恐这滩浑水？
极力渲染塔利班暴力的美国媒体则继

续甩锅给塔利班，责怪塔利班接手阿富汗后
让这里变成恐怖组织的避风港，质问塔利班

能否兑现承诺———让阿富汗不再成为针对
美国及其盟友的极端组织营地。

而拜登表示，美国将打击发动袭击的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同时继续按计划撤

离阿富汗。
20年反恐战争遭遇如此窘境，《纽约时

报》提问：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一暴行？
难道美国不该扪心自问吗？

本报记者 齐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