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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日本警方15日通报，在和歌山市向首相

岸田文雄投掷疑似爆炸物的嫌疑人已被逮

捕，警方正调查这名男子的动机。

据日本媒体披露，嫌疑人为24岁的木村

隆二，来自兵库县。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木村

现居住在兵库县川西市，他在见到自己律师

前拒绝与警方交谈。

同样是为选举拉票，同样是在中午，同样

是突如其来的巨响……上一次，前首相安倍

晋三应声倒地，9个月后，岸田文雄躲过一劫。

15日11时30分许，岸田在和歌山市发表

演讲前，会场传出巨大爆炸声，岸田随即被护

送离场。此前发现后方人群出现骚动时，岸

田还曾回头看。之后，爆炸声响起，并出现大

量白色烟雾，现场一度混乱。

日本媒体援引事发现场官员的话说，“一

个20至30厘米长的类似铁管的东西飞过来，

落在离岸田首相只有一米远的地方。”一名目

击者称，一个筒状物被投掷到了首相的左侧，

随后发生了爆炸，另有一枚爆炸物滚落在嫌

疑男子的脚边。时事通讯社称，现场有一名

警察受轻伤。

据悉，众议院和歌山1区将举行补选。当

天，岸田原本计划在该市杂贺崎渔港为执政

党自民党拉票。爆炸发生后，他更改行程，于

当天下午在JR（日本铁路公司）和歌山站前发

表演讲。岸田表示：“之前的演讲地点响起了

很大的爆炸声，警方正在调查细节，我想为让

很多人担心并给他们带来麻烦而道歉。”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嫌疑

人的“动机和背景需等待调查的进展”。他还

称，“已向警察厅下达指示，落实对重要人物

的保护”。

《日本时报》称，安倍晋三的遇刺曾促使

警方修改了要员保护的规定。然而，不到一

年时间，意外再次发生。

据媒体报道，这起最新事件暴露出日本

警察厅的安保工作仍有漏洞，而且当时最早

发现并抓住嫌疑人不放的是一名当地民众。

事发当天，七国集团气候和能源部长会议

正在日本北海道首府札幌举行，七国集团外长

会议16日将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召开。日本

舆论担心，日方安保人员能否保证下月在广岛

开幕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顺利举行。

本报记者 王佳烨

耀眼 ：中西合璧融入城市
——探访上海纽约大学前滩新校区

“虽然我才读大学一年级，

想来招聘会看看有没有适合我

未来发展方向的企业。”昨天，

浦东今年针对国际人才的首场

招聘活动——上海纽约大学专

场招聘会举行，来自俄罗斯的

留学生斯维亚托斯拉夫说。

“双向奔赴”机会
活动现场组织了40家企

业、提供300多个岗位机会，共

吸引200余名学生前来应聘，

其中不乏一些外籍留学生。斯

维亚托斯拉夫目前就读于上海

纽约大学数学专业，“虽然学的

是数学，但我有经济和物理领

域的实践经验，对环境方面的

工作很感兴趣，想看看有没有

相关的企业。”当被问及毕业后

是否会考虑留在上海工作，他

毫不犹豫地回答，“上海是一个

很有职业发展前景的地方，希

望我毕业时有这样的机会。”

对国际化人才求贤若渴的

浦东，招聘会无疑提供了一个

“双向奔赴”的机会。上海药明

生物技术公司代表表示：“希望

招到一些有国际视野的毕业生。”来自上海微

电子装备公司的李海涛表示：“我们倾向于招

聘有在国外相关公司实习等经验的毕业生。”

想走出“象牙塔”
当天的活动还专门设置了博士后对接专

区，进一步为浦东集聚青年科技人才加码。

正在上纽大作博士后研究的李根在一家企业

摊位前仔细了解情况，“企业介绍里有一些和

脑科学心理健康相关的内容，和我研究的领

域和兴趣相匹配，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合适的

岗位或者学术交流的机会。”在李根看来，博

士后研究并不是待在“象牙塔”里，而是要丰

富学以致用的实践机会，无论是对学术研究

还是未来职业发展都大有裨益。

本报记者 宋宁华

经过三年多的翘首期待，上海纽
约大学前滩校区终于在2023年春季
学期正式投入使用。新校区总建筑面
积11.4万平方米，地面以上共九层。

启用后，前滩校区不仅成为上纽
大的学术中心，也将成为前滩的文化
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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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遇刺不到一年 岸田拉票被投爆炸物
嫌疑人动机尚待调查 再次暴露日方安保漏洞

新华社上午电 韩国最新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降至27％，是今年

以来首次跌破30％。韩国媒体表示，对日“屈

辱外交”和应对美国“监听门”不力是导致尹

锡悦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

对尹锡悦给出否定评价的受访者中，

28％的人给出的主要理由是“外交问题”。近

日，一批疑似源自美国军方的保密文件流传

于多家社交媒体，包含美方监听韩国政府高

层内部讨论的内容，引发韩国舆论哗然。韩

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则敦促尹锡悦政府

果断应对，立刻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民调同时显示，一些受访者不满韩国政

府对日本搞“屈辱外交”。上月，韩国政府宣布

对二战期间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实行“第三方

代赔”方案，引发在野党、受害劳工及家属、市

民团体等多方强烈反对。另一些给出“差评”

的受访对象认为尹锡悦执政经验不足。

“屈辱外交”尹锡悦支持率跌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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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罗兰

记者第一次踏进上海纽约大学前滩校

区，恰逢举办“紫罗兰感恩日”——毕业季的

传统活动。学校的中央庭院好不热闹，最受

欢迎的还是体验棉花糖，不同肤色的学生在摊

位前排起长长的队伍。不时有学生走到一旁

“家乡文化，我的自豪”的展板上，用便利贴“纠

正”别人对自己家乡最常见的“刻板印象”。目

光所及，紫罗兰是最显眼的颜色——这也是

这所刚刚度过十岁生日的高校的代表色。

设计别出心裁
和坐落于世纪大道，夹在陆家嘴金融城

的“垂直大学”不同，上海纽约大学前滩新校

区采用了四栋建筑合围的布局形式。走进校

门，日光全年都可射入的中央庭院就带来了

强烈的中西融合的感觉——既借鉴了美国大

学校园里常见的中心广场设计，又呼应了传

统中式园林的风格外观。

庭院正中，一棵古树看着颇有年头。“前

滩校区的设计语言融汇中西、贯穿古今。校

园中百年古树寓意学校百年树人的使命，而

现代化的教学科研设施则是践行这一使命的

有力保障。”上纽大常务副校长雷蒙表示。

校园楼内，有78间不同规格设计的教室，

数量比曾经的校区增长了近50%。每间教室

可容纳几十至上百人不等，适应不同学科的

教学特点；此外，还新增了学科主题的专用教

室。所有教室都配有智能化教学设备，满足

线上或线上线下混合模式的教学需求。

在世纪大道校区，记者印象最深的是楼

内遍布的自习空间和讨论空间，这一特色也

被保留了下来。在前滩校园里，有一处“玉兰

庭”，这是由玻璃立面合围成的阳光房，充足

的光线、开阔的视野为师生提供了多功能开

放空间。而位于教学楼西翼主入口的连廊，

同样给师生提供了休闲、交流和互动的共享

空间——对了，连廊的设计还象征着上纽大

作为国际沟通交流桥梁的重要使命。

电梯里，可以听到师生们用各国语言的

交谈问候，仿佛置身一个小小的“联合国”。

电梯间、走廊上，随处可见张贴的学术海报、

社团活动。目前，前滩校区的各种建筑和使

用细节仍在完善过程中，如实验室尚未完全

启用，黑箱剧场和美术馆也在做最后的装修。

体验申城文化
LantonThomas，中文名叫勇平，一位美

国大三男生，是纽约大学本部来此的留学

生。“这儿有很多新的空间，图书馆很大，有很

多座位。”他说，自己周末喜欢去浦西看看，感

受城市的精彩。

和勇平一样，很多学生喜欢走出校园，探

索城市和前滩社区周边。学校在新学期也计

划组织瓷雕、刺绣体验等文化活动，还安排了

上海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城市规划展览馆之

行，让大家沉浸式体验申城文化。

“前滩新校区的地理位置特别棒！我们

学校一直希望将校园和城市融合，学校附近

有很多写字楼，为同学提供了很方便的实习

机会，也有商业地标让我们感受大上海的魅

力。”金融商科专业的大四学生毛家翌说。

宿舍公寓启用
另外，位于黄浦江东畔，距离新校区三公

里的璟耀宿舍公寓也已启用。每间宿舍覆盖

校园网络，配有空调、烘洗一体机、独立卫浴、

冰箱和独立厨房等。为促进多元文化交融和

理解，上纽大要求大一、大二学生住校，并会

保证每间宿舍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说，相信有这

样优质的校园设施相助，上纽大定会发挥好

国际化、现代化校区的功能，为浦东新区、为

上海、为国家，乃至世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