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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新华社东京4月25日电 日本冲绳县议

员代表团分别于24日和25日在首都东京向

日本防卫省、日本内阁府和日本外务省递交

了该县议会通过的和平外交意见决议书，呼

吁日本政府不要让冲绳沦为战场，而应通过

对话和外交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冲绳县议会3月30日通过上述决议书。

这是日本首份对新版“安保三文件”表示担

忧、谋求和平外交的决议书，反映了冲绳民众

的集体心声。

该决议书主要向政府提出了两点诉求。

第一，应积极发挥外交与对话作用去构筑和

平，而不应通过配备导弹等强化日本在西南

诸岛军事力量的方式去实现日本的“抑制

力”。第二，应遵循日本同中国在相关政治文

件中已确认的各项原则，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对新版“安保三文件”表示担忧
冲绳议员团递交和平外交意见决议书

新华社上午电 俄罗斯总统助理奥列什

金25日说，俄罗斯经济呈积极发展势头，今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约1％至2％。

俄罗斯经济去年出现萎缩。俄总统普京

上月表示，俄今年二季度GDP将比去年大幅

增长。按他的说法，俄罗斯去年夏季经济下

滑是由于西方国家对俄制裁的影响，但去年

7月以后，俄经济重新转入增长。

俄罗斯经济今年将增长1％至2％

 美籍韩裔厨师爱德华 ·李

（中）展示国宴菜品 图GJ

▲ 首尔街头摆放加强
韩美同盟的标语牌

2024年将再战总统大选

  岁拜登宣布寻求连任
美国总统拜登25日以发布短视频的形

式，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在3分钟短片里，拜登旗帜鲜明地将自

己与共和党参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

“美国愿景”进行对比，将特朗普的支持者描

述为对美国自由的威胁。共和党人立即嘲

讽拜登忽视危机，脱离实际。

两党火药味虽浓，最新民调却显示不少

美国民众对拜登与特朗普的再度对决感到

“疲惫”。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沮丧情

绪正在美国年轻群体中弥漫。

对特朗普“宣战”
在竞选视频中，美国总统拜登与副总统

哈里斯开宗明义，声称竞选连任是为了“完

成尚未完成的任务”。

视频以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骚乱

的画面开始。当时，大批民众冲入美国国会

大厦，试图阻止国会正式认证拜登赢得总统

选举。这一历史性瞬间，被认为是美国政治

衰落的标志性画面。

拜登声称，自己四年前竞选时是在为

“美国的灵魂”而战，现在依然如此。尽管没

有直接提及特朗普，但拜登痛批“MAGA极

端主义者”。MAGA是特朗普政治口号“让

美国再次伟大”的英文缩写。

面临两大硬伤
对于拜登竞选连任的赢面，美国舆论莫

衷一是。

乐观者认为，拜登任期头两年在国会成

功通过多项立法，并领导民主党在去年的中

期选举里表现优于预期，令民主党相信拜登

仍是能够团结党内不同派系的最佳人选。目

前，民主党内也没有重量级人物挑战拜登。

悲观者认为，拜登面临两大硬伤——80

岁高龄，以及乏善可陈的经济。拜登已经是

美国最年长的总统，若连任成功，到第二个

任期结束时他将年满86岁。美媒认为，在

一个形象决定一切的国家，在一位总统候选

人必须显得充满活力的国家，拜登谨慎迟缓

的步伐和时而含糊不清的言语让选民难以

放心他的健康与精力。

在经济问题上，尽管拜登不停宣传自己

所做的改革，诸如让美国重新工业化，吸引

尖端技术，加速能源转型，翻新基础设施等，

但美国选民最直观的感受仍是他们面临严

重的通货膨胀。

民众感到疲惫
前总统特朗普24日抨击拜登政绩“一

败涂地”，但他面临的压力并不比拜登小：

56%的美国人表示不太可能在大选中支持

拜登，也有65%的美国人不支持特朗普。最

新民调显示，多达38%的美国人对拜登与特

朗普的再度对决感到“疲惫”。

民意的变化为政治新人的崛起提供了

可能。但对美国政治更为深刻的危机是，选

民尤其是年轻群体对现状愈发感到厌倦。

根据哈佛大学政治学院近期的调查，在18

岁至29岁的美国人中，40%的人担心自己

会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32%的人担心有

一天会无家可归；47%的人表示“感到消沉、

沮丧或者绝望”。显然，对于不少美国民众

来说，选战并非新的开始，更像是一个无法

走脱的循环。 本报记者 杨一帆

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日的言行，
连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韩国问题专家卡尔 ·弗里
德霍夫都忍不住感慨：“事情似乎有些失控。”
在对乌援助和台湾问题上言语出格后，尹锡悦

的一番涉日言论又引发争议。

国宴菜单风格“很美国”
韩国总统尹锡悦这趟访美，虽说足够高

调，但事实上的主角却并不是他和韩国。

蟹饼、牛小排和香蕉片……美国第一夫

人吉尔 ·拜登和她的团队24日公布了为尹锡

悦夫妇准备的白宫国宴菜单。

虽说吉尔 ·拜登特地邀请了美籍韩裔厨

师爱德华 ·李来准备这顿宴请，将美式与韩式

风味交织，“寻求完美的平衡”，但这终究还是

一顿更偏重美式口味的宴请。

爱德华 ·李表示：“我准备了一些我最喜

欢的美国食物，只是稍作修改，只需要添加一

点点韩国风味。”

“我最喜欢第一个，蟹饼，太美国了。”吉

尔 ·拜登对媒体说，“（我的丈夫）乔最喜欢的

将会是最后一个。”似乎对于主人来说，远道

而来的韩国客人会喜欢哪个并不十分重要。

对本国舆论“不屑一顾”
即便在经济外交这个主打议题上遭遇美

国的“当头一棒”，尹锡悦也要尽心尽力“打

动”这趟访问的主角——美国。可是，连韩国

人自己也看出来了，就算尹锡悦带上122名商

界巨头同行，韩国也不太可能从美国那里获

得什么好处。

韩国媒体评论，美国仍然在推进《通胀削

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在高科技

领域进一步孤立中国，“此举不可避免地将伤

害韩国企业”，尹锡悦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面

也“似乎不太可能为韩国赢得特别豁免”。

在韩国媒体看来，对于国内舆论，总统尹

锡悦似乎采取的是“一种非常不屑一顾的立

场”。自从尹锡悦宣布计划访美以来，韩国

民众的诉求是希望尹锡悦抓住机会解决问

题，或者至少向美国提出问题。但韩国总统

办公室却宣称，美国这两项法案对韩国的损

害没预期那么严重，很多不确定性已经得到

解决。

就连面对持续发酵的美国监听盟友丑

闻，尹锡悦政府也一口咬定美国没错。韩国

媒体用“躲到美国身后”来形容尹锡悦妄议台

湾问题和对乌军援的做法。“这些做法有利于

美国的国家利益，却给韩国自己带来了风

险”。而指望美国承诺对韩“延伸威慑”，只会

造成半岛紧张局势升级，造成安全威胁的恶

性循环。同时，美国也可能会以此为条件，对

韩国提出更多要求。

沦为美全球战略“棋子”?
将尹锡悦描述为“首个公布印太战略、首

位出席北约峰会的韩国总统”，“在拜登总统

长期关注的改善韩日关系方面表现出决心和

勇气”，“帮助促进美韩日更强大的三边关

系”……就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公开

“表扬”尹锡悦的当天，韩国将日本重新列入

了享受出口手续简化待遇的“白名单”，单方

面结束了持续近三年的韩日出口管制矛盾。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尹锡悦还表

示，拿百年前的事情要求日本“下跪道歉”的

观念“令人无法接受”。韩国执政党发言人很

快出面解释，称尹锡悦的发言省略了主语，本

意是“日方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但韩国舆论

怎会买账？不少韩国网友留言直指尹锡悦和

执政党是“卖国贼集团”，要求立即弹劾尹锡

悦。韩国共同民主党代表甚至表示，自己怀疑

尹锡悦的言论是否真的是韩国总统的发言。

“让我们把自身的国家利益放到首位。”

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疾

呼，尹锡悦过于依赖美国的言行是极具“自我

破坏性的”。他希望政府能够对中国给予更

多的关注。

《韩民族日报》则在社论中写道：“结盟是

有利于两个合作伙伴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的一种手段，但它本身不能成为目的。”对美

表达真实的诉求和抗议是必要的，“否则，韩

国将沦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棋子”。“我们希望

现任政府不要被‘加强韩美同盟’的花言巧语

所左右，为了博得美国的欢心而牺牲韩国的

国家利益。” 本报记者 齐旭

尹锡悦高调访美 但主角并不是他
一味示好向美“献礼”涉日言论再招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