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星期五 本版编辑/张 颖 本版视觉/戚黎明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国际新闻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办公室15日发布的消息，

加拿大各地山火燃烧产生的浓烟当天再次飘到纽

约地区，纽约烟雾最浓的时间在16日早上。目前，

加拿大全境有461处在燃野火，其中236起被认为

处于“失控”状态。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报告，

再次提醒全球气候变化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的发

生，呼吁各国采取深入、快速和持续的减排行动，减

缓气候变化的脚步。

纽约笼罩“末日滤镜”
“这是火星还是曼哈顿？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

霾把天际线变成了橙色。”一名纽约网友在社交平

台上发布从办公楼里拍摄的室外照片，“尽管这栋

大楼拥有最现代化的空气净化系统，但我们仍然能

闻到烟雾味。”

北美多地上周经历了“末日滤镜”，严重的空气

污染“熏黄”了纽约等一众城市。纽约市的空气质

量在7日下午5时达到了484的“危险级别”，这是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当地最差的空气质量。

美国民众被建议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有害烟霾

引发呼吸道疾病等健康问题。不少学校取消了户

外活动，许多公司通知员工居家办公。美国职业棒

球大联盟、女子职业篮球联赛等体育赛事被迫推

迟。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第一次因为空气污染

而放弃升旗。

一些网友用“世界末日”“地狱”来形容烟霾下

的城市，还有人制作了灰头土脸的表情包，调侃自

己出门后的状态。

加拿大的野火季通常从每年4月初持续至10

月下旬，但今年火情尤显严重。加拿大官方表示，

伴随气候变化，野火季变得越来越长且愈发严重。

加拿大公共安全与应急准备部长比尔 ·布莱尔12

日表示，已有约3万民众被疏散。

而眼下加拿大野火仍在蔓延，美国人不得不继

续忍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状态。

连环恶果令人担忧
除了加拿大野火，初夏之际，高温、干旱、洪灾

等灾害性天气在全球多地频发。

在中美洲，巴拿马运河正遭受70多年来最严

重的干旱，水位骤降。受此影响，巴拿马运河管理

局数月前将大型船舶吃水最大深度由15.24米下调

至14.48米，后又下调至13.56米，本月13日更进一

步降至13.41米。外界猜测，25日起可能继续下降

至13.26米。

吃水深度的下降使船只通行的数量和载货量

随之减少，同等重量的货物需要分摊至更多货轮装

载，国际物流成本因此大幅上升。美媒报道称，目

前，已有多家依赖巴拿马运河航线的航运企业将单

个集装箱的运输价格上涨300至500美元。

糟糕的是，这一情形尚无缓解迹象。巴拿马运

河管理局警告，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比往年更早出

现，预计今后数月仍将缺少降水，干旱情形会更加

严峻。

这边运河缺水，那边海洋“去冰”。最新研究预

测，北冰洋或将提前出现“无冰之夏”。一支国际科

研团队通过卫星数据研究和建模发现，无论温室气

体排放程度如何，北冰洋最早将于2030年至2050

年间出现第一个没有海冰的9月。在高排放情境

下，预计本世纪晚些时候，北极地区将在初夏时分

就已无海冰。

法新社援引研究人员的话报道，北极地区变暖

可能加速格陵兰岛冰原融化。随着海冰融化，地球

会吸收更多太阳能，北极将加速变暖，进而“影响人

类社会和全球生态系统”。

未来的危害令人担忧，而过去的损失已经触目

惊心。据欧洲环境署14日发布的报告，1980年至

2021年的42年里，极端天气在欧洲导致近19.5万

人丧生，造成逾5600亿欧元经济损失。

全球需要合作应对
人们不禁追问：极端天气会成为新常态吗？而

步步逼近人类的，除了自然灾害本身，还有什么？

显然，除了控制碳排放量、控制温度升高以外，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人类必须有所准备。

“从心理上、经济上，我们都要准备好。”伦敦大学灾

难与健康学院教授伊兰 ·凯尔曼认为，人类必须更

好地规划和建设城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大

坝、抵御洪水。人类或许还需要思考的是，究竟该

建立怎样的备灾和应对机制。

事实上，无论是被加拿大野火“熏黄”的纽约街

头，还是巴拿马运河干旱推高的国际物流成本，都

表明抵御极端天气灾害不是单个国家的事。

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所指出的，各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其背后是发展

水平的巨大差距。因此，要阻断气候变化向安全风

险传导，最根本的办法是从发展入手，帮助发展中

国家跨越发展鸿沟，提高气候韧性和应对能力。

如何在生存与发展间取得平衡？这个问题并

不容易回答。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在一

场气候会议上已发出警告，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

人类需要共同作出决定。警钟已经敲响，现在行

动，或许还不算太晚。 本报记者 王佳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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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加拿
大遭遇史上最严
重的“野火季”，
而且似乎仍无停
歇之势。野火带
来的烟霾很快蔓
延。上周，北美
多地笼罩在末日
般的橙色雾霾
中。
放眼全球，

除了肆虐的野
火，高温、干旱、
洪灾等灾害开始
此起彼伏。专家
指出，这些日益
明显的极端天气
背后，是气候变
化给人们敲响的
又一记警钟……

本报特稿 北约国防部长会议15日起

在布鲁塞尔举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

格表示，会议的重点是讨论进一步加强对

乌克兰的军事投入，并为下个月举行的北

约峰会作准备。

斯托尔滕贝格称，此次会议期间，北约

国家国防部长与北约成员国内的一些防务

承包商举行非正式会议，将讨论包括提高

弹药产量等问题。

据媒体披露，25家西方大型防务公司

的负责人参加会议。斯托尔滕贝格还声

称，此次防长会还将讨论对乌克兰的所谓

“多年一揽子支持计划”。

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及北约向战场输

送武器层层加码，持续“拱火”，遭到各方反

对。意大利前总理孔特表示，西方的政策

是错误的。“一旦采取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的方式，欧洲将一步步陷进去。即便风险

越来越高，也得令冲突继续升级。明智的

做法，难道不是坐回到谈判桌前吗？”

如今，北约更是将西方大型防务承包

商请到台前，持续“拱火”的背后，是军工复

合体大发战争财。

英国媒体人理查德 ·梅德赫斯特表示：

“当你把武器弹药等东西提供给乌克兰，某

些人是会赚到钱的，是美国让这一切发生

并从中牟利。”

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说，俄罗斯从未

拒绝旨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谈判，解

决冲突的关键在于西方，西方应该停止向

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如果他们真的想通

过谈判结束当前冲突，只需要作出一个决

定，即停止供应武器装备。” （杨石）

北约举行防长会议 防务承包商“登堂入室”

西方国家层层加码“拱火”俄乌冲突
新华社法兰克福6月15日电 欧洲中央银行15

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

均上调25个基点。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告说，自本月21日起，将

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利率和存款机制利率分

别上调至4%、4.25%、3.5%。公告指出，欧元区通胀

率仍将在长时间内维持在过高的水平。

2023年5月欧元区整体通胀率为6.1%。欧洲

央行15日将2023年欧元区通胀预期上调至5.4%，

同时将欧元区2023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9%。

自去年7月开启加息进程以来，欧洲央行已连

续八次加息，共计加息400个基点。

欧洲中央银行决定
再次加息25个基点

▲行人掩住口鼻走在烟尘笼罩的纽约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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