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7日/星期五 本版编辑/张 颖 本版视觉/戚黎明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国际新闻

全球超过    万人
去年沦为“气候难民”

新华社上午电 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

司股票价格5日创新高，市场价值突破3万亿

美元，超越美国苹果公司，成为全球市值第二

大企业。

英伟达股价当天上涨5.2％，报收于每股

1224.40美元，收盘市值达3.019万亿美元，超

越苹果公司的2.99万亿美元，但低于美国微

软公司的3.15万亿美元。自今年一季度财报

5月发布以来，英伟达股价上涨超过24％。

过去5年间，英伟达股价上涨超过3290％。

英伟达占据数据中心人工智能（AI）芯片

市场大约80％的市场份额。数据中心为AI

应用提供算力和存储资源。

分析人士认为，英伟达市值超越苹果，

意味硅谷开始切换赛道，AI热潮掀起的乐

观情绪带动该板块其他公司股价上涨。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警告，假如有西方

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用于

攻击俄罗斯本土目标，俄方可能将采取“不

对称回应”。

有来有往
普京表示，西方如允许乌方使用更具威

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将是一种“严重升级”

行为，将使西方陷于与俄罗斯的战争。

普京说，俄罗斯会改进防空体系，击落

来袭的西方援乌导弹。如果有西方国家考

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用于“打击我们的领土

并给我们造成难题”，“那我们有权利向世界

上一些地区供应同类型武器”，让这些地区

有能力打击那些西方国家的敏感设施。“这

种回应可以是不对称的。我们会考虑。”

施压德国
普京5日专门警告德国不要向乌克兰

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用于打击俄罗斯境

内目标，否则“将彻底摧毁俄德关系”。“金牛

座”导弹射程500公里。是否向乌方供应这

种导弹，在德国国内引发争论，德国总理朔

尔茨迄今没有批准。

普京还批评德国向乌克兰援助“豹”式

主战坦克。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

入侵苏联，第一批德援坦克“出现在乌克兰

土地上时，对俄罗斯人造成心理上的冲击”。

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 ·皮斯托里乌斯5

日说，德国政府只允许乌方使用德援武器反

击乌克兰哈尔科夫州附近俄方阵地的攻击，

眼下不打算向乌克兰派兵。

“无稽之谈”
普京重申，俄罗斯只会在自卫情况下使

用核武器，但西方不应认为俄方不会动用核

武器。“如果有人的行为威胁到我们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我们会考虑动用一切可用手段。”

谈及西方猜测俄罗斯可能袭击北约成

员国的说法，普京斥之为“无稽之谈”。普京

说，没必要从俄罗斯身上寻觅一些“帝国野

心”。“你们不要把俄罗斯当作敌人，那样只

会伤害你们自己。”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

格6日说，北约目前没有向乌克兰部署军事

力量的计划。 胡若愚（新华社供本报稿）

乌如用西方导弹打俄本土
普京警告将“不对称回应”

英伟达股价再涨
市值已超越苹果

尽管气温计“高估”了温度，但印度的极端高温天气是真实的。据新
华社报道，截至6月3日，印度全国因为炎热而死亡的人数升至211人，实
际的死亡人数可能更高。印度网友纷纷哀叹，要不是迫于生计，肯定想方
设法逃离这蒸笼般的环境。
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因为气候而逃离家园，已经是他们不得不做出

的选择。随着全球气温升高，被迫逃离家园的“气候难民”或许将越来越多。

■ 沉没中的巴拿马加迪苏格杜布岛 图GJ

升温逼近“红线”
如何保住家园？

“来自无面敌人的诅咒”
现年70岁的巴基 ·古隆来自尼泊尔西部

跨喜马拉雅高地的木斯塘桑宗村。在童年

记忆中，夏季蔚蓝的天空之下，雪峰耸立，冰

川融化，溪流泛着光，而她在广阔的山谷间

奔跑。可现在，这些景象已经随着气候变化

成为了过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木斯塘遭遇日益

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干旱导致冰川融水

减少，河床干涸，农作物因为缺乏灌溉而大

量死亡。雨季时间越来越短，短时降雨量越

来越大。伴随而来的，则是破坏性的山洪暴

发。到了九十年代末，旱灾和洪灾愈加频繁

地发生。“我们的村庄就好像被一个无面的

敌人施加了诅咒。”古隆说。

数年前，村里集体讨论究竟是留下还是

离开。在严峻的生存压力之下，村民们别无

选择。如今，除了5位高龄老人外，大部分村

民都搬到新的定居点“纳玛松”，他们希望在

这个寓意“绿色草地”的新村庄重新开始。

但一切真的能够重新开始吗？建于15

世纪的古老寺院、隐蔽于自然洞穴中的墓葬

显然不能跟着村民们“搬迁”，只能留在原地

经受强风、潮湿、高温的侵蚀。曾经白色的

寺庙墙面褪成了浅灰色，大量的降雨更是让

土制的寺庙建筑摇摇欲坠。精心设计的墓

葬更是随时有可能会因为一场暴雨、洪水，

或是极端的干旱而湮灭。

去年冬天，木斯塘没有下雪，意味着桑

宗村将迎来又一场大旱。村子里再也没有

牲畜的叫声，也没有孩子在奔跑。“土地承载

着我们的历史，可是现在，祖传的土地和我

们的根基都处在危险之中，我们的生命同样

如此。”走在干草地上，古隆无法想象未来。

“以慢动作播放的灾难”
同样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还有巴拿马

沿岸小岛的居民。

当风暴潮吞噬加迪苏格杜布岛时，岛上

居民马西亚 ·埃尔南德斯站在泥地上，用石

头垫高以抵挡足以没过脚踝的海水。他无

助地看着自己的小屋被海水淹没，“我什么

也做不了，只能等着水退去”。

加迪苏格杜布岛是巴拿马加勒比海沿

岸圣布拉斯群岛约350个岛屿中的一个，只

有五个足球场大，却是原住民古纳人的家

园。由于全球变暖和珊瑚礁的破坏，海平面

不断上升，每年冬季强风掀起海浪时，海水

便会淹没街道，涌入原住民的家中。古纳人

曾尝试用岩石、桩子和珊瑚加固岛屿的边

缘，但海水仍不断涌入。

巴拿马热带研究所物理监测项目负责

人史蒂夫 ·帕顿说，到本世纪末，圣布拉斯群

岛的大部分岛屿将不得不被废弃，“这些岛

屿仅高出海平面半米至一米，无法抵御海平

面再上升七八十厘米。它们不会突然间被

淹，但却是一场以慢动作播放的灾难”。

就在上个月，已经在岛上生活了200多

年的古纳人最终决定搬迁到海对岸政府建

造的新社区中。61岁的洛佩兹说，离开这座

岛屿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古纳人的文

化都源自海洋，离开意味着放弃在岛上的经

济活动，彻底改变原本的生活方式。他指

出，搬迁到新的混凝土场地后，除了茅草屋

顶的社区大厅外，几乎没有保留下古纳的传

统，这让保护原住民文化变得更加困难。

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
随着全球气温的逐渐升高，桑宗村和加

迪苏格杜布岛居民的遭遇不是个例。

世界气象组织5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4年至2028年，每年全球平均近地表气温

预计将比工业化前高出1.1至1.9℃，这期间

至少有一年超过2023年成为最热年份的可能

性为86%。这是一个严峻的警示，意味着全

球气温正逼近《巴黎协定》设定的控温目标。

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因为气候原因被

迫进行国家内部迁移的“气候难民”达到

2030万。其中，因为洪水迁移的人数达980

万，其次是风暴造成950万人迁移，干旱造成

49.2万人迁移。这些数据足以显示气候变化

对人类生存影响的严重程度。联合国难民

署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还起到了“灾害增

倍器”的作用，导致更多因为贫困和争夺资

源而引发的冲突，迫使更多人流离失所。

难道，人类真的要等到无处可逃的那一

天吗？ 本报记者 齐旭 实习生 郭汉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