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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国排队批美，“人权卫士”脸面何存？

廖省：林越

210 分钟的会议上，包
括美国盟友在内的 110 多
个国家排着队针对美国的
人权纪录提问，并提出批
评和建议——这是近日发
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
议美国人权纪录现场的一
幕。而就在同一天，美国
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
过 1000 万，死亡人数接近
24 万。

惨 烈 的 疫 情 数 据 ，加
上全世界的集体痛诉，表
明“人权卫士”家里的人权
状况，真是糟糕透顶！特
别是 2020 年这场新冠肺炎
疫情就像个放大镜，令美
国的人权劣迹无所遁形。

美国政客们老是对别
国人权指手画脚，但是他们
如何解释：作为全球经济和

科技实力最强、医疗资源最
丰富的国家，美国的疫情确
诊和死亡病例竟然居世界
第一？美国民众最基本的
人权——生存权与发展权，
怎么会惨遭践踏？

唯一的解释是：这是美
国政客将选举政治和资本
利益凌驾于民众生命之上
的必然结果。他们无视科
学预警，延误疫情应对；他
们一再将疫情政治化，频频

“甩锅”和寻找“替罪羊”；
他们拒绝专家建议，为经济
利 益 屡 次 放 松 防 疫 措 施
……他们的不作为与不担
当被《华盛顿邮报》形容为

“一场国家批准的杀戮”。
老人与少数族裔是这

场 人 间 惨 剧 的 最 大 受 害
者。据《纽约时报》统计，
美国养老院的死亡病例一
度占全美死亡病例总数的
三分之一，比例之大令人

骇然。老人被无情抛弃，
养老院成了停尸房……然
而美国一些所谓的精英却
对此不屑一顾，得克萨斯
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就
曾冷血地说过，支持以老
年人的生命为代价“冒险
重启美国经济”。

同 时 ，疫 情 下 的 生 死
考验进一步拉大了美国的
种族差异。根据美国疾控
中心的最新统计，在 30~39
岁人群中，拉美裔、非洲裔
的新冠肺炎死亡率分别为
38.4%、27.9%，远高于白人
的 20.2% 。 美 国 公 共 政 策
研究机构世纪基金会日前
发文指出，每周都有数不
清的有色人种死于新冠肺
炎，如果这些患者能够早
一点接受治疗，许多死亡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本可避免的死亡”凸
显的不仅是美国结构性种

族歧视，更是美国政治体
制 的 弊 端 。 人 们 不 禁 感
慨，有多少不同肤色的人
万里追寻的“美国梦”结果
变成了“美国噩梦”。

不 仅 如 此 ，警 察 暴 力
更令少数族裔苦不堪言。
从喊出“我不能呼吸”的非
裔男子弗洛伊德，到被警
察跪压逮捕的怀孕 9 个月
非裔孕妇，再到被警方连
开 7 枪 、倒 在 三 个 孩 子 面
前的非裔男子布莱克，美
国警察滥用职权杀害非裔
现象正愈演愈烈，呈现肆
无忌惮之势。

本 国 人 权 问 题 重 重 ，
美国政客还把黑手伸向全
世界，屡屡制造人道主义
灾难。在伊朗，由于美国
的制裁，糖尿病患者打一
针胰岛素都阻碍重重，新
冠疫情更让民众生活雪上
加霜。对此，美国政客不

仅不施以援手，反而借疫
情加码制裁。面对全世界
的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 居 然 恬 不 知 耻 地 狡 辩
称，“我们不仅讨论人权，
而且珍惜和捍卫人权。”

然 而 ，全 世 界 早 已 看

清：他们哪里是在“珍惜和
捍卫人权”，分明是在“侵
犯和践踏”人权！面对更
多无辜生命的逝去，面对
全球集体控诉，那些以人
权之名谋一己之私的美国
政客，还不反躬自省吗？

国际锐评评论员

漫画漫画 王锦松王锦松（（原载原载《《联合早报联合早报》）》）

自 1949 年 解 放 后 ，周
恩来总理成为新中国外交
的开拓者、决策者和实践
者。在他毕生奉献的事业
中，非洲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在万隆举办的“亚非
会议”后，他支援非洲民族
解放运动，发展中非友好
关系，中国对非经济援助
遵循“八项原则”，赢得了
非洲的支持和真诚友谊，
为中国打破国际孤立，确
立世界大国地位，奠定了
广泛的政治声望。

当 2007 年纪念中非外
交关系 50 周年时，新中国
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不
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推
动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改
善民众生活以及提高教育
医疗卫生水平；受到非洲
国家政府和人民的高度称
赞，为中非之间的进一步
发展夯实、加固了良好的
互信基础。

李克强总理于 2014 年
5 月 8 日在第 24 届世界经
济论坛非洲峰会上发表题
为《共同推动非洲发展迈
上新台阶》的致辞，以“促
进包容性增长，创造就业

机会”为峰会主题，现实针
对性很强。中国作为发展
中国家与非洲有相同的经
历、相似的任务，先发展起
来的中国给非洲一点援助
是道义上应有的担当，因
为全世界是一个地球村，
相互的关联性很强。

第 二 个 的 现 实 层 面
是，中国对非洲提供了援
助，这些项目本身就是一
个固体的宣传标志，等于
给中国做了真实的广告。
中国公司从无到有逐渐走
出去，逐渐壮大，而非洲国
家即使还不了钱可以还产
品，这让中国得到了保障，
所以非洲是给中国企业走
出去提供了实验场。中国
在西方刚买一小块地就成
了“安全威胁”，而非洲国
家伸开双臂欢迎中国在各
个领域投资，因为非洲对
中国没有成见，中国对非
洲没有私心眼，是平等、互
惠的合作。

到 了 2018 年 ，中 国 在
非洲修了 24 条铁路，其中

8 条 长 6700 公 里 ，韩 国 和
印 度 各 修 一 条 ，却 失 败
了。非洲钢铁不合格，工
人不合格，连砂石和沥青
都不合格，材料需要从中
国运去，以至中国在非洲
修铁路都是血亏！中国支
援非洲 60 多年了，大多数
都是亏本的。

当 年 ，英 国 BBC 拍 出
《中国人来了》的纪录片，
形容中国是吞噬非洲的吸
血鬼。美国务卿蒂勒森指
责，中国一味援助非洲让
他们更穷。印度莫迪喊着
要免费援助非洲 5 万亿美
元 。 但 60 年 来 他 们 真 帮
了非洲什么呢？中国做亏
本生意，为何惹得他们这
么激动？中国有句话叫失
之东隅收之桑榆，中国在
非洲的先期“亏本”，如今
以数倍的利益赚了回来。

卡 塔 尔 半 岛 电 视 台 7
日题为“疫苗外交和美中
非洲竞争”的文章称：“早
些时候，各国和全球机构
承诺，一旦疫苗研发成功，

将提供给所有人。在非洲
撒哈拉沙漠以南，许多人
相 信 这 些 承 诺 。”“ 但 如
今，仍无一款疫苗。最重
要的是，全球合作实际上
已沦为一场残酷竞争。富
国出钱给大型制药公司，
预订数百万剂疫苗以确保
本国人口尽早供应，而无
视对世界其他地区是否能
负担得起的担忧。在疫苗
竞赛的舞台上，中国表现
超过美国。”

评论还写道：“自 4 月
份以来，从亚地斯亚贝巴
到哈拉雷再到罗安达，由
中方捐赠的防护服和外科
口 罩 等 频 繁 运 抵 非 洲 机
场，中国的抗疫捐赠受到
欢呼。中国医疗队还穿越
尘 土 飞 扬 的 非 洲 农 村 地
区，探访新冠隔离诊所。”

“当中国凭借抗疫援助在
非洲赢得人心和政府的好
感时，其主要竞争对手美
国却不见踪影。欧美在非
洲的影响力正下降。”

多 年 来 ，因 非 洲 多 国

兵祸连接，由联合国居中
调解。中国维和部队在执
行任务时，与非洲民众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让
民 众 吃 上 新 鲜 的 瓜 果 蔬
菜，中国军人抱着授人以
渔的宗旨，将适应当地的
种植法教给非洲村民。从
源头上解决问题，而非简
单地赠送果蔬，非洲民众
也体会中国的好意，努力
学习中国的种植技术；如
今非洲的农业已经有了质
的飞跃，非洲人民对中国
无比感恩。外媒看到中国
的做法，也坦言：“这才是
大国的风范！”

得到中国援助的非洲
国家很多，能知恩图报却
不多，加纳共和国就是其
中之一。加纳位于非洲西
部，几内亚湾北岸，国土面
积 约 238540 平 方 公 里 。
1471 年葡萄牙入侵并发现
大量黄金矿产后，荷兰、法
国、英国相继来到加纳掠
夺黄金，贩卖黑奴，这场掠
夺 维 持 了 400 多 年 ，庞 大

的利润让西方掠夺者陷入
癫狂，他们将加纳称为“黄
金海岸”。

加纳在 1957 年宣布独
立 。 但 整 个 国 家 一 贫 如
洗，军政界不断夺权。自
1972 年 恢 复 与 中 国 的 外
交，得到了一些经济援助
项目，加纳经济才逐步恢
复 。 然 而 90 年 代 末 的 金
融风暴让加纳陷入了赤字
危机，多亏中国再援助 670
亿，才度过了难关。当加
纳 发 现 储 存 量 达 15 亿 吨
的优质铝土矿时，坚决地
把开采权交给了中国，引
发了西方强烈的不满和妒
忌。

当非洲各国的政治精
英看到埃及、利比亚、苏丹
等国在西方的怂恿、鼓捣
下政权不断倾轧，弄得治
安混乱、民生凋敝。再回
过头来想想中国医疗队在
埃博拉等疫情蔓延时的舍
身救助，中国军人、工程队
在村口挖掘的水井，中国
大小企业拼搏开来的经济
盛况，中国政府共商共赢
以及不干涉内政的援助，
就不难了解为何大多数非
洲国家都选择和中国站在
一起。

中国对非洲大陆的援助

归零

2011 年，维利加入了东
区友协会，参与各种的文友
活动，也结识了许多文学爱
好者。在活动中，维利得到
文友们的关怀鼓励与热情
真诚的协助。吴开森先生，
他为维利构设了《鼓声回
荡》与《文化新丝路》两本
文集的封面和书名，并不遗
余力为维利安排出书的一
切繁重工作。范忍英东区
文协主席，她在繁忙的副刊
编辑工作中，仍能抽出宝贵
的时间，不厌其烦地为维利
整 理 文 稿 及 筹 划 排 版 事
宜。万隆李顺南乡亲、刘玉
英堂妹、林锦岩、沈德春同
学等慷慨解囊赞助，令维利
圆了出书的梦想。李顺南
大书法家还为维利题写封
面的《刘文亮选集》书法。
任抹任华三语国民学校董
事长陈万新盛情邀维利参
加华文的文化教育话动。
于是，维利的文集《鼓声回
荡》终于问世了!

维利异常的兴奋，在自己
确立理想之时，距离今天，整
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了，长久
的等待，长久的隐忍，长久的
努力，终于理想的种子在汗水
的浇灌下开花结果……

在维利不断的投稿过
程中，维利很幸运地认识
了《国 际 日 报》的 张 颖 编
辑。维利和張颖文友的认
识，是通过与萧娥女士短
信聊天时认识的。当时萧
娥主席是牙律埠印华作协
牙律分会的主席，她告诉
维利说，报社的牙律小刋
的打字，排版到印刷，都是

張颖文友帮助安排的。因
此，自从认识张颖文友后，
解决了维利投稿的极大困
难，因为维利还不能够通
过 email 寄发文章。

后来一年多的时间，张
颖文友一直帮助维利投稿，
但是维利们还未曾见过面。

2018 年 12 月 15 日，维
利去参加在雅加达召开的
第十二届世界化文微型小
说研讨会、暨第六届印华金
鹰杯、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
的创作大赛颁奖典礼。会
场上，维利终于见到了張颖
及其夫君杨思萍先生。他
们俩是那么的亲善和谐，令
维利留下深刻的印象。原
来他俩都是国际日报编辑
部的人员：杨思萍是每星期
二出版的“赤道火花”周刋
的主编；张颖是每星期二、
星期四和星期五的师生园
地周刋的责编，也是星期六
的青年文苑周刋责编。

意 外 的 是 ，快 递 邮 件
公司给维利送来一个包裹
撕开一看一本是《印华文
友》，另本是张颖文友的新
著作。于是，维利欣喜地
拜 读 了 张 颖 编 辑 的 大 作
《我在路旁看风景》，不禁
为作品的内容深深地音吸
引 了 。 张 颖 文 友 的 著 作
《我在路旁看风景》，给维
利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
其清晰幽美之风景封面，
令 维 利 感 到 清 凉 幽 静 舒
畅 。 翻 开 第 一 篇 文 章 是
《谁 的 错?》，维 利 觉 得 这

个题目很恰当，是一个以
甚至无法解答的问题，因
为 是 时 局 造 成 的 特 殊 现
象 。 是 华 文 被 封 杀 了 32
年的后遗症，逼迫他们这
么干，为了中华文化的复
兴，媒体无奈地将张冠李
戴，因此出现许多错别字，
有的弄得啼笑皆非。就如
不久前，XX 三语学校的极
力赞助人的小女儿过世，
校董及全体理事登报，同
表哀悼，注销来的广告，竟
把其还健在的大女儿列为
死者，令丧家对基金会主
席提出不满。虽然报社更
正与道歉，但是丧家与校
方，已产生不爽之感。这
些屡见不鲜的报章更正事
件，他们只是一阅而过，但
是在报馆工作了十几年的
老报人，张颖对报社里的
工作情况，这些错误的发
生是心知肚明，成为思想
上 的 力 。《我 在 路 旁 看 风
景》的杰作，是张颖文友把
压在心中的“石头”挖出来
让大家知道了解，共同分
析究竟是谁的错，让读者
们各自寻找答案简谈一下
《名片》佳作。名片本是一
种方便、彼此不易忘记对
方的名字与地址的工具。
然而现今社会里的人，多
是虚伪、浮夸、傲展威风，
如莎萍诗人所写，现今的
名 片 只 没 有 写 上 XX 的 妈
妈字样。《今天没有家》也
是篇短小精悍、浅白易懂
一针见血的杰作。过去的

父母教育孩子，是望子成
龙 望 女 成 凤 ，养 儿 防 老 。
然而现今的社会已 180 度
的转变，养儿防老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现在已是养
儿怕老的世纪。《今天没有
家》这篇文章，就是张颖文
友通过一个很可怜、在公
园清理垃圾流浪汉模样的
老人晚上还独自躺在长椅
上的镜头故事，将现今社
会的病态和人性的滑落揭
露无遗。其实这个老人有
6 个孩子，从星期一至星期
六轮流扶养。可是星期天没
有一个孩子愿意收养亲生的
爸爸，让老人家流落街头。
张颖文友写的那么现实和生
动，以锋利的笔尖写出顺畅
易懂的字句，由浅入深令读
者留下深刻难忘感触与反
《抗议》这篇约150个字的短
文，把有红绿的交叉路口之
摩托队伍，完全不守交通规
律，不顾别人安全，停在街中
争先恐后准备“冲锋陷阵”，
不惜生命不顾一切。

近 年 来 ，每 天 阅 读 华
语 和 印 尼 语 两 种 语 言 的
电 子 报 章 已 经 成 了 笔 者
的 习 惯 。 可 能 对 中 华 文
化情有独钟吧，所以阅读
中 文 媒 体 是 笔 者 的 最
爱。其中,国际日报自然
就 成 了 笔 者 每 日 必 须 享
用的精神粮食。

笔者选读国际日报的
头版、财经新闻以及印华
论 坛 和 副 刊 。 论 及 头 版
和财经新闻，笔者认为若
与 以 上 提 到 的 另 一 种 语
言的报刊作比较，就相对
的更加精简扼要，报导的
篇幅不会太长，不必花太
多 的 时 间 去 阅 读 就 能 获
得信息的精华。

谈 到 印 华 论 坛 和 副
刊 ，它 对 国 内 外 ( 特 别 对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评论
具有一定的深度，能够开

拓 读 者 们 更 广 阔 的 视
野 。 还 有 它 的 散 文 、小
说 、诗 歌 等 等 ，让 笔 者 在
阅 读 严 肃 的 报 导 和 评 论
之余，还能够感受到轻松
和愉快。

值 得 一 提, 国 际 日 报
不仅给笔者阅读的机会，
同 时 也 赐 予 发 表 的 空
间。记得，今年 8 月 25 日
透 过 电 子 邮 件 寄 题 目 为
《天 然 免 疫》的 拙 作 一 篇
到副刊编辑部，8 月 26 日
就被刊登出来了。在此，
特 别 向 国 际 日 报 表 达 谢
意。

总 而 言 之 ，这 几 年
来，国际日报已成了笔者
的挚友良伴，陪同笔者共
度 夕 阳 红 之 岁 月 。 盼 望
国际日报能够与时俱进，
越办越好，给读者们带来
更多更大的祝福。

我与国际日报
雅加达：彼得古

再高的学位，最高的也只剩下——已故
再多的证件，最后可拿到仅是——死亡证
再好的文笔，最多只能写——遗书

再高贵的住宅区，最后只能居住——坟墓
再多的儿孙，最多其姓名刻在——墓碑
再大的楼房，最后只能放入——棺材

再新的豪华车，最后只能坐一辆——救护
车
再好的旅馆，最终可过夜的地方——殡仪

馆
再美的祝词，最后人家只能写一幅——挽
联

再好的奖项，最后他人只能赠——花牌
再多的捐款，最终人家只能发——白包
再动听的音乐，最后只能听到——哭声

再成名，最后姓名仅仅写在——讣告
再多赴盛会，最终只可参加——追悼会
再壮的身体，最后只能成为——遗体

再隆重的典礼，最终还剩下——葬礼
再多的资金，最后仅是一笔——遗产
再多的存款，最终只是——归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