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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为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和中
俄友协成立75周年，中俄青少年
友好画展近日在北京举行。中俄
青年友好 （微视频） 创意大赛于

同日启动。中国“友谊勋章”获
得者、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加林
娜·库利科娃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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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促进中俄友好的初心

库利科娃毕生致力于推动中俄友好合作，
始终奔走在中俄民间外交第一线，是中俄关系
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2019年，库利
科娃获得中国“友谊勋章”，是继俄罗斯总统普
京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俄罗斯人。

“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并成为一名汉学家是
我从小的梦想。”库利科娃说，她从小就满怀对
中国的热爱，通过阅读文献、请教学者以及同中
国朋友打交道，逐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1957年，还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的
库利科娃参加了苏中友协的创建工作；1960年
她进入苏联友协工作；1989年当选为苏中友协
第一副主席……数十年间，库利科娃一直从事
民间友好事业，现今89岁高龄的她依旧活跃在
中俄民间外交的舞台。

库利科娃说，苏中友协及其后继者俄中友
协，始终致力于推动苏中及俄中关系发展。“我
们团结了身边所有能团结的力量，包括外交
官、政治家、学者、学生、文艺工作者等，通
过举办活动，邀请他们出席，尽可能地保持两
国民间的友好关系，保持俄罗斯民众对伟大的
邻国中国的尊重，包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喜
爱和尊重。”她说，在还没有跟中国对外友协建
立联系前，他们开展的活动都是自行举办的。
即便如此，他们仍坚守促进两国友好的初心。

1983年，苏中友协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和中苏友协邀请访华，库利科娃参与其中。
从1989年底开始，库利科娃先后以苏联、俄罗
斯对外友协代表身份，任苏联、俄罗斯驻华使
馆参赞，负责两国民间交流及青年、文化等工
作。在库利科娃与同事的努力推动下，协助联

系、策划、签约的俄中文化团体交流项目达数
百个。中俄两国元首都高度评价俄中友协为两
国关系发展作出的贡献。

“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
情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工作期间，库利科娃的足迹遍布中
国大江南北，目睹了神州大地的快速发展。

苏中友协及俄中友协积极宣介如何理解中
国、中国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发
展。库利科娃说，很多俄罗斯青年人经常问
她，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了如此巨大
的成就。她总是这样告诉他们，因为中国政府
对发展国家拥有总的纲要和明确方向，比如提
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等。

2019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时，库利科娃参加了庆典活动，亲耳聆听了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中国这几十年来取
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这些成绩源
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同心同
德、艰苦奋斗。”她说，75 年来，中国战胜各
种风险挑战，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
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的新
形态。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成绩斐然，中国经
验很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库利科娃特别关注到今年 3 月召开的中国
两会。她认为，中国两会不仅展望了未来，提出
了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更难能可贵的是看到了
当前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中国发展最根本
的是得益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
为俄罗斯人，我们完全相信中国有能力去发现、
分析、解决所有困难，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建成

一个更加繁荣、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大力培育和发展两国青年一代
的友谊

民间外交、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为中俄新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库利科娃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俄
中关系现在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双方务实合作
扎实推进，科研合作蓬勃开展。

库利科娃说，民间友好是俄中关系的牢固
根基，她将继续向更多人讲述中国真正的样
子，也希望通过俄中友协的工作，让更多俄罗
斯人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

库利科娃此次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
与她同行的，有俄中友协地方分会的代表，其中
有70后、80后，也有90后。在访问中，“青少年”
是她口中的高频词。“赓续俄中传统友谊，增进俄
罗斯年轻一代对中国的认知，推动两国地方友好
与人文交流，是我们的初衷。”她说。

在当天的活动中，库利科娃参观了中俄
青少年的优秀画作。她认为，画展以画为载
体搭建起俄中人民相互了解的桥梁，“我们
通过孩子们的画笔看到了他们眼里的俄中友
谊”。她希望俄中开展更多此类活动，推动
两国青年加强交流，加深相互理解。

青少年是中俄民间友好的未来，肩负着传
承友谊的重任。库利科娃说，学校是培育青少
年的沃土，加强俄罗斯与中国高校合作，密切
两国青年交流，具有光明前景和重大意义。如
今，俄中两国已经建立了联合大学，并加大了
互派留学生的规模。接下来，应当大力培育和
发展两国青年一代的友谊，这是让俄中友好事
业世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

“中国经验很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访中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加林娜·库利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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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美洲玻利维亚的波托西，有座守着白银的“富
裕山”。历史上，这里因西班牙殖民者发现银矿而一度
成为繁华都市。然而，随着欧洲殖民者的掠夺与洗劫，
繁华之后的波托西，却陷入了苦难与贫穷的循环。

日前，我们从墨西哥城启程，前往波托西。
波托西是玻利维亚南部波托西省首府，原属印加

帝国领地，16世纪被西班牙侵占。随着巨大银矿的发
现，波托西成为玻利维亚的矿业之城。

从墨西哥到玻利维亚没有直飞航班，记者一行从
墨西哥城飞往秘鲁首都利马，再从利马到玻利维亚的
圣克鲁斯省，然后转机至距离波托西较近的苏克雷机
场，从出发到抵达，前后耗时超过24个小时。单从旅
途交通的繁琐，便能体会到波托西摆脱贫困、谋取发
展之艰难。

从苏克雷机场到波托西市政府和玻利维亚国家铸
币厂旧址等采访地点的近1小时车程中，近半小时是行
驶在坑坑洼洼、曲折颠簸的土路上。

终于，我们来到这座海拔近 5000米的矿山。当年
因发现银矿，这座山得名“富裕山”。

在当地向导洪尼·蒙特斯的帮助下，记者一行像所
有矿工一样，头戴矿帽、脚踏雨鞋、身穿矿工服、背
着给头顶矿灯供电的电池组，相互搀扶着钻进矿井6个
工作层中的运输层——这一层离地面最近，约40米深。

矿井中粉尘弥漫，湿气刺骨钻身。
在“富裕山”的矿井里，我们关掉所有矿灯，感

受彻底的黑暗与宁静，那一刻仿佛全世界都黑暗了。
“如果矿灯没电了，矿工无法找到回去的路，就永

远无法见到光明。”蒙特斯说。
山脚下，我们见到 67 岁的退休矿工胡利奥·雷耶

斯。和他相处的两天时间里，我们了解到，雷耶斯的
父亲在矿上工作30余年，后因矽肺病去世。在波托西
的矿工家庭，一旦男主人死亡，子女为了生活不得不
再去当矿工，波托西的家庭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中恶性
循环。

向导蒙特斯告诉我们，他曾经也是矿工，他的父亲
和叔叔们都因在矿井工作而死去。深谙矿工风险的他，不愿重蹈父辈的覆
辙，已于多年前转行做向导，现在每周大约4次带团进入矿山，向人们讲述殖
民时期的奴役制度。

我们来到波托西市中心的玻利维亚国家铸币厂旧址，这里大量古籍档
案记载了印第安人被奴役的史实。

白银开采后被运到欧洲，从银矿开采中获利的只是殖民者。经过殖民
者数百年的开采和剥削，这里银矿资源已所剩无几。留给波托西的，是至
今仍原始的挖矿方式和苦难的循环。

玻利维亚前外长瓦纳库尼说，从历史延续至今的贫困正是由西方国家
的殖民统治造成，玻利维亚以及拉美地区其他国家正经历一次新的群体性
觉醒——曾遭受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掠夺的国家组成“全球南方”。“这意
味着新的政治机遇与合作关系，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玻利维亚矿工工会联合会执行秘书贡萨洛·基斯佩说：“现在国家正在
积极推进工业化，特别是矿业领域，正在寻求外部的经济和技术支持，以
向人民反哺福利。”

波托西市政府秘书长伊韦·科尔多瓦说，波托西市议会已经批准了议
案，准备从宏观层面以文旅产业为导向进行多元化转型，让历史、文化和
资源成为城市新的发展引擎。

科尔多瓦在他的办公室告诉记者，市政府计划在不损害城市历史遗迹
的前提下完善基础设施，保障城市交通便利，在旅游区提供良好的服务，
同时会将旅游规划与文化设计等纳入学校教育课程，“知识将成为变革与发
展的引擎”。

科尔多瓦期待着一个“新波托西”的出现，“这座城市将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迈向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据新华社电 记者赵 凯、王林园、席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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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货币“麻烦缠身”

日本央行 4月 26日决定，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并没有如
外界预期的那样实施量化紧缩。消息公布后，已连续走低的日元
再度“跳水”，东京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 158日元兑 1美
元，再次刷新199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走势令人震惊！”瑞穗证券首席日本策略师大森昭树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将随时干预市场。不过，这名分析师
表示，“现在要看美元了。美元如此强势，（日本）干预不会见效。”

就在几天前，人们还在担忧日元会不会跌破 155日元兑 1美元
的“危险关口”。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 4月 23日表示：“对于过度
的波动，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妥善应对。”事实证明，政府的表态并没
有改善市场情绪。

日元并非近期唯一“麻烦缠身”的货币。去年年底，韩元对
美元汇率不到 1300 韩元兑 1美元，目前已跌至近 1380 韩元兑 1美
元。4月 16日盘中一度失守 1400韩元关口。此前召开的美日韩财
长会表示，三国“认识到日韩对于近期日元、韩元大幅贬值的严

重关切”，将就外汇市场波动密切磋商。
同时，其他多个亚洲国家货币也呈现类似走势。印度卢比、

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越南盾、菲律宾比索等亚洲货币均持
续走出下行曲线。印尼央行近日将三项主要利率水平上调25个基
点，以“加强印尼盾汇率稳定”。分析人士质疑这一措施的效果，
因为尽管印尼央行多次干预市场，也未能阻止印尼盾汇率从年初
的水平贬值超5%。

大幅贬值“令人担忧”

货币是资本市场投资标的，贬值背后是资金流向当下利率更
高的美元。货币是交易媒介，币值稳定对商业、贸易和民生至关
重要。特别在全球化促使各国相互依存背景下，货币短时间内大
幅贬值给各国带来严重负面冲击。

在日本，日元大幅贬值带来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进口
成本上升的背景下消费不断承压。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
经济分析师熊野英生表示，如此贬值不会对出口企业有益，反而
会导致好不容易稳定的食品价格、汽油等能源价格再次上涨。

在韩国，由于食品和能源严重依赖进口，韩元贬值导致通胀
走高。今年3月，韩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1%，超
出市场预期和韩国央行目标区间。韩国民众生活压力明显加重。
另外，韩元贬值还会引发资本外流、扰乱金融市场。

在印尼和越南等国，由于经常账户赤字、通胀率和外债水平
较高，本币大幅贬值让偿还巨额外债及利息变得更为困难，对经
济稳定构成更大风险。

强势美元“收割全球”

绝大多数分析师在谈及亚洲多国货币贬值时，都会将原因归
结到“强势美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把基准利率保持在高位，
加之近年来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全球资金流向美元。

从短期走势看，4 月 16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一番表态是
不少亚洲货币大幅贬值的直接诱因。鲍威尔在当天的一场活动中
说，最新通胀数据显示，美联储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积累降息所需
的信心。换句话说，他在暗示美联储并不急于降息。

消息一出，市场哗然。去年起，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将于今
年降息。当美联储立场转变，投资者心理发生变化。衡量美元对
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飙升，连创近期新高，直接导致不少亚
洲国家货币面临“抛售潮”。

随着当前地缘局势紧张持续，美国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一
旦继续在相当长时间里把基准利率维持在当下高位，或将加剧他
国货币贬值，使资金持续流向美国，导致全球资本市场更加动荡。

不少分析人士表示，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激进多变、财政
政策“寅吃卯粮”，利用美元主导地位肆意收割全球财富、转嫁危
机，不断引发国际市场动荡。

美联储大规模降息，不仅推动通胀飙升，更通过超发美元进
口商品、投资他国等方式输出资本，收割全球财富；激进加息又
导致全球流动性快速收紧、多种货币大幅贬值，以美元计价借贷
的国家清偿债务压力骤增。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德·拉赫曼此前表示，美联储
政策导致美元大幅升值、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更高利率加剧了
新兴经济体债务风险，令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据新华社电 记者宿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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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元、韩元、
印度卢比、印尼盾等多国本币对美元
汇率大幅下跌，引发市场担忧新兴经
济体资本市场稳定。这些货币近期走
势呈现何种趋势？对相关国家经济产
生了哪些负面影响？

分析人士表示，相关货币大幅贬
值的主要原因是所谓“强势美元”，即
美联储政策导致美元大幅升值，资本
从新兴市场回流，加剧新兴经济体和
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

行人走过日本东京一处显示实时汇率的电子
屏幕。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摄

雨季下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雨季下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雨季下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

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位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交界地区，坐落在非洲第一高
峰乞力马扎罗山脚下，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

图①：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里拍摄的乞力马扎罗山。
图②：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一群羚羊在觅食。
图③：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拍摄的栗头丽椋鸟。

新华社记者 李亚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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