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频打“新疆牌”
令本土企业叫苦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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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为“只
有一个地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在 2022 年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
发表声明，呼吁人类携手合作，共同
保护地球家园。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
范围内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日
益严重， 环境保护逐渐成为国际社
会关注的重要问题。

1972 年 6 月，联合国在瑞典首
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一次人类环
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及
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 全体代
表建议将大会开幕日———6 月 5 日
定为世界环境日。 同年 10 月，第 27
届联合国大会根据斯德哥尔摩会议
的建议， 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将 6月 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从
1974 年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每年
都为世界环境日确立一个主题，并
展开相关的宣传活动。

2022 年是首届联合国人类环
境会议举办 50 周年。联合国大会决
定在今年世界环境日之际， 再次在
瑞典举办一次国际环境会议， 以纪
念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并庆
祝全球环保行动兴起 50 年。 2022

年 6 月 2 日至 3 日，“斯德哥尔摩+50”国际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
举行，会议呼吁各方为健康的地球和共同繁荣采取紧急行动。

古特雷斯在今年世界环境日声明中指出，目前全球 30 多亿人
受到生态系统退化影响， 污染每年致使约 900 万人过早死亡，100
多万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风险。日前举行的“斯德哥尔摩+50”国际
环境会议重申， 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所有 17 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有赖于一个健康的地球。政府、企业和个人均应
采取行动，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古特雷斯表示，今明两年，国际社会将有更多机会展示多边主
义在解决环境危机方面所能发挥的力量， 包括达成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解决塑料污染问题的决议等。走向未来的唯一途径是与自
然合作，而非与之对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需要大家携手保护。

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

国际奥委会称赞北京冬奥会
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

（记者 姬烨） 在 6 月 5 日世界
环境日来临之际， 国际奥委会
发文称赞北京冬奥会在低碳环
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努
力与尝试。

国际奥委会表示，据统计，
从 1896 年雅典奥运会到 2018
年平昌冬奥会 ，85%的永久奥
运场馆都继续投入使用。 奥运
场馆成为举办地居民的体育锻
炼场所，也创造许多就业岗位，
带动城市和区域发展， 提升居
民生活水平。 除此之外，奥运场
馆也成为举办地展现低碳环保
新理念、新技术的平台。

国际奥委会列举了往届奥
运会、冬奥会在低碳环保和可持

续发展方面的措施，其中提及北
京冬奥会。文章认为，作为“双奥
场馆”，国家游泳中心（又称“冰
立方”） 的建筑外表使用的气泡
可以充分留住太阳能，让充足的
日光照进场馆， 进而降低能耗。
而这座场馆的创新科技还包括
能源回收和水循环系统。设计师
表示，这是世界上抗震能力最强
的建筑之一。

国际奥委会还表示， 在北
京冬奥会上， 二氧化碳制冷系
统首次在中国和冬奥会上使
用， 四座冰上场馆采用了该技
术， 大幅降低碳排放和能源消
耗。 与传统制冷系统相比，使用
这一新技术可以每年减少相当
于 3900 辆汽车的碳排放量。

全球塑料制品产量

40年内要涨近两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6

月 3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到
2060 年，全球塑料制品年产量
将达到 12 亿吨 ， 接近目前的
三倍 ； 如果不提高循环利用
率，届时塑料垃圾数量也要增
加近两倍。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 ，2019
年全球塑料制品用量为大约
4.6亿吨，相比 20年前翻番。 塑
料垃圾数量也几乎翻番， 超过
3.5 亿吨，其中不到 10%得到回
收利用。

根据报告，上世纪 50 年代
以来，人类生产了大约 83 亿吨
塑料制品，其中 60%被填埋、焚
烧或直接倒入江河湖海。

塑料垃圾的数量之多、分布
范围之广、 影响之大令人警惕。
研究显示，在深海鱼体内、在北
极海底都发现了塑料颗粒。据估
算，塑料垃圾每年导致超过 100

万只海鸟和 10万多头海洋哺乳
动物死亡。

报告预测，按目前趋势，到
2060 年，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
塑料制品用量将翻番； 在其他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这一
数量将增至 3到 5倍；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将增至 6倍多。

按报告说法， 受经济发展
和人口增长影响， 全球塑料制
品产量增加不可避免， 但有效
的回收政策能够显著减少塑料
垃圾的数量。

报告指出 ，塑料垃圾回收
利用还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 。 目前 ，每年与塑料制品
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
亿吨左右 ，占人类排放温室气
体的大约 3%。经合组织警告，
如果不设定相关限制目标 ，这
一数量到 2060 年 将 翻 番 。
刘秀玲 （据新华社专特稿）

■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近年来，美方罔顾事实，炮制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的世纪谎言，以所谓“强迫劳动”问题为借口制裁打压相关企
业。 美方频打“新疆牌”，全然不顾全球产业链的紧密联系，
无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令受制裁波及的众多美国本土企业
叫苦不迭。

上届美国政府大肆炮制所谓新疆 “强迫劳动” 谎言。
2020 年 6 月，特朗普政府将所谓“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案”签署成法，随后出台制裁措施。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多次发布“暂扣令”，在海关扣留新疆地区企业所产光伏、棉
花、纺织服装和电子产品等。

本届美国政府继续扩大制裁范围，并在 2021 年底批准
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成为法律。 该法定于今年 6

月 21 日正式生效，将新疆生产的全部产品均推定为所谓“强
迫劳动”产品，并禁止进口与新疆相关的产品。

美方频打“新疆牌”的负面影响已波及美国诸多行业。美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网站显示，今年 2 月以来，在美上市的 16
家公司就涉疆法案可能会对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发布风险
提示，这些公司涉及零售、汽车、新能源和医疗器械等行业。

其中，太阳能产业所受冲击尤为严重。 美 FTC 太阳能公
司首席执行官肖恩·洪克勒表示，“暂扣令” 显著抑制了光伏
组件的进口，导致相关企业限制甚至停止生产、暂停发货，致
使美国光伏产业近期发展受限。

据挪威吕斯塔德能源公司分析， 原本预计美国在 2022
年将新增太阳能发电能力 27 吉瓦（1 吉瓦为 10 亿瓦），但由
于受到美商务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边境管理部门扣留货
物、太阳能组件成本升高等影响，今年美国实际新增太阳能

发电能力可能仅为 10 吉瓦。
新疆地区是全球棉花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美国政府的一

纸禁令令本土纺织行业面临巨大风险。美零售商迪拉德有限
公司表示，美政府的“暂扣令”将影响到包括该企业含棉产品
在内的全球供应链。全面阻止从新疆进口商品的立法可能会
导致商品成本攀升，并对企业盈利造成冲击。

美电动汽车制造企业卢西德集团也多次警告说，涉疆法
案可能进一步限制电子配件、矿物提取物、织物和可再生能
源产品的进口，将对公司的产业链、成本控制和运营带来实
质性的负面影响。

美国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杰弗里·凯斯勒日
前表示，涉疆法案涵盖范围广泛，将对美国企业从中国的进
口业务造成严重干扰。

（新华社纽约电）

近年来，美方罔顾事实，炮制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世纪谎言———

青少年如何科学用眼 多国专家来支招

■ 新华社记者 张晓茹 乔继红 黄堃

6 月 6 日是全国“爱眼日”。 近年来，全球青少年近视率
居高不下。 新冠疫情以来，由于户外活动时间减少和利用电
子设备在线上课时间增多，青少年近视率进一步上升。 为了
帮助青少年预防近视和健康成长，多国眼科专家提出科学用
眼建议。

科学用眼第一招：保证正确姿势。 日本眼科医师协会推
荐，预防近视需要注意读书写字时的正确姿势，身体坐正，保
证眼睛和书本的距离在 30 厘米左右。 《韩国时报》援引韩国
金氏眼科医院医生金应洙的话说，远程授课方式下，学生应
了解如何正确使用电子设备，如距离屏幕至少 50 厘米等。

科学用眼第二招：避免眼睛疲劳。 日本眼科医师协会建
议， 为防止眼睛疲劳， 用眼 1 个小时需要休息 5 分钟到 10
分钟， 玩电子游戏等尽量不要持续 40 分钟以上。 俄罗斯
Eyecraft 眼科工作室眼科医师玛丽亚·莱维娜建议：“4 岁
以下儿童根本不应该接触电子产品；8 岁以下儿童每天接触
电子产品的时间不应超过 15 分钟至 20 分钟；12 岁以上儿
童每天不应超过 2 小时。 ”

巴拿马眼科学会前主席费利克斯·迪亚斯则提到 “20-
20-20”口诀，即在使用电子设备时，每 20 分钟停止看屏幕
20 秒，并远望 20 英尺（约 6 米）外的地方休息眼睛。

科学用眼第三招：增加户外活动。 德国图宾根大学眼科
研究所专家弗兰克·舍费尔说， 预防近视最好的措施是花足
够的时间在室外，如每天在户外活动两小时。 近视通常出现
在 8 岁至 15 岁之间，但眼睛的发育直到 16 岁到 18 岁左右
才结束，至少在此之前，充足的日光可以抑制近视发展。 韩国
江南明亮世界眼科医生朴俞景也建议， 保证每天的户外活
动，多晒太阳，促进合成维生素 D，从而预防近视。

科学用眼第四招：定期视力检查。 朴俞景建议，每半年做
一次视力检查。 巴拿马马丁内斯·加西亚眼科诊所眼科医生
克里斯蒂娜·加西亚建议定期视力检查， 间隔控制在 6 个月
至 1 年之间。古巴眼科研究所医生劳尔·佩雷斯也说，孩子睡
前 1 到 2 小时内应避免使用电子屏幕，有条件的情况下每年
进行眼科检查。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一所学校的校长介绍，该校和一家眼
科诊所建立了联盟，每年对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展开一次眼
科检查。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端午“圈粉”世界
在世界各地，包括端午节在内的中国传统节日颇受当地

民众喜爱。 美味的节庆食品、热闹的庆祝活动，不仅是对华
侨华人乡愁的慰藉， 更成为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了解中国
文化的窗口。

图为西澳大利亚州鲨鱼湾的海草草甸。 澳大利
亚弗林德斯大学 6 月 1 日发布公报说， 该校研究人
员参与的团队发现澳大利亚一个海湾中绵延约 180
公里的海草草甸其实是一株单一的植物， 研究人员
认为这是地球上已知最大的植物。

新华社发

澳发现地球上已知最大植物

题图：2022年 2月 3日，一名女子在法国塞尔舍瓦利耶望向远
处的阿尔卑斯山脉（资料照片）。欧洲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
化影响，近 40 年来，阿尔卑斯山脉山顶白雪皑皑的景象逐渐减少，
越来越多的植被出现在原来的“不毛之地”。 新华社发

美军基地附近饮用水毒物超标
据新华社微特稿（陈丹）美国国防部新发布的数

据显示， 多座美军基地附近饮用水中全氟和多氟烷
基物质(PFAS)含量超标。

《国会山》日报 5 月 31 日报道，华盛顿州、宾夕
法尼亚州、 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多座军事基地附
近饮用水检测结果显示，PFAS 含量远高于美国环境
保护局所设健康安全标准。

PFAS 是数以千计化学物质的总称，其中一些化
学物质关联肾癌 、 睾丸癌和肝损伤等健康问题 。
PFAS 被用于军用消防泡沫等产品，因而可能在军事
基地附近出现并污染周边水资源。 它会在人体和环
境中积累，且无法分解，获称“永久性化学物”。

“这些浓度水平极高，”美国非营利机构“环境工
作小组” 政策分析师贾里德·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由于五角大楼不采取行动，服役人员和居住在军事
设施周边的人沦为受害者已经太久了。 ”

日本今年1万多种食品要涨价
据新华社微特稿（刘江）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 6

月 1 日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 受原材料成本上升和
日元大幅贬值影响， 日本今年将有超过 1 万种食品
涨价，平均涨幅为 13%。

根据这项调查， 今年以来已有 105 家主要食品
生产商涨价，涉及商品种类多达 6285 种，另有 4504
种商品将在 7 月以后涨价。

受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小麦、原油
等一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帝国数据库公司说，日本企
业以往会通过缩小包装、减少分量的方式，在维持商品
原价的基础上平衡成本上涨影响，但这一次原材料成
本上涨幅度已经超出企业自我调整所能承受的范围。

调查显示， 在所有涨价商品中， 加工类食品占
40%，平均涨价 14%；酒水类商品将迎来最大涨幅，
平均涨价 15%；甜品平均涨价 12%；调味品 11%；面
包 9%。

印“低价扫货”3400万桶俄石油
据新华社专特稿（卜晓明）路孚特-艾康公司数

据显示，今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升级以
来，印度已接收 3400 万桶“打折”俄罗斯石油。 作为
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三大石油进口国， 印度
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量自 2 月以来一直增加。

数据显示，印度 5 月已接收超过 2400 万桶俄罗
斯石油， 大幅超过 3 月大约 300 万桶和 4 月 720 万
桶的接收规模。 路孚特-艾康公司预计，印度 6 月将
接收大约 2800 万桶俄罗斯石油。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 印度没有加入西方对俄罗
斯制裁，而是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引发西方国家批
评。 印方回应，进口俄石油仅能满足一小部分需求，
中断购买则将推升民生成本， 印度将继续购买 “便
宜”俄石油。

茛 6 月 3 日，在埃及首都开罗，龙舟
爱好者在尼罗河上体验划龙舟比赛。
当日， 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和埃及龙舟
文化体验基地举办划龙舟体验活动。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 摄

·大世窗·

·多棱镜·

·科普·

·图话世界·

▲ 6 月 3 日，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
埃克尔·费伦茨小学，学生领取端午节
礼物。当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与
该小学共同举办 “一起过端午———中

国文化体验日”活动。 新华社发

茛 6 月 3 日，在老挝首都万象的老挝国立大学礼堂，学生在“端午诗会”
上表演舞蹈。 新华社发（凯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