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14日/星期三/ 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 卫轶 / 美编 刘栩 / 校对 何绮云 A9·国际今日

世界许多地方为啥这么乱？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个重要
原因是美国的干涉主义。作为世
界头号强国，干涉他国事务成瘾
的美国给这个世界平添了许多战
争、动乱和痛苦。

美国是动用武力、对外侵略
的“瘾君子”。美国一直自诩为

“山巅之城”，自认为肩负“天赋使
命”，动不动就打着“人道主义干
涉”的旗号对外动武。从直接发
动战争到支持代理人战争，从煽
动 他 国 国 内 叛 乱 到 提 供 武 器 弹
药、培训反政府武装等间接方式，
美国频频对许多国家进行武力干
涉。中国人权研究会近日发表的

《美国对外侵略战争造成严重人
道主义灾难》一文指出，自独立以
来，美国在 240 多年的历史中，没
有参与战争的时间不足 20 年。据
不完全统计，从二战结束到 2001
年，世界上发生了248场武装冲突，
其中美国发起的就有201场。这些
战争不仅夺去了大批军人的生命，
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平民伤亡、社
会动荡与财产损失，导致惊人的人
道主义灾难。远的不说，仅新世纪
以来美国介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
克战争和叙利亚内战就导致难民
数量总计达2700万人左右。

美国是干涉别国内政、颠覆
别国政权的“专业户”。二战以
后，美国为巩固全球霸权，想方设
法改造、颠覆那些不符合自己利益
或所谓“意识形态敌对国家”的政
权。除了军事入侵“硬手段”之外，
经济制裁、文化渗透、煽动骚乱、操
控选举也是其“拿手好戏”。在亚
非地区遥控“阿拉伯之春”，在欧亚
国家导演“颜色革命”，在拉美地区
推行“新门罗主义”，在世界各地搞

“和平演变”……美国以“民主”之
名行干涉之实，打着“人权”旗号制
造人权灾难。根据美国学者林赛·
奥罗克著作《隐蔽政权变化：美国
的秘密冷战》，1947 年至 1989 年间
美国共实施了 64 次颠覆他国政权
的行动。美国《外交》杂志网站
2020 年 6 月刊发题为《当中情局干
涉外国选举——美国现代秘密行
动始末》的文章指出，中情局秘密
操纵意大利 1948 年大选成为其随

后在“许许多多国家”开展行动的
“模板”。从智利到圭亚那再到萨
尔瓦多，中情局盯上全球各地的选
举。其中有的行动直接操纵选票，
有的操纵舆论，全都旨在对选举结
果施加影响。

美国的干涉主义大棒连自己
盟友都不放过。十九世纪 90 年代
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老大之后，美
国为保住霸主地位，对英国进行
各种干涉打压，包括削弱其英镑
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英国前首
相丘吉尔曾说，大英帝国的崩溃，
美国是最大的幕后黑手。此后，
美国对经济上紧随其后的日本、
德国也都进行过无情的打压，“广
场协议”和打压欧元都是明证。
为维护其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优
势，美国通过“长臂管辖”之类非
法手段，围猎、围堵高科技领域的
竞争对手，日本东芝、法国阿尔斯
通、瑞典爱立信和德国西门子等
跨国企业对其手法深有“领教”。

事实告诫世人，只要美国不彻
底放弃干涉主义，世界将永无宁
日。美国奉行干涉主义的终极目
的是妄想永远称霸世界。为维持
世界霸主地位，不管是针对敌对国
家，还是盟国，只要威胁到它的世
界老大地位，美国就会毫不留情地
动用各种手段对相关国家进行各
种干涉，直到把对方完全打服为
止。美国的所作所为，从本质上来
说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是对国际
法和国际秩序的严重践踏。

天下苦美久矣！美国肆意干
涉别国内政的霸权行径，让世界
深受其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的强权政治，为国际社会所深恶
痛绝。一个国家走何种道路，都
是基于其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
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当今
世界，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是大势
所趋，早已不再是谁的胳膊粗、谁
的 拳 头 大 ，谁 就 说 了 算 的 旧 世
界 。 世 界 格 局 已 经 发 生 重 大 改
变，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动辄干
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美方任
性地将其霸权意志凌驾于他国主
权和国际法之上，只会越来越自
绝于世界，沦为逆时代潮流的孤
家寡人。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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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侵犯人权五宗罪之三：

宁负天下的动乱输出国
干涉成瘾，世无宁日

——揭批美国五大“原罪”系列评论之二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最近一
段讲话在网上引发热议。她称
自己参加过美国的许多外交政
策会议，“过去很多年，几代人都
在为石油而战”。这句话暴露出
美国频繁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

数十年来，美国打着“民
主”“人权”旗号，不断在全球各
地发动战争、输出动乱、干涉内
政，其“唯我独尊、宁负天下”的
霸权主义政策在许多国家制造
了无数人间悲剧。

据不完全统计，从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
上 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
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的就有
201 场。2001 年以来，美国在
全球约 80个国家以“反恐”之
名发动的战争、开展的军事行
动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其
中平民约33万人。

越战留下的“战争遗产”
20 世纪 50年代至 70年

代的越南战争，是二战后最
为残酷的一场战争。据越南
政府估计，约有110万名北越
士兵和 30 万名南越士兵丧
生，多达200万名平民在战争
中死亡，其中有些是被美军
以“打击越共”的名义有计划
屠杀的。

硝烟散去，死亡阴影依
旧笼罩着越南民众的生活。

当年为使越南游击队无法藏
身，美国在越南大面积使用

“橙剂”等落叶剂，造成40万
越南人死亡，约 200 万越南
人罹患癌症或其他疾病。此
外，炸弹和地雷也成为可怕
的“战争遗产”。据估计，越
南至少还遗留着 35 万吨可
爆炸的炸弹与地雷，按目前
的速度，需要 300 年才能将
它们清除干净。

海湾战争的贫铀弹之殇
1991 年 ，海 湾 战 争 爆

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出 兵 伊 拉 克 ，2500 名 至
3500 名伊拉克平民在空袭
中死亡。战后，又有约 11.1
万名平民因基础设施被破
坏和缺医少粮而丧生。

在海湾战争中，美军首
次使用了国际法禁用的贫铀
弹，给当地民众留下长达数
十年的健康威胁。据报道，
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共使用

94万枚贫铀弹，这些弹药和
其他军事相关污染物造成伊
拉克大部分地区先天性出生
缺陷和癌症等疾病数量激
增。伊拉克政府统计数据显
示，在海湾战争爆发前，该国
平均每 10万人中有 40人患
癌。到1995年，这一数字增
长到 800 人；而到 2005 年，
这 一 数 字 达 到 至 少 1600
人。去年的估算显示，这一
增长趋势还在继续。

2001 年，美国出兵阿富
汗，在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
班的同时，也造成大量平民伤
亡。一般认为，自美军 2001
年10月7日进入阿富汗以来，
当地已有 3万多名平民被美
军打死、炸死或因美军带来的
战乱而死亡，受伤人数超过6
万，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

如今，阿富汗战争已持
续近 20 年，成为美国历史

上最旷日持 久的 战争 ，美
国为此耗资近 1 万亿美元。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表
示，很难在上届政府承诺的
5 月 1 日最后期限前从阿全
部撤军。而阿政府与塔利班
的和平谈判因分歧巨大始终
进展缓慢，已持续一代人时
间的战乱动荡依旧看不到终
结的希望。美国对此无疑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
放松对平民伤亡的追责

2017 年以来，美国以
“阻止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
武器”为由，对叙发动空袭，
造成严重平民伤亡。2016
年至 2019 年，叙利亚有记
载 死 于 战 乱 的 平 民 达
33584 人。其中，美国领导
的联军轰炸直接致死 3833
人，有半数是妇女和儿童。

对于美军行动造成的平
民伤亡，美国并没有严肃追
责。据《纽约时报》网站
2017年6月19日报道，美国

政府“全面授权”在伊拉克和
叙利亚的美军自主决定如何
使用武力，却放松对平民伤
亡的监督、调查和问责，导致
平民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危机、战乱、动荡，伤
亡、饥荒、逃亡……美国用
霸权之手制造了一个个血
肉横飞的战场，毁灭了一个
个曾经美好的家园，成为危
害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头号

“麻烦制造者”。
（据新华社）

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
2003年 3月20日，美国

海军发射的巡航导弹击中伊拉
克首都巴格达的一些重要目
标，伊拉克战争由此拉开帷幕。

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
授权，对国际社会强烈的反
战呼声置若罔闻，美国及其
西方盟友就这样一意孤行，
以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
克。这场战争导致的平民
死亡人数据估计为 20 万至

25万人，其中美军直接致死
超过 1.6 万人。约 250 万人
沦为难民。

2011年，在美国宣布从
伊拉克撤军后，孕育过两河
文明的故地已千疮百孔。
伊拉克战争打破了冷战后
中东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
平衡，使该地区民生凋敝、
乱象丛生。而美方所谓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今
不见踪迹。

阿富汗喀布尔，在战争和爆炸袭击中失去亲人的人们生活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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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衡之民生探微

Z字形斑马线
是必要的“以慢打快”

□戴先任“允许租房者在公共户口落户”传递积极信号

你会在朋友圈屏蔽父母吗？光明
日报微博就这一话题进行了一个小
调查，截至4月5日，有26.8万人阅读
了这一话题，1563人参与了调查。调
查结果显示，63%的人会在朋友圈屏
蔽父母，20%的回帖表示，会屏蔽老师
和单位领导。（4月13日光明日报）

父母、老师和领导是朋友吗？如
果不是，那么朋友圈将他们屏蔽掉，
似乎也说得过去。2018年腾讯公布
的《朋友圈年度亲情白皮书》也显示，
有52%的子女曾经屏蔽了父母查看自
己的朋友圈或者没有加过父母好友。

微信之所以设计了屏蔽这一功
能 ，正 是 看 到 了 强 烈 的 现 实 需 求
——很多年轻人不愿有些群体看到
自己的朋友圈内容。其中最主要
的，就是父母、老师和领导。他们

都是长辈，与年轻人的志趣、爱好和
习惯迥然不同，却都有干预自身工
作和生活的可能。于是，干脆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在发送部分信息时
将特定群组屏蔽掉。

就像网友所言，不小心弄伤了
手，发个朋友圈，目的不过是自嘲一
下。可父母看到了，可能会立刻打
来电话关切问询：“怎么那么不小
心？严不严重？用不用去医院包扎
一下？什么时候能长大？……”与
其时刻担心哪条内容招来唠叨，不
如干脆屏蔽省事。当爱成了负担，
逃离就在所难免。

而作为被屏蔽的一方，与其埋
怨对方屏蔽自己，不如反思一下，究
竟是自己太脆弱和敏感，还是日常
交往缺乏分寸感和界限感。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近 日 印 发
《2021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
展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各类城市
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需求，合理确定落户条
件，推动进城就业生活5年以上和举
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
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
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城的人口等重点
人群便捷落户。城市落户政策要对
租购房者同等对待，允许租房常住
人口在公共户口落户。

今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
展重点任务中，有序放开放宽城市
落户限制仍然是重中之重，明确“允

许租房常住人口在公共户口落户”，
更是引起舆论高度关注。

“允许租房常住人口在公共户
口落户”不是今年首次提出，在国家
发改委印发的《2019 年新型城镇化
建设重点任务》中，在部署加快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积极推动已在城
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时，就
提出“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
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国家发改委
印发的《2020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
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未提及这
一问题，但提出了“促进农业转移人
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便捷落户”

“大幅提高落户便利性”。今年发改
委再次提出允许租房常住人口在公
共户口落户，并强调城市落户政策
要对租购房者同等对待，从一个侧

面显示了加快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
制的决心和力度。

强调城市落户政策要对租购房
者同等对待，允许租房常住人口在
公共户口落户，旨在扭转此前一些
城市落户政策“重购房轻租房”的偏
向，进一步落实“房住不炒”政策措
施，助力形成城市住房交易市场和
住房租赁市场平衡发展格局。

今年发改委《重点任务》部署
“着力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时，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着墨不多，对“加快培育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则做了详细安排。后
者包括有效盘活存量住房资源，有
力有序扩大租赁住房供给，完善长
租房政策，合理调控租金水平；扩大
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单列租赁住

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
建设租赁住房，支持将非住宅房屋
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等。由此可
见，扭转城市落户政策“重购房轻租
房”偏向，对租房者和购房者同等对
待，将得到相关配套政策的有力支
持，成为完善城市户籍制度、放开放
宽城市落户限制的大势所趋。

“允许租房常住人口在公共户
口落户”传递的积极信号不止于
此，因为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
制，本身也说明城市管理者和居民
对城市户口有了更为开放的认识。
国家发改委 2020 年和 2021 年《重点
任务》中，都明确提出，推动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覆盖未落户常住人口，
要求在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方

面，城镇户籍居民和未落户居民应
逐渐实现一体化、均等化。从长远
看，城市实行户籍制度将主要是为
了完善城市治理和促进城市发展，
而不会体现为户籍居民和未落户居
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市民待遇存
在差别。

从城市落户政策“重购房轻租
房”甚至完全排斥租房人群，到明确
要求对租购房者同等对待，允许租
房常住人口在公共户口落户，从城
镇基本公共服务主要覆盖户籍人
口，到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
未落户常住人口，我国户籍制度改
革和落户政策释放的每一个信号，
都标注了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
展的积极进步。
（作者是北京知名时事评论员）

【热点快评】

交法修订严惩“代扣分”
疏堵结合达致长治久安

近日，由公安部起草的道路
交通安全法 (修订建议稿)公开征
求意见。此次修订建议稿中,明
确了对“代扣分”行为的惩处。
新增加的规定从“代扣分”的组
织者到参与者，再到实际违法
者,均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可谓
进行了全链条打击。此外，此次
修订建议稿还增加了对“分心驾
驶”行为的处罚。有常年关注驾
驶“低头族”问题的法律人士表
示，“情况比较严重的，可以考虑
入刑”。（4 月 13 日法制日报）

法律修订迭代，对于确保自
身生命力、适用性是不可或缺
的。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颁行
于 2004 年，其立法所参照和试
图回应的“社会现实”，比上述
颁行的时间还要早不少。时至
今日，随着道路系统、出行方
式、汽车文化以及交通场景的
深度变革，交法的“历史局限
性”已有所显现。当不少新现
象、新问题，无法从交法中找到

对应的法条，那么难免会束缚
执法部门的手脚，“依法捍卫秩
序”也就无从谈起。交法系统
性大修订，是化解尴尬的根本。

据悉，此次交法修订，共计
调整 124 条，涉及修改 84 条、新
增 39条、删除 1条，应该说动作
不 小 。 其 中 ，最 引 人关注的，
无疑是关于“代扣分”的一揽子
新规。毋庸讳言的是，拿他人
驾照“消分”的情况，在当下并
不鲜见，甚至由此衍生出了一
个庞大的灰色产业链，很多黄
牛中介附着其上，钻空子、走偏
门，赚得盆满钵满。这一地下
利益集团的存在，严重影响了
法律效力，使得“驾照周期扣分
制”形同虚设，这对于交通安全
已然构成了不少威胁。

当驾照扣分时，花钱就可找
人代扣，驾驶人约等于有了“无
限分数”，开起车来难免无所顾
忌。由于代扣分泛滥，“有限扣
分”制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实际执
行，不少交通安全条款，也就失
去了实际的约束力。不怕扣分、

没有忌惮，行车自我放飞、漫不
经心，这往往会埋下事故的隐
患。及时填补法律漏洞，实现对
驾照分数买卖全链条的精准打
击，这是重构交法权威，挽救其
实际影响力、引导力至关重要的
一环。

当然，也应该承认的是，随
着道路密度、路况复杂性的增
加，以及“电子执法”的普及，很
多司机往往“稍不留意就被扣
分”，“12 分不够扣”者大有人
在。对于这一现状，交法修订，
也给出了有针对性的周到安排，
比如说，对部分违法行为初犯、
偶犯的，仅仅给予警告处罚……
一方面严打“代扣分”，严格捍卫

“周期计分”的硬约束，另一方面
则慎用“扣分”等较重处罚，这是
一体两面的、相辅相成的。

把“代扣分”纳入严惩范围，
同时“对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更轻
的处罚”，再辅之以“学法减分”
等新手段。疏堵结合，有序衔接
过渡、达致长治久安，是可以期
许的。

□然玉

近日，江苏常州、浙江杭
州等地启用了一种“Z”字形斑
马线。这种斑马线通过设置
隔离设施，使得行人在斑马线
上 的 行 进 轨 迹 由 直 线 变 成

“Z”字形，可强制行人观察路
面车况，也让机动车驾驶员，
有更充裕的时间提前减速让
行。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
引发热议。有人认为很安全，
值得推广；也有人觉得既然斑
马线直走更方便，为什么要让
行人多走弯路呢？(4月13日
中国之声)

“Z”字形斑马线有别于常
见的直线斑马线，近日，一些
地方启用“Z”字形斑马线，这
是一种交通管理创新。虽然
不少人肯定“Z”字形斑马线的
作用，但对于“Z”字形斑马线
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如有人
提出疑问，“Z”字形斑马线增
加了过马路的时间，是否会带
来新的不便？

相比于直线斑马线，“Z”
字形斑马线需要多“绕”几步
路，确实增加了过马路的时
间，但增加的这几步路的时
间，就让司机与行人有了一个

“缓冲”与“减速”的时间，这是
“以时间换安全”。斑马线上
发生的交通事故，多是由司机
或行人“抢时间”引发，“Z”字
形斑马线需要多“绕”几步路，
这样的“慢”对冲的正是“抢时
间”的危险的“快”，是必要的

“以慢打快”。
直线斑马线，没有“Z”字

形斑马线这样好的减速观察
的机会。“Z”字形斑马线，强制
行人在马路中间拐一个弯，而
且拐弯时，行人面朝的方向正
好是来车的方向，这样，行人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正面方向
机动车的情况，利于行人观
察，也能让机动车有更充裕的
时间，观察需要横穿马路的行
人或电动车，停车让行。一些
地方推出的“Z”字形斑马线，
还在距离斑马线 50 米的区域
做了纵向减速标线，画上锯齿
形标线，提示司机减速慢行，

同时，还在斑马线前安装了能
主动发光的反光道钉。这在
夜间或视线较差的时候，能为
机动车驾驶员提供更强的视
觉感受。

斑马线是生命线，但在斑
马线上又频频发生交通事故，
致人伤亡。要保护斑马线，保
护好生命线，完善交通标线，
优化斑马线，也就很有必要。

“Z”字形斑马线有利于减
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能够对过
马路行人与通行车辆之间进
行更好更安全的“隔离”，促使
行人与司机更好遵守交通法
规。“Z”字形斑马线这样的交
通管理创新，值得各地借鉴与
推广。

启用 Z 字形斑马线在技
术上并不高深，跟德国式“自
动人行道”、日本式“红色发光
装置”一样，只是巧妙地进行
了技术层面的小小改动。不
过，恰是这些细节上的充分体
现和有效补充，能产生意想不
到的矫正和纠偏效果，让“斑
马线规则”得到更好的遵守和
执行。从试点的情况来看，

“Z”字形斑马线的设置基本达
到“绕起来、慢起来、看起来”
的效果，大幅增加了机动车安
全视角，有效避免视觉盲区，
提升安全距离，增加反应时
间，真正解决了“鬼探头”问
题，这样的治理智慧和细节值
得充分肯定。

但值得强调的是，要令行
人过马路更安全，除了在技术
上进行改进外，行人与司机遵
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行人先
要摒弃备受诟病的“中国式过
马路”，不闯红灯，司机也要能
礼让行人，这就不仅要有“Z”
字形斑马线这样的交通管理
创新，更要能加大对破坏规则
者的惩治力度，还要加强宣传
教育，鼓励与激励公众文明出
行、文明上路。通过标本兼
治，多措并举，才可能对交通
出行陋习说再见，才能更好保
护道路交通安全，保护公众生
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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