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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位于肯尼亚东部
沿岸的拉穆群岛，流传着这样一
个传说——郑和船队中的一艘船
遇风暴在拉穆群岛附近海域沉
没，幸存的水手游到岛上定居下
来，并与当地人通婚、繁衍生息，
岛上的一些居民因此自称是“中
国人的后裔”。刚刚，这个传说，
得到一个重要考古证据。

据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在
肯尼亚拉穆郡曼达岛7月28至30
日举行的首届“古今中国与东非
联系国际论坛”上，由中国、美国
和肯尼亚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
宣布在曼达岛发现了具有中国血
缘的 3 具人骨遗骸，其中一人可
能生活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

三具人骨分别出土自不同的

墓葬，分布于城镇不同的区域。
联合考古队的“队长”美国考

古学者查普·库辛巴在接受记者
专访时说，这是考古界首次在东
非地区发现具有中国血缘的古代
人骨遗骸。

参与发掘的中山大学社会学
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朱铁权说，
在曼达岛发现的这些人骨遗骸，
具有东亚人独有的铲形门齿，同
时经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鉴
定，均具有中国血缘！

利用碳14测年技术所得结果
显示，在3具人骨遗骸中，其中一
人生活的时间与郑和下西洋的时
代基本吻合，另外两人生活的时
代则相对稍晚。

根据中国史书记载，郑和率

船队在15世纪七下“西洋”，先后
访问了亚洲和非洲的 30 多个国
家，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麻林地
（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和慢八撒
（今肯尼亚的蒙巴萨），与拉穆岛
一水之隔的曼达岛正处于这条航
线的必经之路上。

朱铁权说，这次考古发现为
探讨郑和船队是否到过曼达岛
以及是否有船员留在该岛提供
了新证据。

联合考古队于2012年12月在
曼达岛工地进行了首次考古挖掘。
除了人骨以外，考古队还发现了古
代城市遗址，不同时期的中国陶瓷、
中国料珠、明永乐通宝钱币等。

上述消息宣布后，参加会议
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穆扎楞

多·基本嘉也非常兴奋，他在曼达
岛的一家酒店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表示，这为中国人曾到达东
非海岸提供了新的证据。

他说，在肯尼亚东海岸发现
的中国瓷器、人骨遗骸以及文献
资料表明，中国与非洲早在 600
多年前就建立了联系。

“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在肯尼
亚搞基础设施建设，肯尼亚人以
为中国现在才开始关注非洲。实
际上，中国人早就来过了。”基本
嘉说，中国人到达非洲的时间比
欧洲人早，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掠
夺、殖民非洲。“中国人来到非洲
和当地人进行贸易，而欧洲人来
到非洲对当地人实施殖民统治。”

（王小鹏 卢朵宝 高熹 陈诚 金正）

中国血缘人骨遗骸现肯尼亚小岛
碳14测定结果显示，其中一人可能生活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

据新华社新德里 7 月 30 日电
连日来，印度大吉岭地区局势持续
紧张，连续40多天的罢工和骚乱仍
无结束迹象。谋求独立建邦的廓尔
喀人示威者接连两天与警察发生暴
力冲突，造成至少6名警察和数名
示威者受伤。

廓尔喀人示威者29日在距大
吉岭 15公里的苏克纳集会时遭到
警察阻挠，双方发生暴力冲突。警
方指责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焚
烧警车，示威者则称警察向他们开
枪射击，造成至少4名示威者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大吉岭地区位于西孟加拉邦喜
马拉雅山麓，是著名的大吉岭红茶
产地，也是旅游胜地。6月中旬，讲
尼泊尔语的廓尔喀人对政府在公立
学校强制推行孟加拉语教学不满，
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独立建邦，
从而引发骚乱。

印度大吉岭
骚乱局势不减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美
国哈佛大学科研人员从俗称“鼻涕
虫”的蛞蝓分泌的黏液中获得灵感，
设计出一种强力、无毒的医用“胶
水”，它在湿润环境中也能与生物组
织紧密结合，还可经受频繁的变形
而不开裂。

哈佛大学发布的新闻公报说，
这种新型黏合剂既具备超强黏性，
又能有效转移和消散应力，因此非
常强韧，此前还没有兼具这两个特
点的产品。该黏合剂可用于人体内
部的止血和伤口黏合，还能把医疗
器械固定在体内器官或组织上。

蛞蝓是一类软体动物，俗称“鼻
涕虫”，其身体会分泌大量黏液，这
些液体具有很强的黏性，使蛞蝓能
牢固地附着在粗糙不平的表面上，
避免被捕食者轻易抓走。研究人员
仿照蛞蝓黏液的成分，设计出了这
种新型黏合剂。

研究人员用这种黏合剂修补猪
的心脏损伤，发现它经受数万次心
脏收缩与舒张后仍保持稳定。

做手术无须缝线
可黏合内脏伤口的
医用“胶水”问世

新华社马尼拉7月30日电 菲
律宾警方 30 日在南部棉兰老岛
一地开展扫毒突袭行动，其间发
生枪战，造成包括当地一名市长
在内的12人死亡。

警方说，当地时间30日 2时
30分左右，一些警员奉命前往西
米萨米斯省奥三棉示市进行突袭
搜查，在搜查该市市长家时遭武
装抵抗，警察遂开枪还击。

据警方披露，共有 12人在交
火中丧生，其中包括奥三棉示市
市长夫妇。除查获一些毒品外，
警方还从各处搜查地点缴获大量
武器弹药，包括手榴弹和火箭弹
发射器等。

据当地媒体报道，总统杜特
尔特早前曾点名道姓说这名市长
涉嫌毒品走私。警方一直在对其
实行布控监视。

杜特尔特 24 日在国会发表
年度国情咨文时表示，毒品是社
会公害，是引发菲律宾各种刑事

犯罪和造成家庭不幸的根源，同
时破坏社会结构，妨碍外国投资，
戕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菲律宾

政府将“坚持不懈、不遗余力地将
反毒斗争进行下去”。

据菲警方统计，自去年杜特

尔特就任总统以来，警方在超过
6.2万次扫毒行动中击毙3151名涉
毒人员，逮捕8.4万名涉毒人员。

菲律宾在棉兰老岛开展扫毒突袭行动

“贩毒市长”在与警方交火中身亡

光阴荏苒，杜特尔特登上总
统宝座已一年有余。最新民调显
示，杜特尔特在菲国内的支持率
高达82%，而特朗普的民意支持
率仅有36%，二者对比悬殊。

就在一年前，以反精英形象
竞选成功的杜特尔特被人们称作

“菲版特朗普”，这个绰号如今看
来不够恰当。

从“菲版特朗普”到
高民望总统

杜特尔特当选时已经71岁，
是菲律宾历任总统当选时年龄最

大的，但他却拥有异乎寻常的充
沛精力。

菲律宾新闻部长安达纳尔说，
杜特尔特过去一年共参加了1355
场活动和会议，平均每天4场。

这组数字能说明杜特尔特政
府一年来的成绩：

2016 年，菲律宾 GDP 增速达
6.8%，居东盟十国之首。

一年来，菲律宾警方在超过
6.2万次扫毒行动中共打死3151名
涉毒人员，逮捕 8.4 万名涉毒人
员，另有130万名涉毒人员自首。

过去一年，外国允诺菲律宾
的投资、援助和贸易额价值 350

亿美元。
“在菲律宾，真的就是以眼还

眼，以牙还牙。杀人者必须偿
命。只有这样才能扯平。”杜特尔
特说。菲律宾一名外企白领曾经
这样告诉记者，杜特尔特让他“活
这么大第一次感受到社会改变”。

他在南海问题上“软
着陆”

在新近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
中，杜特尔特再次感谢中国对菲
律宾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他说，菲律宾已通过双边对
话和其他机制同中国培育了非常
好的关系，改善了就南海问题进
行谈判的环境。他强调与中国发
展更密切关系的决心。

杜特尔特上台后高呼菲律宾
要实行“独立外交”。这个说法显
然是针对前任阿基诺三世的片面
亲美路线。

去年 10月，杜特尔特成功访
华；今年 5月，他来华参加“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杜特尔特在中国、俄罗斯、美
国和日本等大国之间周旋，争取
不“玩砸”。尽管杜特尔特多次大
骂美国，但菲美同盟并未破裂，菲
律宾依然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

一些观察家指出，对于杜特
尔特外交政策，要听其言，更要
观其行。

他让富人和穷人都
满意

律师出身的杜特尔特向来我
行我素，但绝非有勇无谋。他在被
称为“谋杀之都”的达沃当市长时，
不仅铁腕打击毒品犯罪，还起用技
术官僚，使达沃在回归安全稳定的
同时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就任总统后的杜特尔特延续
了“让毒贩和罪犯下地狱”的强硬
做法，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也展
现出精明的一面。

让富人和穷人都满意，是杜
特尔特拥有超高人气的原因。

对于穷人来说，目前最重要的
是过太平日子。菲律宾犯罪率较
高，社会不稳定，甚至首都马尼拉
的市民在夜间出门都可能会遭遇
抢劫。杜特尔特的铁腕治理政策
迎合了穷人需要安全感的心理。

对于菲律宾的富人而言，不
干涉他们做生意的政府就是好政
府。杜特尔特采取的方式是主攻
政治和社会难题，远离经济话题，
把制定经济政策的任务留给其精
心选拔的专业团队。

（据新华社马尼拉7月30日电）

高民望总统竟然“情愿余生在监狱中度过”

本报讯 赞比亚国家广播公司7
月30日报道称，3名中国人及2名
当地人因被发现涉嫌偷运犀牛角，
在连接赞比亚到莫桑比克的边防哨
所被抓获。

报道称，该国国家公园、野生动
物及税务机关部门合作，逮捕了3
名中国人及2名赞比亚人。5人被
发现非法携带 25 块犀牛角，共重
32.2公斤。

赞比亚旅游与艺术公共关系部
官员Sakabilo Kalembwe在一份声
明中证实了此事。Kalembwe 表
示，犯罪嫌疑人在连接赞比亚到莫
桑比克的 Chanida 边防哨所被抓
获。嫌犯很快就会出庭。

报道还称，此前，南非警方在约
翰内斯堡国际机场逮捕一名中国女
子，她的行李中被发现11块来自赞
比亚的犀牛角。这名女子据称是从
某国际机场前往香港、在途经约翰
内斯堡时被逮捕的，并出现在南非
的法庭。 （环球）

赞比亚边防哨所
拘捕3名中国人
指其涉嫌偷运犀牛角

在棉兰老岛
开展扫毒突袭行
动的菲律宾士兵。

（资料图）

“不论需要多长时
间，打击毒品的斗争都将
继续下去，因为毒品是诸
多恶行和苦难的根源”。

“不要试图用坐牢
或者国际法院来恐吓
我。我情愿余生在监狱
中度过”。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
特7月24日在国会发表
年度国情咨文时，阵阵掌
声又让他火了一把。

新华社发（鲁埃勒·
乌马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