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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将与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导
人一道出席7月 11日至 12日在立陶宛
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峰
会。今年5月媒体还曾披露，北约计划
2024年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届时，东
京联络处将成为北约设在亚洲的首个
办事机构。

作为冷战时期集团对抗的产物，近
年来北约持续扩张，还把黑手伸到遥远
的亚太地区，谋求加强与一些亚太国家
的军事安全合作。分析人士指出，北约
此举暴露出其为维护美国霸权不惜破
坏亚太稳定的丑陋居心。

黑手逐步伸向亚太

冷战结束后，北约前途命运问题
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焦点。但这个军事
联盟并未寿终正寝，反而持续扩张，先
是东扩对抗俄罗斯，现在又试图涉足
亚太。

其实，早在2006年，美国就在北约
里加峰会前，主张与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建立伙伴关系。此举虽
没有得到峰会与会方认可，但舆论认为
这实际上是北约迈出了“亚太化”的进
程。这些年，日韩澳新四国被北约当作
其“全球伙伴”的一部分。尤其近年来，
北约进一步增强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并
逐渐加大力量投射。

2021年，北约制定了“北约2030年
议程”，寻求重振同盟实力，推动新的战
略转型，重点转向大国竞争，还提出要
积极介入全球事务特别是“印太事
务”。2022年，北约马德里峰会首次邀
请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参会。今年 1
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亚
洲，声称跨大西洋和印太地区安全紧密
相连。6月，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北约将在今年夏天与日本制定完成新
版合作计划，同时将与其他三国制定新
的合作计划。

不过，在向亚太扩张这一问题上，
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法国总统
马克龙已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如果

“我们推动北约扩大势力范围和地理范
围，我们将铸成大错。”法国国际问题专
家多米尼克·特兰康说，北约是由北大
西洋国家组成的，日本距离北约官方划
定的范围“太过遥远”。

一切为了维护美国霸权

北约，名义上是跨大西洋同盟，
但实际上完全由美国主导。北约染
指亚太地区的行为是服务于美国维
护全球霸权地位、推行其全球战略的
需要。

美国近年来战略重心日益聚焦亚
太地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国借
机与日本等亚太盟友加强互动，渲染亚

洲安全威胁，竭力推动北约“亚太化”。
2022年，北约出台新的战略概念文件，
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

韩国东亚研究所所长禹守根认为，
近年来北约在亚太频刷“存在感”，背后
最根本的动力就是要在中美博弈的大
背景下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及持续提
升的国际影响力。

但美国的霸权利益不等于盟友的
利益，美国将北约引入亚太的图谋也引
起不少国家警惕。特兰康指出，如果将
北约的重心从北大西洋转移到亚洲，显
然是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但欧洲和
美国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欧洲人认为中国是必须合作的伙伴，而
不是敌人。

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关系专家约
恩·马哈茂迪也认为，尽管美国一直试
图拉拢亚太地区国家，但很多国家并
不希望成为大国争斗的棋子，“北约

‘东进亚太’很难达成其所谓的结盟目
标”。

威胁亚太地区稳定

回顾北约历史不难看出，冷战结束
至今，北约的手伸向哪里，就会在哪里
制造分裂和混乱：轰炸南联盟，以“反
恐”名义发动阿富汗战争，入侵伊拉克，
空袭利比亚……都给当地人民带来了
沉重灾难。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文章说，北约
作为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的最大军事集
团，是当今世界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军
事集团化的推手，在欧洲、中东、北非、
中亚等地区的动荡中都能看到北约的
身影。

分析人士指出，北约至今仍沉迷于
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划分“我们”和

“他们”，人为地分裂世界，而若将这种
思维带入亚太地区，恐将严重威胁亚太
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禹守根说，在美国主导下，北约试
图从大西洋继续延伸到太平洋，将集团
政治和阵营对抗引入亚洲，不仅加大亚
太地区安全风险，还可能打破亚太区域
经济一体化进程，减缓甚至阻碍域内国
家的发展，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
中心主任汤之敏表示，东盟国家对于北
约插手亚洲一直保持警惕和担忧，认为
这可能给亚太地区带来军事冲突和军
备竞赛的风险，而且会迫使一些亚太国
家背离其奉行的独立原则。

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马前卒”，
日本与北约一唱一和，甘做北约介入亚
太事务的跳板。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名
誉教授羽场久美子认为，应该让更多日
本民众了解北约带来的威胁，阻止日本
政府不断强化的军事路线。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北约黑手伸向亚太暴露丑陋居心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 水利部 9
日发布汛情通报，7 月 6 日至 8 日，西
南中东部、江淮、黄淮南部、东北中
部南部及湖北东部西南部等地发生
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江苏、辽
宁、贵州等地 12 条河流发生超警以
上洪水。

12 条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的河流
分别为：江苏滁河下游六合段，辽宁
辽河支流绕阳河，贵州乌江支流西
洛河、观音河、织金河、沙窝河及赤
水河支流油沙河，江西昌江上游，内

蒙古嫩江支流阿伦河，黑龙江穆棱
河及支流大石头河、牡丹江支流沙
兰河。

此外，江苏里下河地区及通南片
共有20站水位超警，太湖周边河网区
共有16站水位超警。

汛情通报称，9日，西南东部南部、
江南北部、江淮西部、东北东南部及湖
北东部西南部等地预计将有中到大
雨，上海、安徽西南部、湖北中东部、湖
南西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中部、吉
林东南部等地局部将有暴雨。云南李

仙江、贵州乌江下游、湖南澧水上游及
沅江支流酉水、湖北巴水浠水蕲水、安
徽皖河、辽宁辽河浑河浑江等河流将
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
流可能超警。

水利部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强
化应急值守，坚持每日会商，做好监测
预警，积极部署防御工作。同时，水利
部维持对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安徽、江苏、湖北、重庆、贵州等9省区
市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目前仍有3
个工作组在一线协助指导。

水利部发布汛情通报：

1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 （记

者樊曦）记者9日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7亿人次，其
中4、5、6月份旅客发送量快速攀
升，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7.6%、
5.6%、4.8%，4 月 29 日发送旅客
1966.1万人次，创铁路单日旅客发
送量历史新高。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
绍，上半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平
稳向好，铁路客流呈现恢复性增
长态势，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
列车9311列，较2019年同期增长
11.4%。

上半年，铁路部门持续优化
区域客运产品，便利人员交流往
来。广深港高铁跨境列车 1月 15
日分阶段恢复开行以来，目前已
覆盖内地49个城市68个车站，每
日开行跨境列车达182列，双向客
流持续走高，截至6月 30日累计
发送跨境旅客 608.7 万人次。中
老铁路4月13日首开国际旅客列
车以来，截至6月 30日累计发送
跨境旅客3.3万人次。

上半年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17.7亿人次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7 月 8
日电 （记者王天聪 赵焱）巴西伯
南布哥州累西腓市消防部门8日
说，该市7日发生的楼房倒塌事故
的遇难者已升至 14人，另有 7人
获救。

消防部门通报说，现场搜救
工作已经结束。

巴西楼房倒塌事故
遇难者升至14人

7月9日，小朋友在体验“消防员”灭火救援。
正值暑期，一些市民带着小朋友来到浙江省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Do都城”，

参与各类社会职业体验项目，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欢度假期。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职业体验 乐享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