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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樊宇

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带空箱子去中国”

的实用小贴士引发热议。从“中国游”到“中

国购”，“旅游+扫货”的体验让外国游客直呼

“真香”。

价 优 物 美 的 商 品 、方 便 快 捷 的 支 付 、

“即买即退”的离境退税……随着“中国游”

的便利性和吸引力不断上升，游在中国、购

在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新选择，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旅游购物的热土。从政

策红利、产业实力到文化魅力，“中国热”让

世界看见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现代

中国。

“中国热”的吸引力源于政策推力。从

持续扩容免签“朋友圈”、优化境外游客支

付环境到提升离境退税便利度，中国用实

打实的政策，向全球游客发出盛情邀约。

日前，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南美 5 国实行免签

入境政策，中国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的国

家由此增至 43 个。外卡 POS 机覆盖率提

升，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的“外卡内绑”

和“外包内用”能力不断迭代，让不少地区

实现了“碰一下”即可支付。中国还在退税

政策上持续发力，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

服务措施从试点推广至全国，下调离境退

税起退点，优化离境退税商店布局，提升退

税商品供给水平等。一系列便利措施传递

出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鲜明态度，推

动“中国热”持续升温。“五一”假期，外国人

出入境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43.1%，银联、

网联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

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44.86%、128.04%。

阿联酋通讯社报道说，中国成为更具吸引

力的旅游消费目的地，不仅促进了中外经

贸人文交流，还能实现国内国际市场的深

度融合。

“中国热”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品质内

核。近年来，外国游客来华的购物清单不

断拓展，从服装、食品到手机、翻译器，从小

家电到智能家居。“中国制造”的高新技术

含量显著提升，在全球市场更具竞争力，也

吸引外国游客持续来华“淘好物”。手机、

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无人机等成为“反向

代购”热品，不仅体现了中国制造业的创新

能力和技术实力，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地位提升。从服装鞋类到电子产

品，从平价日用品到高端奢侈品，中国消费

品市场的品类之丰富、选择之多元，吸引着

外国消费者纷至沓来。外国游客们在行李

箱里满载商品，是对“中国制造”投下的“信

任票”，也是对中国发展的认可。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说，外国游客在感受“中国制

造”高质量、高性价比的同时，也在触摸中

国发展脉搏。

“中国热”还得益于中国文旅融合发展的

深入实践。除了传统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

品，现代国潮、文创产品以及科技好物正成为

外国游客的新宠。中国文旅业态升级，推动

旅游与文化、科技等跨界融合，不仅推动“中

国制造”走向国际舞台，也让外国人在沉浸式

感受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对中国的现代化

发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们或漫步北京中

轴线，或在西安体验汉服妆造、在云南饱览民

族风情，或在深圳科技园区体验“未来感”。

不少外国游客因为热爱中国文化选择赴华旅

游，也因旅游得以更进一步感受中国文化的

独特魅力和中国发展的脉动。美国《环游世

界》杂志说，凭借深厚文化底蕴和现代化城市

魅力，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游客的理想

目的地。凭借更优质的产品供给、更多元的

消费场景和更便利的服务，“中国游”吸引力

还在上升。

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

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在全球化遭

遇逆流、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中国坚持

用更大的开放、更深的合作来拓展机遇，也向

世界证明，真正的经济安全来自深度互联而

非彼此隔绝。可以说，“中国游”“中国购”的

意义超越了经济层面，为国际交流和互通增

添了新注脚。

（据新华社北京电）

从“中国游”“中国购”看中国经济热力

时事观察G

毕振山

欧洲多国近日频频对以色列施压，要

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

解 除 对 加 沙 地 带 的 封 锁 。 有 分 析 人 士 指

出，一些欧洲国家转变对以色列的态度与

加沙局势不断升级有关，也反映出部分欧

洲民众的态度。这一变化有助于推动巴以

问题解决，但由于欧洲内部对以色列的立

场并不一致，此轮施压对巴以局势影响如

何仍然有待观察。

在欧洲国家中，德国近日就加沙局势

的系列表态引人关注。德国总理默茨 5 月

27 日表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大规模军

事行动“不再有任何逻辑可言”，必须立即

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入加沙。默茨 26

日还表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给平民造成的伤害日益增加，他“已无法理

解”以色列当前军事行动的目的。当底线

被逾越、国际人道法被违反时，德国就必须

发声。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 5月 27日也批评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同时表示拒绝向

平民提供食品和药品等基本物资是“完全不

可接受的”。瓦德富尔说，一旦存在违反国际

人道主义法的危险，德国就会进行干预，并且

“肯定不会”提供武器。

欧盟领导层对以色列的态度近日也出现

变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5月 27日在

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通电话时表示，以

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摧毁了学校等民

用设施，这一做法“令人憎恶”。冯德莱恩说，

欧盟委员会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和自卫权利，

但“这种升级的局势以及针对平民过度使用

武力，在人道主义法和国际法下都是站不住

脚的”。在此之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将援引《欧盟-以色列

联系国协议》中有关人权的第二条款，启动对

该协议的审查。

相比德国和欧盟的批评，西班牙、爱尔兰

等国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更大。5 月 25 日，

西班牙召集欧洲和阿拉伯多国开会讨论加沙

局势。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谴责以色

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

列施加更大压力，包括动用武器禁运等制裁

手段。爱尔兰政府 5月 27日批准起草一项法

案，禁止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

定居点进口货物。此举在欧盟成员国中尚属

首次。

另外，瑞典方面也支持对以色列采取制

裁措施。英国外交大臣拉米 5 月 20 日表示，

由于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英国已暂停与以

色列的自由贸易谈判。

欧洲多国对以色列的施压引发舆论关

注。有欧洲媒体称，默茨近日对以色列的表

态是迄今为止其对以色列最严厉的谴责，标

志着德国的态度转变。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也

分析称，在以色列升级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后，

被视为以色列盟友的欧盟加入施压行列，不

少欧洲国家正形成“新立场”。

事实上，自 2023年 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

爆发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

场就逐渐转变。2024 年 5 月 22 日，西班牙、

挪威、爱尔兰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2024 年

6月 4日，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投票批准承认

巴勒斯坦国。西班牙和挪威曾在巴以和平进

程中发挥作用，1991 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召

开，1993 年巴以双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达成

奥斯陆协议。

就在 5月 25日，马耳他总理阿贝拉表示，

该国计划在将于 6月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正

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 4

月曾表示，法国与沙特计划于 6 月共同主办

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的联合国会议，法国届

时可能承认巴勒斯坦国。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钮

松认为，多数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对以色列

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基于二战纳粹屠

杀犹太人的历史，对以色列国存在某种复

杂情绪，另一方面又因为巴以在冲突中力

量对比悬殊而对“两国方案”能否落地充满

忧虑。

钮松指出，当前欧洲多国集体施压以

色列，与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不断升

级息息相关。目前加沙地带因巴以冲突导

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 5 万，以色列袭击联

合国相关机构和多国外交使团的行径，更

是引发欧洲多国强烈不满。一些国家认为

以色列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与欧

洲长期秉持的民主和人权理念背道而驰。

此外，欧洲社会民意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

急速上升，也迫使一些国家政府必须有针

对性的行动。

尽管面临国际上的压力，但以色列在

加沙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5 月 26 日和 27

日，以军连续对加沙多地展开袭击。钮松

认为，欧洲国家对以色列的集体施压很大

程度上只能对巴勒斯坦民众起到道义上的

声援作用，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以色列的加

沙政策。以色列政府内部受到极右翼力量

的牵制，对外则主要谋求美国的支持，欧洲

的施压难以对巴以局势产生全面且持续的

影响。

另有分析认为，由于欧洲国家与以色列

的关系有远有近，欧盟恐怕难以形成一个统

一的对以政策。不过，承认巴勒斯坦国和支

持“两国方案”的国家越来越多，对于推动巴

以问题解决还是会产生积极作用。

欧洲多国缘何集体施压以色列

新华社记者 苟洪景

在阿尔泰山脉北部，哈萨克斯坦境内

东哈州的丘陵地带，针叶林沿山势起伏绵

延。苍翠之间，图尔古孙河湍湍流淌。5

月，这条在当地人口中“难以驯服”的河流

迎来春汛。

“现在正值汛期，是图尔古孙水电站发电

量最大的季节。”中交集团中国水利电力对外

有限公司（简称水电对外）哈萨克斯坦分公司

副总经理孙鹏告诉新华社记者。

图 尔 古 孙 水 电 站 由 水 电 对 外 承 建 ，

2017 年 1 月动工，2021 年 7 月投产发电，是

中哈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携手合

作的重要项目。为了这个项目，孙鹏和同

事们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山林地带奋斗了 4

年半。

“ 装 机 容 量 2.49 万 千 瓦 ，年 均 发 电 量

7980 万千瓦时，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7.2

万吨。”作为水电站建设期的工程部主任，孙

鹏对项目数据如数家珍。“图尔古孙水电站弥

补了东哈州阿尔泰地区一半的电力缺口，有

力推动了当地绿色低碳转型。”

言谈之间，一只蜜蜂从孙鹏身旁掠过，停

在不远处的野花上。作为对生态极为敏感的

物种，蜜蜂的出现往往意味着空气清新、水源

洁净、植被茂盛。东哈州因出产蜂蜜而闻名，

水电站周边也有不少养蜂户。

“我外出查看周边情况的时候，看到过

熊、马鹿和狐狸。”图尔古孙水电站现场调度

员涅波米亚什奇说，“附近山里的野生动物可

不少，前一阵还有一只马鹿来到我们库房门

口，逗留了很久。”

图尔古孙水电站机房采用蓝色外表涂

装，如同一枚蓝色珐琅镶嵌在群山之间。“图

尔古孙水电站最大的特点就是环保。”水电站

业主方总经理马克苏特说，“哈萨克斯坦近年

来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我们正是在不破坏生

态环境、不牺牲美丽风光的前提下，推进水电

站的建设和运营。”

为了保护周边原始森林的完整性，团队

将环境保护融入工程全生命周期，施工伊始

就决定将作业区压缩至电站南侧 150米范围

内；对所有工程车辆定期检查，确保尾气排放

达标；建立沉淀池处理施工废水，水质符合 II

类水标准才允许排放。

得益于中哈两国建设团队的严苛环保标

准，野生茴鱼、哲罗鲑等珍稀冷水鱼在图尔古

孙河健康繁衍。

涅波米亚什奇带记者走进中控室，大大

小小的屏幕实时显示水电站运行情况，其中

不少画面监控的是水轮发电机组——两大一

小三台发电机，是整个水电站运行的“心

脏”。他介绍说：“我们很少使用注油装置，油

污染风险几乎为零。为确保这一点，我们从

未中断巡视监测。”

从保护生态环境到推动技术协作，图尔

古孙水电站展现了跨国合作的深度与温度，

为更多清洁能源项目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

孙鹏告诉记者，水电对外还将与哈国伙伴继

续深化合作，共同建设东哈州其他水电项目，

持续助力当地绿色转型发展。

从图尔古孙河畔出发，更多水电项目正

在推进，把清洁能源的愿景变为现实，也见证

着中哈合作在山川之间不断延展。属于这片

土地的绿色发展故事，正在继续书写。

（新华社阿拉木图 5月 28日电）

在图尔古孙河畔感受绿色发展生命力

本报记者 莫荞菲

当地时间 5 月 27 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向各联邦机构发送

信函，要求终止与哈佛大学剩余的所有联邦合同，总金额约为

1 亿美元。该文件要求各联邦机构在 6 月 6 日前向美国总务

管理局提交已终止与哈佛大学合作的合同清单。

今年 4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哈佛大学的打压层层加码，

这一最新举措意味着双方的冲突再次升级。

4 月 14 日，哈佛大学拒绝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对其管理结

构、招聘及招生政策进行大幅改革的要求，后者随即多次宣

布冻结和削减对该校的联邦资助，截至目前已累计削减 26.5
亿美元。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威胁考虑剥夺哈佛大学的免税

地位。

而在最近一周内，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实施的“国际

禁招令”则在校园内引发了大规模混乱。

5 月 22 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取消哈佛大学获得的学

生和交流学者项目资质，禁止该校招收国际学生。政策公布

后，哈佛大学立马于 23 日起诉特朗普政府，称其“公然侵犯”

美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同日，美国联邦法官对特朗普政府这

一政策发出临时限制令。

随后，特朗普要求哈佛大学提交全体国际学生的“姓名与

国籍”信息，并以考虑削减该校的 30 亿美元拨款作为威胁。

据美国媒体最新消息，27 日，特朗普政府已暂停新的学生签

证面谈，同时考虑扩大对国际学生社交媒体审查范围。

根据哈佛大学 2024～2025学年数据，该校目前招收了来

自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6800 名国际学生，这一人数占该

校学生总数的 27.2%。在特朗普政策的影响下，能否在哈佛

大学正常完成学业成为这些国际学生普遍焦虑的问题。令

他们深感不安的是，近期已有数百名在美国际学生的签证被

撤销。

而全美国的大学管理层也正普遍担忧，特朗普可能以国

际学生入学资格为要挟手段，迫使其他高校就范。

据悉，美国大学拥有自主招生权，若对某所大学实施特定

的招生禁令，需证明其存在系统性非法行为，否则易被视为选

择性打压，难以通过司法审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聪悦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显然清楚对哈佛的打压在法律层面

立不住脚，他们坚持这么做更大程度上是想进行一种政治宣

示，迎合其选民基础中对“精英高校”不满的情绪，同时通过

“反恐”等旗号提升自身合法性。此类举措可被视为以“文化

战争”的形式干预高等教育自由，与美国当下盛行的“右翼反

智主义”和“打击左翼校园文化”相呼应。

牛津大学教授西蒙·马金森对美国媒体表示，特朗普政府

对哈佛大学的打压是一项危险的“政策失误”，它可能会动摇

美国自二战以来在科研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指出，国际学生不仅

为众多美国高校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学费收入，更在各个领域

作出重要贡献。NAFSA 的数据显示，全美估值超过 10 亿美

元的初创企业中，每 4 家就有一家由至少一位国际学生参与

创立，这些学生一共为美国创造了超过 37.8 万个就业岗位。

该协会首席执行官范塔·奥警告，美国将全球人才拒之门外，

最终损害的是自身利益。

“特朗普对哈佛大学的施压，不只是象征性的‘政治斗

争’，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对科研结构、国际学生流动和大

学财政独立性造成冲击。长期而言，还可能推动全球人才

向非美国家转移。”王聪悦说，若高校学术自主权被行政干

预侵蚀，美国大学作为“知识自由”象征的形象将遭到系统

性削弱。

有分析指出，鉴于特朗普政府政策给国际学生造成的障

碍，美国下一学年国际学生入学率预计将会下降。与此同时，

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等多所全球知名高校已决

定接收哈佛大学国际学生。德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

国家也在力图吸引美国的国际学生前往就读。

当地时间 5 月 29 日，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将举

行听证会，裁定是否延长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临时权

利。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的较量远未结束。

要求终止所有联邦合同，禁止招收国际学生——

美国政府对哈佛大学的打压升级

胡胡伊省位于阿根廷西北部，与智利和玻利维亚接壤，距离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约1300公里。位于该省的考查里－奥拉罗斯锂矿项目，
2024年产量为 2.5万吨碳酸锂，是阿根廷年产量最高的锂矿项目。项
目运营主体阿根廷埃克萨尔矿业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来自中国的赣锋锂
业。胡胡伊省省长卡洛斯·萨迪尔多次在公开场合感谢中国企业，表示
中企投资为该省带来了大量高质量就业机会以及更好的基础设施，胡
胡伊欢迎中国企业前来投资。

▼图为近日在阿根廷胡胡伊省拍摄的考查里－奥拉罗斯锂矿项目
厂区。 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阿根廷边远省份产业转型中的“中国能量”

当地时间5月27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
运载火箭“星舰”在得克萨斯州实施第九次试飞。火箭第一
级助推器发生爆炸，火箭第二级飞船失控。 新华社/美联

美“星舰”第九次试飞未能成功

▲近日，工人操作机械在阿根廷胡胡伊省考查里－奥拉罗斯锂矿项目现场作业。
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这张当地时间5月28日拍摄的视频截图显示，也门首都
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冒起浓烟。

萨那国际机场总经理哈立德·沙耶夫28日在社交媒体上
说，以色列摧毁了也门航空公司在萨那国际机场运营的最后
一架飞机。

新华社发 （萨那机场供图）

也门航空最后一架客机毁于以军空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