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②②

环 球2016年11月27日 星期日4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11 月 17 日至 23 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对厄瓜多尔、秘鲁、智利进行国
事访问并出席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
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连日来，拉美人士高度评价习主席此
访的重要意义和影响，认为此访将开启中
拉关系的“新篇章”。

厄瓜多尔外长纪尧姆·隆说，发展并深
化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拉中全面合作伙伴
关系，符合拉中双方的根本利益。他说，厄
瓜多尔政府正在全面推行“美好生活”计划，
厄方的目标与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有许多契合点，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
美好的、有尊严的、公正平等的生活。他强
调，习近平主席对厄瓜多尔的成功访问以及
建立厄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提高

两国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厄瓜多尔前外长弗朗西斯科·卡里翁

说，拉美各国对习近平主席 4 年来第三次
访问拉美感到高兴。他认为，这次对拉美
三国的成功访问反映出中国对拉丁美洲
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本次访问将开启拉
中关系的新篇章。卡里翁说，尽管中国和
拉美国家各方面差异巨大，但双方实现平
等互利、包容互惠的心愿是一致的。中国
的发展对拉美国家而言是巨大的“机遇”，

“ 我 们 应 该 尽 快 搭 上 中 国 发 展 的‘ 顺 风
车’”。

哥斯达黎加前外贸部长、前驻华大使
马尔科·鲁伊斯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拉美
之行，传递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中国承诺
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市场，并致力于建设亚
太自贸区，这非常重要，哥斯达黎加也希望

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在哥斯达黎加国家广播电台台长兰德

尔·维加看来，习主席此次访问拉美三国并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坚定了共同推
动经济一体化的决心，这不只是为了增加
贸易，更是为了寻求经济增长，以造福亚太
国家和人民；二是推动了拉中关系向更高
水平迈进，通过投资、合作和协同生产等方
式推进拉中关系长远发展。

古巴国际政策研究中心学者何塞·路
易·罗瓦伊纳说，习近平主席此行“开启了
拉中关系的新阶段”。罗瓦伊纳表示，中国
超越地区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多元现实，
被视为可靠、长期的伙伴。

罗瓦伊纳强调，拉美地区对中国来说
充满了可能与机遇，开发这种潜能是双方

的共同愿景。拉中应着眼于长远，携手发
展，增加了解，这有助于建立持久双赢的双
边合作关系。罗瓦伊纳说，过去 20 年来，
中国逐渐成为许多拉美国家的主要贸易伙
伴，应加强和扩大这种合作关系。“中拉长
期合作，是中国的国际关系新方式。双方
如能以战略眼光，实现双边经济关系多样
化，发展将是无限的”。

拉美社报道认为，中国和拉美在双
边 政 治 和 贸 易 关 系 中 有 着 高 度 的 和 谐
性，这表现为双方都希望迈向互惠互利
的新型经济关系。文章援引拉美问题研
究专家的话说，中国和拉美各国正处于
双边关系发展的历史最佳时期。中国十
分重视南南合作，在这方面发挥了极大
的全球影响力。

（参与记者 郝云甫 马桂花 党 琦）

开 启 中 拉 关 系 新 篇 章
——拉美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拉美之行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 26 日凌
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宣布，古巴革命领
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享年 90岁。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在当地时间 25
日 22 时 29 分去世的。劳尔·卡斯特罗表
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遗体将遵循其遗
愿火化。

这位为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奋斗不息的
硬汉给他90年的传奇人生画上了句号。

古巴人民的革命领袖

1959 年，30 岁出头的菲德尔·卡斯特
罗领导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的亲美独
裁政权，建立革命政府，取得了古巴革命
的胜利。两年后，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开始
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从此，共产主义理想
的种子在这片加勒比土地上生根发芽。

然而，古巴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好
走。1961 年，美国与古巴断交后，发动了
臭名昭著的“猪湾行动”，支持古巴雇佣兵
登陆猪湾，试图用武力推翻古巴革命政
权。一年后，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法
令，标志着美国对古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的贸易禁运及经济封锁正式开始。

当时的古巴百废待兴，被美国禁运封
锁，经济短缺日益严重，而卡斯特罗就是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古巴人民渡过
难关，他的身影频频穿梭于人民群众之
间。“那时候，每年到了甘蔗丰收季节，卡
斯特罗就拿起砍刀来到田里和农民一起
砍甘蔗”。回想起上世纪 60 年代在古巴留
学的经历，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徐世澄不
无感慨：“我们留学生每年跟着一起砍甘
蔗，都能看到卡斯特罗和群众打成一片，
一点架子都没有，特别亲切。”

上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
变，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刘玉琴回忆说，
1994年8月5日，数百名卡斯特罗的支持者
和反对者涌上首都哈瓦那的海滨大道举行
游行活动，形势十分紧张。在双方冲突愈演
愈烈之时，卡斯特罗只身一人来到现场。令
人意想不到的是，不需要一句话，卡斯特罗
的到来就化解了双方的争斗。不论是支持者
还是反对者都放下手里的石块和棍子，齐声
高呼卡斯特罗的名字：“菲德尔！菲德尔！”

“我们常驻过古巴的人，包括好多西
方国家使团，都觉得卡斯特罗特别有威
信，古巴人民对他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
刘玉琴说，“古巴不能屈服，虽然美国加强
了封锁和制裁，但古巴人要齐心协力，共
渡难关。这是 90 年代卡斯特罗向古巴民
众传递的最主要的讯息。”

在卡斯特罗的带领下，古巴在面临经

济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
路，继续与世界头号强国斗争。虽然这种
对抗力量悬殊，但是古巴为了维护主权和
独立展现出的“硬骨头精神”凝聚了人民
的力量，也为全世界所钦佩。今年10月26
日，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
过决议，再次敦促美国立即结束对古巴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
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对涉及这一问题
的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而非反对票。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2008 年 3 月，《卡斯特罗访谈传记：
我的一生》中文版出版，在序言《致中国
人民》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写道：“革命
使两国人民结成兄弟，肩并肩为社会主
义而斗争。”

古巴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
家。1960年9月28日，中古两国宣布正式
建交。1995年，作为古共第一书记的卡斯
特罗第一次访华。这次访问持续了 8天之
久，其间他参观了北京、西安、上海、深圳、
广州等 5 座城市。当卡斯特罗到达上海
时，许多百姓自发来到街上夹道欢迎这位
远方的客人，想亲眼目睹这位拉美硬汉的
风采，这样的场景让他很是感动。

1999 年，飓风“艾琳”肆虐古巴，致
使首都哈瓦那的电力供应大规模、长时
间中断。据刘玉琴回忆，那次风灾过后没
多久，卡斯特罗就来到中国大使馆，询问
受灾情况。当得知使馆已经断电 26 个小
时后，卡斯特罗一言未发。可令人没想到
的是，几天后，古方政府就给中国大使馆
送来了一台发电机。

“上世纪 90 年代，古巴的经济特别
困难，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卡斯特罗作
为古巴最高领导人，还想着中国使馆的
工作人员，想给我们提供好一点的工作
和生活条件，现在想起来都还挺感动
的，”刘玉琴回忆道，“直到现在，这台发
电机还放在中国大使馆，成为一个时代
的见证。”

举世关注的“退休”生活

2006 年 7 月，由于健康原因，菲德
尔·卡斯特罗将权力平稳交接给弟弟劳
尔·卡斯特罗。两年后，他宣布辞去古巴国
务委员会主席职务，正式“退休”。这一年，
卡斯特罗82岁，已经在古巴执政49年。

尽管退出政坛一线，菲德尔·卡斯特
罗仍然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他深居
简出，或钻研国际问题，或轻松陪伴家
人，或接待老友故交，很少在公开场合露
面。为数不多的几次公开现身，他都身着

运动服，而不再是那套标志性的橄榄绿军
装，这似乎在提醒人们，他已是一位“退休”
老者。

即便如此，卡斯特罗仍然密切关注着
古巴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他在古巴
官方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或评论时局，或
为政府出谋划策，或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
反思，或鼓励青年人为理想而奋斗，话语间
的激情与坚定丝毫不减当年。

2016 年 8 月 13 日，卡斯特罗迎来 90
岁生日。他当天在古巴媒体上刊发了自己
的最新专栏文章《生日》。这一天，许久未露
面的他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出席为庆祝
其生日举行的演出，全场观众向他欢呼致
意。此刻的他，依旧留着那标志性的大胡
子，尽管早已不如当年那般乌黑浓密。岁月
在他的脸上又留下了几笔沧桑，但那份睿
智与坚定却丝毫未变。

如今的古巴，面临的国际环境明显好
转，经济和社会改革稳步推进。一个欣欣向
荣、充满活力的古巴是对卡斯特罗最好的

安慰。
“或许，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会

场发言。我们必须告诉拉丁美洲和全世界
的兄弟们，古巴人民将会取得胜利。”几个
月前的古共七大上，卡斯特罗发表了他的
告别演说。

文/新华社记者 高春雨 冯俊扬

（新华社北京 11月 26日电）

图① 2012 年 2 月 10 日，菲德尔·

卡 斯 特 罗 在 古 巴 首 都 哈 瓦 那 拍 摄 的 照

片。照片上的卡斯特罗精神矍铄，双目

充满睿智。

图② 1992 年 7 月 25 日,在西班牙巴

塞罗那举行的第 25 届奥运会开幕式上，

菲德尔·卡斯特罗起身向古巴体育代表

团握拳致意。

图③ 1958年，劳尔·卡斯特罗（前）、菲

德尔·卡斯特罗（右一）和切·格瓦拉（左一）等

在 开 展 游 击 战 争 时 拍 摄 的 珍 贵 照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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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奇 硬 汉 菲 德 尔
——记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不息的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商务部
日前公布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美国 10 月份商品
零售额为 4659 亿美元，环比增长 0.8%，高于市场预
期的 0.6%。与去年同期相比，美国 10 月份商品零
售增长 4.3%。美国 9 月份商品零售环比增幅由
0.6%上修至 1%。

数据显示，剔除波动性较大的汽车和零部件，美
国 10 月份商品零售环比增长 0.8％。从分项来看，
美国 10 月份汽车销售环比增长 1.1%，体育用品、书
籍和音乐制品销售环比增长 1.3%，在线销售环比增
长 1.5%。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商品零售连续两个月
大幅增长，显示美国个人消费开支势头向好。个人
消费开支约占美国经济总量的 70%，是美国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郭凯报道：国际农业发展
基金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非洲 2016年侨汇总
额达到 650 亿美元，预计到 2020 年将达 800 亿美
元。目前，有超过 4500万非洲人生活在其出生地之
外的非洲国家以及欧洲、北美、中东等域外区域。他
们的日常收入有很大部分都寄回了非洲。在非洲大
陆，每年有超过 10 亿人次的汇票领取业务，通过
26000多家银行、储蓄所、邮局等，构成了遍布非洲城
乡甚至偏远地区的金融网络。随着非洲信息化和金
融业的发展，电子汇款、转账、手机支付等将逐步取代
传统汇票业务，从而为这一领域带来了巨大商机。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国联邦统计
局日前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德国
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上一季度增长 0.2%，今年一季度
和二季度分别环比增长 0.7%和 0.4%。

统计局报告显示，国内消费仍是德国经济增长
主要动力。不论是私人消费，还是政府消费支出都
保持持续增长。装备投资环比略有回落，建筑投资
增长显著。三季度，德国就业总人数达 4370 万人，
同比增长 0.9%。外贸方面，出口相比上一季度略有
萎缩，进口则略有提高。

若将通胀因素考虑在内，今年第三季度德国国
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1.5%，第二季度同比增
长 3.1%，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1.5%。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报道：韩国统计厅日前
公布的《10 月就业动向》显示，韩国 10 月份就业人
口为 2657.7 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 27.8 万人，增幅
连续 2 个月低于 30 万。失业率同比上升 0.3 个百分
点，为 3.4%。

受海运企业重组拖累，韩国 10 月份制造业就业
人口减少 11.5 万人，这是制造业就业人口连续第四
个月呈下降走势。特别是造船海运企业集中的蔚山
地区受影响严重，失业率同比增加 1.4 个百分点，增
至 3.6%。

韩国统计厅方面表示，虽然制造业新增就业人
口大幅减少，但得益于批发零售及建筑业就业人口
增加，10月份就业人口同比增幅高于 9月份。

美10月商品零售环比增0.8%

今年非洲侨汇达650亿美元

德三季度经济环比增0.2%

韩失业率同比升0.3个百分点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非洲知名
民意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近日发布《中国在非形
象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与日俱增，形
象积极正面。

报告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本国经济
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影响，其中 23%的受访者
认为中国在本国最具影响力。报告指出，为中国形
象“加分”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投资、援助以及发展模
式等方面。其中，32%的受访者欢迎中国对非投资，
5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非发展援助成效显著。此
外，中国发展模式受到了 24%的受访者的肯定，在喀
麦隆、苏丹、莫桑比克等国，当地民众相信中国模式
与非洲国家需求最为契合。

中国在非影响力与日俱增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根据当地媒
体报道，近 3 年来，澳大利亚代购业务如火如荼，特
别是面向中国市场的代购更是持续火爆，澳大利亚
高品质产品大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目前，在澳大利
亚大约有 4 万名华人从事“代购”活动，他们将澳大
利亚的婴儿配方奶粉、维生素和有机化妆品等热销
产品寄往中国，卖价一般比本地零售价格高出一半，
由于船运费用低，他们每年可赚取中间差价 4 万至
10万澳元。

不过，如何向代购征税也成了澳大利亚税务部
门的难题。澳大利亚会计师协会认为，根据对代购
人数及其年收入的估算，按照澳大利亚目前税收等
级，代购每年漏报的税收可能高达 10 亿澳元。业内
人士认为，代购交易几乎全部在海外银行账户中完
成，比如通过微信平台交易等，澳大利亚税务局很难
跟踪，但从税法角度来说，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的收
入仍须报税。

澳大利亚对华代购持续火热
如何征税成难题

③③①①

当地时间 26 日凌晨，古巴领导人劳
尔·卡斯特罗在电视讲话中向全世界宣布，
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于 25 日晚
逝世，享年 90岁。

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哈瓦那午夜的
沉静，电话铃声不停响起，低声的啜泣从听
筒的那头传过来，还醒着的人们开始将这
个噩耗传递给家人、邻居和朋友。

就在几天前，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接待
了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媒体公布
的照片上，这位 90 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
铄，神采奕奕。

夜幕笼罩的哈瓦那街头，酒吧、夜总
会提前打烊，以示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
尊重。许多路人沉浸在惊愕和悲痛中，沉
默不语，眼泪不自觉地流下，因为这位他
们亲切称为“菲德尔”的长者是他们最敬
爱的人。

在哈瓦那街头的一处公交车站，一
位名叫何塞·巴利亚达雷斯的市民对记
者说：“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我的感受，菲
德 尔·卡 斯 特 罗 是 我 们 的 父 亲 和 向 导 ，
他年事已高，每个人都应该准备好面对
这 一 天 ，但 这 一 天 来 得 太 突 然 了 。我 们
还 需 要 他 的 建 议 和 忠 告 来 应 对 可 能 的
威胁。”

随后，巴利亚达雷斯拿出手机，拨通了

家人的电话。他对记者说，整个古巴都沉浸
在悲痛中，那些已经睡下的人也应该知道
这个消息。

19 岁的大卫·马丁内兹和朋友们像往
常一样，在热闹的总统大道街头聚会。他
说，刚刚有警察告诉他们菲德尔去世的消
息，让弹着吉他唱歌的他们降低音量，以示
尊敬。消息让他们很震惊，虽然菲德尔已经
90 岁，但消息来得如此之突然，仍让他们
不能接受。

“对古巴人来说，菲德尔是一个父亲般
的人物。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没有
菲德尔就没有古巴今天的一切。”马丁内
兹说。

古巴青年胡安·罗德里格兹说：“菲德
尔是古巴人心中的巨人。他总是想着古巴
人，想着保护他们。”

市民乔斯兰·富恩特斯祈祷道：“愿他
安息，愿古巴向前，我们继续为这个国家而
战！”

毫无疑问，对古巴而言，这是悲痛的一
天，而对整个世界，这也将是一个被历史永
远铭记的日子。

城市开始渐渐苏醒，接下来的几天，哈
瓦那将迎来艰难而悲伤的日子。

文/新华社记者 马桂花 李文清

（新华社哈瓦那 11月 26日电）

哈 瓦 那 的 悲 伤 之 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