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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 6月 14日结束
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暂停加息，这是美联
储一年多内连续 10次加息后首次按下“暂
停键”，标志着 2022年 3月开启的加息周期
进入新阶段。

面对仍处高位的通胀，美联储为何在此时暂
停加息？何时将重启加息？既要抗击通胀、又要
防范金融风险，美联储为何陷入两难境地？

为何暂停加息

自2022年3月开启本轮加息周期以来，美联
储已连续 10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 500个基
点，这是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快的加息步
伐。今年以来，美联储放缓了加息步伐，在过去
三次会议上分别加息 25个基点。在 5月货币政
策会议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达到 5%至
5.25%。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
后对媒体表示，紧缩政策的全面影响尚未显现，
美联储离降低通胀的目标近了很多，放缓加息步
伐符合常理。美联储决策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
员会在会后发布声明称，暂停加息让委员会得以
评估更多信息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委员会
将考虑货币政策的累积收紧、货币政策对经济活
动和通货膨胀影响的滞后程度，以及经济和金融
走势。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德·拉赫曼
表示，已有迹象表明美国经济正在降温，且金融
系统在大幅加息后面临巨大压力，美联储暂停加

息是“有道理的”。
美联储在加息道路上“狂飙”，已将利率推升

至 16年来最高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更
加明显。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报告显示，5月
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消费者对当前就业状况的
评估出现了“严重的恶化”。

美联储激进加息还给银行业带来震荡，引发
3月硅谷银行、签名银行关门，5月初第一共和银
行关闭。对冲基金Point72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
济学家迪安·梅基认为，银行关闭事件让美联储
加息不如此前激进。

何时重启加息

美联储此次暂停加息，并不代表本轮加息结
束。鲍威尔在 1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几乎所有
公开市场委员会参会成员都认为今年内进一步
加息是合适的。

根据美联储 14日发布的最新季度经济预
测，美联储官员对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
中值为 5.6%，明显高于 3月预测的 5.1%。“点状
图”显示，在 18名美联储官员中，12人认为今年
年底前利率应至少提升至5.5%至5.75%水平，其
中还有 3人认为利率水平应该更高。这意味着
美联储今年还有50个基点的加息空间。

美国银行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加彭表
示，美联储官员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比3
月预测高 50个基点，这令人吃惊。他预计美联
储将在 7月和 9月分别加息 25个基点。也有预
测认为，美联储今年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

美联储尚未就是否在 7月货币政策会议上
加息做出决定，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
工具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4日晚，交易员预期美
联储7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超过70%。

鲍威尔表示，实现通胀目标很可能需要经济
承受一定痛苦，经济衰退的“靴子”迟迟不能落下
反而让货币政策难以转向，新的经济周期也难以
开启。他还表示，在通胀显著下降后，美联储降
息才会是合适的，没有一个委员会成员预计今年
会降息。

美联储为何陷入两难

在通胀依然明显高于目标、银行业危机尚未
“翻篇”的双重困境下，美联储官员、市场观察人
士对是否继续加息出现分歧，前方道路势必艰
难。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之所以陷入当前困
境，是因为早期误判形势，导致美国经历40年来
最严重的通胀，而后不得不激进加息，给金融稳
定和经济发展带来风险。

拉赫曼称，美联储在2021年犯了
一个错误，即在巨大的财政刺激措施
背景下，将利率长时间维持在过低水
平，最终导致几十年来最高通胀。拉
赫曼说，美联储如果继续加息，可能

导致经济陷入衰退，也不应采取“过度的货币政
策”重新控制通胀。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3月表示，美联储持续加
息是导致银行接连关闭的主因。美联储和美国
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也就银行关闭发布了调查报
告，其中反思了货币政策缺陷和监管机构自身不
足等深层原因。耶伦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表示，考虑到银行业整体环境，一些规模较小的
银行可能还会面临整合。

尽管高利率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银行业承受
压力，美联储仍暗示有下一步加息计划，根本原
因在于当前通胀水平依然明显高于其2%的长期
目标。

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波动
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5月核心消费者价格
指数同比涨幅仍达5.3%。

分析人士认为，除了新冠疫情期间实施超
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外，去全球化动向、供
应链中断和疫情带来的劳动力供应减少等也助
长美国本轮通胀，因此化解通胀困境还需更长
时间。 □熊茂伶 刘亚南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片防护林，新
成熟的桑葚挂满枝头。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齐
纳布·博拉从桑树上摘下一颗果子放进嘴里，
甘甜溢满舌间，心里却是滋味万千。

博拉在荒漠化生态危机带来的饥荒中长
大，将荒漠化视作一生之敌。6月 17日世界
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前夕，博拉与来自非洲
撒哈拉沙漠南缘国家的专家们，正在中国新
疆参加中非治沙培训班，考察中国防沙治沙
和防治荒漠化技术。

从库尔勒到和田，从会议室内到沙地田
间，这场相隔万里、连接世界两大沙漠的“对
话”，为世界带来更多绿色希望。

跨越万里的相会

12号水井房孤立在只有车辆来往的沙
漠公路旁。不远处整齐排列着光伏板，如同
一座深蓝小岛，在沙海里吸收着烈日的能量。

大巴车满载中非治沙培训班学员，沿着
塔里木沙漠公路行驶到 12号水井房。这条
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公路沿线，一共
有109座这样的站点，为防护林抽水滴灌、工
人生活起居供电。

学员们走下车，连日来长途旅行的疲惫
似乎一扫而光。博拉与埃塞俄比亚灌溉与低
地部国务部长恩德里亚斯·格塔一起，围着光
伏板转了好几圈，用手拂去光伏板上的浮尘，
俯身观察地上铺设的滴灌带，仔细研读光伏
发电滴灌设施介绍材料。

格塔说，光伏发电滴灌设施安装方便，又
没有碳排放，可以灵活调节土地含水量，如果
再与水利系统结合，就可以涵养雨季的降水
用于旱季灌溉，“这正是我们国家急需的解决
方案”。

尼日利亚学员阿卜杜勒哈米德·巴拉每
天穿着本土服装“卡夫坦”长袍，坐车时都要
仔细捋平每一道褶皱。但到了沙漠他便顾不
上这些，赶上动手实操环节总是抢在前面。

这位卡诺州环境部生态和林业主管按照
中国专家的讲授和示范，把条状的可降解乳
酸纤维沙袋灌满沙子，摆成方格形状，又拿起
沉甸甸的铁锤，把小桩子敲进沙地里，围上高
密度固沙网。

“为什么固沙方格的规格是一米乘一
米？”“这种绿色固沙网是塑料的吗？可降解
吗？”……操作完后，还没顾得上拍掉身上的

沙尘，巴拉就围着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
理研究所（新疆生地所）高级工程师王永东不
断询问。

十多年前，巴拉还是一名教师，在甘肃学
会了就地取材的机械防沙方法。“回去以后我
牵头一项科研，向近70名学生传授了这些方
法，他们又把技术带到尼日利亚的不同地
区。”巴拉说。

这次考察，他发现了原有技术的“升级
版”和“集成款”。他说：“科学的治沙方法很
重要，我很珍惜这次拓展眼界的机会，一定要
动手学会才有信心回去教别人。”

这是新疆生地所第二次开办非洲“绿色
长城”建设技术培训班，6月 8日开幕，为期
13天。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科学技
术项目官员贾晓霞在论坛上说，《公约》支持
受到干旱和荒漠化影响的各方加强基于科学
的决策，“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促进科学认知，
分享知识和技术，提高行动能力”。

循道而行，方能致远。尊重科学规律、坚
持科学治沙，是中非专家们的共识。

毛里塔尼亚学员奥马尔·迪亚洛对此感
触良多。他说，为制定最科学的方案，中国专
家飞赴毛里塔尼亚不下10次，最终决定针对
当地亟待解决的问题，建立流沙快速固定、节
水灌溉试验示范区。

新疆生地所研究员雷加强说，中非合作
治沙的方案都是在多次实地考察、反复研究
之后才拿出手。

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
事业。中非持续开展政策对话和信息共享，用
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方案不断推进这一事业。

因沙结缘的相知

在塔里木沙漠公路考察时，尼日利亚非
洲荒漠化控制倡议组织负责人奥马尔·丹拉
迪·达希鲁得知梭梭树有耐旱、耐盐碱地等特
点。他找到中国专家徐新文，边说边比划，想
知道梭梭树能否通过扦插而不是播种培育。

“我们都是在培育基地用种子种出幼苗，
再移栽到沙地里，扦插不行。”徐新文说，“尼
日利亚只有雨季和旱季，梭梭树得在春天开
花秋天结果，怕是在那边不好活啊！”

达希鲁追问道：“不试试怎么知道？”
“好呀，那咱们就在尼日利亚的合作示范

区试试。”徐新文与达希鲁相视一笑。
两人相识于 12年前，那是徐新文第一次

到尼日利亚考察，碰巧赶上 6月 17日世界防

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他与达希鲁等人试种下
一棵尼日利亚本土小乔木幼苗纪念这一天。

达希鲁不知道徐新文因为长期扎根荒漠，
研究治沙技术，荣获过“中国科学院年度感动人
物”，但他钦佩徐新文的专业素养。“要成为这样
的人，一定身怀过人的本领。”达希鲁说。

徐新文家中的沙发上一直放着一块皮革
拼接的坐垫，上面还绣着他的名字。那是2018
年去尼日利亚时，达希鲁特意准备的礼物。

“达希鲁是个活跃、有能量的人，重视中
国专家，安排事情周密。”说起这位好友，徐新
文满是赞许。在达希鲁的影响下，很多尼日
利亚学生来到新疆生地所留学深造。

新疆生地所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专家
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州着手修建技术示范
区，兼具防护林优化与经济功能，目前已经从
尼日利亚 10多个本土树种中选出 4种试种，
并向当地社区推广。

新华社记者日前实地探访发现，要建成
这样的园区实属不易。园区地处偏远，位于
卡诺州瓜尔迈村附近，是一片占地约4公顷、
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沙地。从尼日利亚首都阿
布贾坐40分钟飞机到卡诺市区后，在颠簸的
土路开车约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

瓜尔迈村目前有 50多户人家，村中道路
和一个小广场都被黄沙掩盖，沙子最厚的地
方能没过脚背。项目志愿者巴拉·穆罕默德
祖祖辈辈就住在那里。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合作项目。”他
说，风沙有时候会摧毁庄稼地，甚至毁坏房
屋，一些人因此搬出村庄前往城市讨生活，

“但是我们一家眷恋故土，如今这个项目让我
们看到希望”。

真实亲诚，患难与共。防治荒漠化让中
非人民心心相连，对美丽家园的共同期待穿
过沙漠、跨越山海，在中非合作中激荡更多的
心灵共鸣。

共护家园的相守

博拉小时候有个甜蜜的发现：不同土地
上五颜六色的花儿能赋予蜂蜜不同的色彩和
风味。

他长大后对生态修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到中国读了防治荒漠化方向的博士学位，如今
任职于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灌溉与畜牧发
展局。他说，之所以选择这项事业，就是为了
在周期性干旱频发的埃塞俄比亚守护更多土
地，让土地长出它该有的花草和庄稼，让人们
不再受饥荒折磨，品尝到不同食物的滋味。

非洲萨赫勒地区受撒哈拉沙漠南侵困扰
已久。2007年，11个撒哈拉以南国家在非洲
联盟主导下成立泛非“绿色长城”组织，当时计
划建设一条宽约15公里、长约7000公里，横跨
非洲、阻挡世界第一大沙漠侵蚀的防护带。

泛非“绿色长城”组织秘书处高级主管马
塞兰·萨努说，之所以联合发起“绿色长城”计
划，就是要通过跨国合作共同防治荒漠化。

“这是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
要一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系统管
理伙伴计划主任张林秀如此评价非洲国家发
起的这一计划。

新疆生地所提供的资料显示，经过长期
系统监测、试验研究及推广应用，中非专家们
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建成流沙快速
固定、节水灌溉试验示范区；在尼日利亚卡诺
州建成“经济林保育”试验示范区；针对埃塞
俄比亚低海拔区灌丛化草地生态修复与重建
问题，构建“清灌育草、封育轮牧、牧养结合”
的灌丛化草地生态修复与生计可持续发展模
式，建成围栏封育示范区200公顷、集水恢复
林草示范区2公顷等。

中非专家们研究发现，萨赫勒地区的总
荒漠化面积在 2000年至 2020年间呈下降趋
势，从72.31%下降到69.23%。

建设非洲“绿色长城”的灵感，其实来自
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的中国“三北”防护林体
系工程。

白杨挺立、沙枣成荫、柽柳连绵……穿行
在沙漠地带时，从满载培训班学员的大巴车
窗望出去，不时可见防护林带。担任毛里塔
尼亚国家“绿色长城”组织技术顾问的迪亚洛
感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对中国防护
林的规模有如此直观的感受，而这些林带还
只是中国防护林体系里的很小一部分。”

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成就，也增强
了非洲“绿色长城”建设者的信心。埃塞俄比
亚林业发展署官员比图·希巴巴乌说，中国通
过实施防护林工程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创造了
奇迹，“对有志于防治荒漠化的国家来说，中
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对象”。

为了建设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中非正
推进越来越多的绿色发展合作。

2017年，新疆生地所与泛非“绿色长城”
组织联合共建泛非“绿色长城”研究中心，新
疆生地所作为技术支撑方提供技术培训、试
验示范等。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乔莫·肯雅塔农业
技术大学内，中国与肯尼亚政府共建的中非
联合研究中心已成立10年，主要研究方向包
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与泛非“绿色长城”组织的合作也是中心的重
点工作之一。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非从来都是命运
共同体。携手向前，探索未来，中非持续在生
态环保领域交流合作，让荒漠化防治造福人
类，共护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葛晨 张晓龙

新华社巴黎6月16日电（记者 唐霁 乔本孝）法
国西部16日傍晚发生5.8级地震，造成1人受伤、上千户
家庭停电。

据法国中央地震局发布的信息，地震发生于当地时
间18时38分（北京时间17日零时38分），震中位于德塞
夫勒省尼奥尔市西南26公里处。

法国生态转型和国土协调部长克里斯托夫·贝许在
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是法国本土记录的最强地震之
一，造成1人轻伤，西部地区发现多处房屋受损。

西南部滨海夏朗德省发布公报说，地震造成当地
1100户家庭断电，一条高压线受损，部分建筑物出现裂缝。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是自 2002年以来法国本土发
生的最强烈地震。虽然小地震在法国时有发生，但是法
国本土发生5级或5级以上地震十分罕见。

法国西部
发生5.8级地震致1人受伤

丹麦西陲，白沙海岸
绵延数公里，海风带起碧
浪，点点白帆迎风招展，形
态各异的风筝翱翔在凡岛
的晴空上。6 月 10 至 24
日，一年一度的丹麦凡岛
国际风筝节在这里举行。

凡岛风筝节是欧洲地
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
之一，每年吸引着超过
50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
风筝爱好者来此交流切
磋。今年不同的是，来自
中国的“游龙惊鸿”与米老
鼠、唐老鸭翩翩起舞；老北
京传统“沙燕儿”风筝与

“螃蟹”和“热带鱼”风筝在
空中“嬉戏玩耍”；盘鹰风筝
掠过游人，栩栩如生……

10日至 16日，来自中
国风筝协会的手工艺人们
在凡岛举办了多场风筝专
题讲座、工作体验坊及展
览，他们凭借传统风筝

“扎、糊、绘、放”四艺征服了现场观众，也赢
得了国际同行们阵阵喝彩。

索菲·瓦尔邦是由丹麦友好人士组成的
“中国凡岛文化协会”主席。据她介绍，在
2019年赴中国考察风筝节相关事宜后，经过
4年多筹划，终于促成中国风筝协会等单位
此次前来参加凡岛国际风筝节。

“虽然中国是风筝的发源地，但很少有人
能够去到中国了解中国风筝技艺；这些中国
风筝大师来到这里，让更多人有机会近距离
地欣赏和了解中国风筝。”来自瑞典的风筝爱
好者安德烈亚斯·阿格伦激动地说。

一些来自凡岛本地的风筝爱好者非常
喜爱中国风筝，此前还将收集到的中国传统风
筝作为珍贵藏品陈列在岛上的“风筝博物馆”
中，并主动向身边人介绍中国风筝的魅力。

除了交流风筝文化和技艺，受邀前来的
浙江演艺集团还带来了富有东方神韵的演
出，通过中国传统歌、舞、乐、杂技等舞台表演
形式，令现场观众体验到纯粹“中国风”。

索菲·瓦尔邦表示，这些年世界发生了
巨大变化，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抚慰
人们的心灵，通过友好合作共建和平美丽的
世界。 □林晶

新华社马尼拉6月16日电（记者 刘锴 闫洁）菲
律宾多名官员 16日表示“强烈反对”美国一项提议，该
提议希望菲律宾替美国“临时接收”正在申请赴美“特别
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

菲律宾参议院当天举行听证会。外交部长马纳罗
在接受质询时说，这一提议是今年5月菲总统马科斯访
问美国时，由美国总统拜登提出。这些人主要是曾经在
阿为美国机构工作的阿富汗人。菲方正在就该提议与
美方进行讨论，尚未作出决定。

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一名代表当天在参加听证
会时表示，基于法律和安全考量，“强烈反对”这项提议。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伊梅·马科斯质疑美国
让菲律宾接收这批移民的动机，称如果美国本土没有能
力或意愿暂时接收这些人，为什么不把他们安置在关
岛、波多黎各等美国海外属地。参议员埃赫西托说，菲
律宾应当把政府资源优先用于本国公民的福利。

菲律宾官员
强烈反对替美国接收阿富汗移民

新华社东京6月16日电（记者 欧阳迪娜 钟雅）
日本央行在16日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继续维
持超宽松货币政策，将长期利率波动幅度维持在正
负 0.5%。

日本央行表示，尽管4月份去除生鲜食品的核心消
费价格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3.4%，但预计年中涨
幅将缩小。日本央行对经济现状维持“正在复苏”、对前
景预期维持“将温和复苏”的判断。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表示，当前经济不确定性仍非
常高，持续、稳定实现2%的物价上涨目标“还需要时间”。

日本厚生劳动省4月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
价上涨因素后，实际工资同比下降3.0%，连续13个月同
比减少。

受日本央行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外汇市场日
元贬值预期增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达到141比1，日
元对欧元汇率也下行至154比1。

日本央行
继续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

塔克拉玛干“对话”撒哈拉
——中非携手防治荒漠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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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为何暂停加息步伐

近日，在赤道几内
亚首都马拉博的马拉
博地区医院，中国医疗
队队长杨冰花（中）安
慰一名接受中国医生
治疗的病人。

第 32 批援赤道几
内 亚 中 国 医 疗 队 于
2022年7月抵达赤几首
都马拉博。医疗队 25
名队员来自广州市 13
家三级甲等医院，覆盖
内科、外科、儿科、妇产
科、眼科和骨科等多个
临床科室。1971 年以
来，中国累计向赤几派
出 32 批逾 600 人次医
疗队员，中国医疗队为
提高赤几医疗水平、保
护人民健康作出了重
要贡献。

□董江辉 摄

国际邀请赛
中国队4：0击败缅甸队

6 月 16 日，中国队球员蒋光泰（右三）在比赛中拼
抢。当日，在辽宁大连举行的中国之队·大连国际足球
邀请赛中，中国队以4：0战胜缅甸队。 □潘昱龙 摄

来自中国风筝协会的来自中国风筝协会的
手工艺人在凡岛放风筝手工艺人在凡岛放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