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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4月17日电 随着福岛核污染水
排海计划实施进入倒计时，日本政府正在卖力开
展国际公关，以期平息国内外的反对声浪，近日
更是企图利用其今年七国集团（G7）峰会主席国
身份，拉拢各方为福岛核污染水排放计划背书。

4月 16日，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在
日本札幌市闭幕。据日媒报道，在会后日德意三
国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一
幕。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声称，部长会议
联合声明对“包括将‘处理水’排放入海在内的”
废炉处理进展“表示欢迎”。听闻此言，坐在一旁
的德国环境、自然保护、核安全与消费者保护部
长施特菲·莱姆克立刻反驳，强硬表态指出所谓

“欢迎”只涉及废炉作业，并不涵盖核污染水排
放，“无法对排放‘处理水’表示欢迎”。

《G7 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联合声明》针对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表示，欢迎核电站废炉处理
的稳步进展。声明强调，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独立审查，以确保“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的
处理水排放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和
国际法，且不会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任何伤害。

显然，日方在联合声明中塞进G7对福岛核污
染水排放进程“表示欢迎”措辞的企图并未得逞。
西村康稔在记者会后向媒体解释称，由于“口误”，
自己“把所有的内容都包含在了‘欢迎’中”。

日本计划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且持续时间
可能长达数十年，对海洋环境安全和渔业安全带
来的潜在危害不言而喻，但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
公司似乎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控制核污染水对
人类及环境的影响，而是混淆视听，掀起密集公
关攻势，在电视、报纸和网络媒体投放广告宣传
核污染水“安全”。

日方频频针对各国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
有关核污染水排海的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
染水排放的安全性。在日方有关核污染水排海
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用“处理

水”的说法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在淡化其污染
特性和潜在危害，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

日方的公关攻势还重点针对生计严重依赖
海洋环境的太平洋岛国。受地理位置和洋流影
响，太平洋岛国预计受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影响
大。这些岛国当年因美国等在太平洋进行核试
验受害颇深，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反对态度
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本政府的重点“安抚”对象。
日方有专家公开建议，日本政府应当通过太平洋
岛国重要媒体和地区媒体，多传播有利日本立场
的声音。

美国出于自身霸权考虑，在福岛核污染水排
放上与日本沆瀣一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
应日本核污染水排放问题时，更是睁着眼睛说瞎
话，称日本的做法“符合国际标准”。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
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
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
行的国际义务，强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
洋环境和公众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
非负责任国家所为。日方应该把精力放在控制
核污染水上，而非绞尽脑汁进行公关矫饰。

日本应多花精力控制核污染水而非公关矫饰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美国亚拉巴马州
东部小镇戴德维尔 15 日晚一场生日聚会发生
枪击，至少4人死亡，28人受伤。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16 日说，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日益增多“令人震惊、不可接受”，呼
吁国会制定严格的控枪法律。然而，美国专家
和媒体普遍对联邦层面的控枪立法前景感到
悲观。

亚拉巴马州执法局16日召开两场记者会，
强调社区不再面临风险，但没有通报枪击事件
细节，也未回答记者问题。警官杰里米·伯克

特说，枪击事件15日22时30分过后发生，“4人
不幸遇难”，警方“将继续有条不紊地调查这一
事件，核查事实”。

据当地媒体《蒙哥马利广告商报》报道，枪
击发生在一名16岁女孩的生日聚会上，其中一
名遇难者是戴德维尔中学的橄榄球“明星”。
这家日报援引遇难者祖母的说法报道，她的孙
子菲尔·多德尔即将毕业，本将进入州立杰克
逊维尔大学就读。

聚会音效师基南·库珀告诉当地电视台记
者，事发前，现场一些人得知有人持枪，遂短暂
停止聚会。持枪人被要求离开，但没有人离
开。一小时后，枪击发生，一些人躲在桌子下
面，一些人跑了出去。

一名市政议员当晚接近 23 时给戴德维尔
镇镇长弗兰克·古德曼打电话。古德曼随后赶
往当地一家医院，一些伤员在那里接受救治。

“现场很混乱，”古德曼说，“到处是人，有
的在哭，有的尖叫。到处都是警车、救护车。
人们尝试找到自己的家人。”

戴德维尔镇位于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
利东北方向大约 100 公里处，常住居民大约
3200人。据美联社报道，2016年 7 月当地退伍
军人协会大厅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

路透社报道，亚拉巴马州枪击事件是最近
几周以来美国南部发生的第三起引人关注的
群体性枪击事件。

白宫16日在一份声明中说，白宫正在密切
关注事态发展，并与当地官员和执法部门保持
联系以便提供支持。

拜登在声明中说：“我们的国家发生什么
了，竟然让孩子们不能毫无恐惧地参加生日聚
会，竟然让孩子每次离开家去学校、影院、公园

时，父母都不得不担心？”
拜登说，枪已成为美国儿童的头号杀手，

因涉枪事件死亡的人数还在增加，这种状况
“令人无法容忍、不可接受”。他呼吁国会出台
严格的控枪法律，包括要求安全储存枪支、对
所有枪支销售做背景调查、取消枪支制造商的
责任豁免、禁售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匣。

亚拉巴马州州长凯·艾维16日在社交媒体
发文说：“今天上午，我和戴德维尔的民众以及
亚拉巴马州的同胞一起哀悼。暴力犯罪在亚
拉巴马州没有容身之地。”

美国枪击事件频发、枪患痼疾难解牵涉诸
多因素。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控枪议题分歧严
重，致使国会20多年来未能通过任何重大的联
邦控枪法律，而地方层面控枪立法努力也因党
争极化、利益集团阻挠举步维艰。不少共和党
人士近期出席全国步枪协会年会时强调，美国
公民持枪权受宪法保护。

几乎与亚拉巴马州枪击事件同时，宾夕法
尼亚州东南部一处大学校园 15日 22时左右传
出枪声。美联社报道，林肯大学切斯特县校区
当时正在举行春季年度活动，数千人参与，枪
击导致两名女性受伤。

同在15日，肯塔基州城市路易斯维尔发生
枪击，一名枪手在一座公园内向人群射击，导
致 2人死亡，4人受伤。10日，路易斯维尔市中
心一家银行发生枪击，一名供职于这家银行的
年轻男子持枪打死至少 5 名同事，另致 9 人受
伤。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美国累计发生群体性枪击事件163起，超
过 1.2万人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2023年或成
为2016年以来枪击事件最多的年份。（包雪琳）

生日聚会变惨案 美国亚拉巴马州枪击致4死28伤

2023年4月13日，在日本东京，民众手举标语在日本国会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参加集会，
抗议日本政府推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新华社记者 岳晨星 摄

这是4月16日在美国亚拉巴马州戴德维
尔拍摄的枪击事件现场。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