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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2月25日电（记者王
其冰）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即将生效20周年之际，世卫组织25
日召开发布会表示，尽管近20年来全球
烟草使用率有所下降，但烟草每年仍造成
数百万人死亡，国际社会在控烟方面还需
继续努力。

世卫组织说，烟草使用不仅是非传
染性疾病的主要驱动因素，导致过早死亡
和残疾，还会加重贫困。此外，种植烟草会

消耗生产食物所需的土地和水资源，丢弃
的烟头还会污染环境。为控制烟草使用，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于
2005年2月27日生效，目前共有183个
缔约方，覆盖全球约90%的人口。

世卫组织介绍，该公约提供了一个
法律框架和一整套循证的烟草控制措施，
包括在烟草产品包装上印刷图片健康警
告、提高烟草税等。自公约生效以来，全球
烟草使用率下降了约三分之一，帮助挽救

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不过，世卫组织提醒，各国仍需保持

警惕，烟草产品每年仍造成数百万人死
亡，且相关方正通过积极向年轻人推销等
手段继续破坏公共卫生事业。该组织敦促
各国全面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提出的控烟措施，包括提高烟草
税、实施无烟法规、执行全面的广告和赞
助禁令、禁止和监管烟草制品成分、应对
新兴烟草和尼古丁产品带来的挑战等。

世卫组织：控烟20年 各方仍需继续努力

新华社洛杉矶2月25日
电（记者谭晶晶）根据美国航天
局最新测算结果，一颗编号为

“2024 YR4”的 小 行 星 在
2032年12月22日撞击地球的
可能性已基本排除，撞击概率
已降至0.004%。

这颗近地小行星于2024年
12月27日由位于智利的“小行
星撞击地球最后警报系统”首次
发现，预计直径在40至90米之
间。自去年年底以来，天文学家
一直持续追踪观测这颗小行星，
并调整分析数据。近期，美国航
天局持续下调撞击概率。

美航天局24日表示，随着
对“2024 YR4”的持续观测，
美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近地
天体研究中心的专家对该小行
星的轨道进行了更精确的计
算，将其在2032年12月22日
撞 击 地 球 的 概 率 下 调 至
0.004%，并认为未来一个世纪
内，该小行星对地球没有显著
威胁。此外，该小行星在2032
年12月22日有很小的可能性
会撞击月球，目前计算的撞击
概率为1.7%。

美航天局表示，小行星
“2024 YR4”不再对地球构成
重大威胁，它为天文学家提供
了宝贵的机会来测试行星防御
科研和预警流程。美航天局将
继续观测该小行星，获取有关
科学数据。

美航天局：

小行星“2024 YR4”
撞击地球可能性基本排除

新华社首尔2月26日电
（记者陆睿）据韩国统计厅26日
发布的《2024 年人口动向调
查》，该国2024年新生儿数量
同比增加8300人，这是韩国新
生儿数量9年来首次同比增长。

据统计，2024年韩国新生
儿人数为23.83万名，同比增加
3.6%。新生儿人数增加带动总
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名育龄妇
女生育子女数小幅回升，2024
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为0.75，同
比增加0.03。

韩国总和生育率从2016
年起同比连年下滑，其中2018
年跌破1，2023年跌至2014年
以来的最低值0.72。

舆论分析认为，相较政府
的生育扶持政策，2024年韩国
新生儿人数增加主要受人口结
构影响，即20世纪九十年代初
期出生人口现已步入婚育年
龄。此外，新冠疫情期间压抑的
结婚需求释放也对出生率回升
产生一定影响。

统计还显示，2024年韩国
死亡人数为35.84万人，同比增
加1.7%。由于死亡人口超过出
生人口，2024年韩国人口自然
减少12万人，连续5年人口自
然减少。

韩国新生儿数量
近十年来首次同比增长

2月26日，在约旦首都安曼的
马尔卡机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
二世（右）与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时
期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交谈。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26日
在安曼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时
期总统艾哈迈德·沙拉时重申，约
旦支持叙利亚通过全民参与的进
程重建国家。

新华社发
（穆罕默德·阿布·古什摄）

约旦国王重申
支持叙利亚重建

美国媒体25日引述匿名乌克兰和美
国官员消息报道说，美乌双方已就一项美
向乌索要矿产资源的协议达成一致，乌总
统泽连斯基将于28日赴美同美国总统特
朗普签署该协议。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理
什梅加尔26日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已准
备好”矿产协议的最终版本，该协议将于
26日晚些时候获得乌克兰政府批准。

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
三年后，这份拉锯数周、被白宫宣传为“将
带来持久和平”的协议，实则是乌克兰在美
国不断施压下的“城下之盟”。美国新一届
政府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其动机并非为
了和平，而是图谋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这种“美国优先”的做法早已不是新鲜事。

拉锯后的协议拉锯后的协议

什梅加尔说，过去两周，乌美政府就
签署相关协议开展了大量工作，并“实际
上制定了最终协议版本”，该协议名为“关
于设立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规则与条件
的协议”。

什梅加尔同时表示，乌方不考虑在
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签署任何协议，美
国支持“乌克兰获得安全保障以建立持久
和平的努力”。

“这是一笔数额非常巨大的交易。”
特朗普25日在白宫对记者说。

据媒体此前报道，按照协议，美乌将
共同设立一项基金，乌方会将本国石油、
天然气、矿产等资源未来收益的50%注
入该基金。美国将最大程度地拥有该基金
产生的经济利益，将部分收入用于对乌克
兰的再投资。协议不再包括乌克兰向美国
所有的基金注资5000亿美元的内容，同
时也不再要求乌方以两倍数额偿还未来

任何美对乌援助。

强力施压强力施压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不久就紧盯乌
克兰的矿产资源。特朗普、美国财政部长
贝森特、美国政府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
使凯洛格等轮番登场，通过电话外交、社
交媒体发帖、到访基辅等各种形式展开外
交攻势和强力施压。

一段时间以来，美乌围绕矿产协议
分歧突出。美国想利用矿产协议逼迫乌克
兰交出本国矿产开采权，以补偿美国对乌
援助，泽连斯基则认为美方“要价”过高，
还不包括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因此拒绝
美方此前提出的协议版本。

为了逼迫乌克兰速签矿产协议，美
国开启了“强压”模式：推动同俄罗斯直接
谈判，将乌克兰排除在谈判桌外；在言论
上连连向泽连斯基“开火”；威胁禁止乌方
继续使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
链”卫星网络服务；在联合国大会乌克兰
问题紧急特别会议上对乌克兰等多国提
交的决议草案投反对票……特朗普此前
表示，将向乌克兰索要“任何我们（美国）
能得到的东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评论说，
美国已变成基辅资源的交易型掠夺者。美
国《华盛顿邮报》也刊文指出，美国新一届
政府颠覆了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处理全
球事务的方式，使世界回到了强国向弱国
索取贡品、通过胁迫扩张领土的时代。

美式勒索皆为利来美式勒索皆为利来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加速推进对乌
矿产资源控制，一方面是想实现对乌援助
的所谓“回本”，另一方面旨在争夺关键矿

产进行战略布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洲
研究所所长亚当·图泽将该矿产协议形容
为“一次非同寻常的勒索行为”。《华盛顿
邮报》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全球事务简化
为成本收益核算，凸显了“美国优先”的政
策立场。

美国盯上的乌克兰矿产资源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基辅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显
示，乌克兰拥有超过100种关键矿产资
源，其中包括被广泛用于建筑、航天工业
的钛和用于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的锂。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刊文说，关键矿
产是“21世纪经济的基础，在地缘政治中
有着重要战略意义”，同乌克兰的矿产协
议是美国争夺未来产业主导权的战略布
局。西班牙《机密报》网站发表文章指出，
乌克兰危机已从地缘政治冲突转变为经
济争端，“美国已将冲突的解决方案转向
一种交易逻辑”。

尽管美乌就矿产协议达成一致，但
协议落实仍面临多重现实因素制约。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发表文章
说，目前乌克兰安全局势不明，基础设施
受损严重，矿产开采成本高昂，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欧盟也瞄上了乌克兰矿
产资源。据报道，欧盟方面24日向乌政府
递交了一份矿产合作协议。同日，乌总理
什梅加尔在乌克兰政府与欧盟委员会举
行的联席会议上说，乌克兰重建为欧洲企
业提供了巨大投资空间，乌克兰将向欧洲
提供切实的“战略优势”资源。

分析人士指出，在跨大西洋关系裂
痕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乌方的表态进一步
凸显了美欧分歧，未来双方在乌克兰矿产
上的竞争或将不断加剧。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乌克兰矿产协议：

披着和平外衣的资源争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