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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联 合 国 7 月 25 日 电
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乔治城大学和联合国大学25日
发布新的指导方针，以更好地保护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迁徙儿童。这
是联合国发布的首个气候变化背景
下迁徙儿童权利保护问题全球政策
框架。

这份《关于气候变化背景下流
动儿童的指导原则》共提出9项原
则，关注由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导致一些儿童在境内和跨境流动过

程中面临的特殊和多层面脆弱性。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安东尼

奥·维托里诺说：“制定这些指导原
则的目的是，确保在政策辩论和方
案规划中对儿童的需求和权利加以
考虑。在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灾
害的背景下，管理迁徙和解决儿童
流离失所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应对
的巨大挑战。”

根据指导原则，仅在 2020 年，
就有近1000万儿童在受到与天气相
关的冲击后流离失所。大约10亿儿

童生活在33个面临气候变化影响高
风险的国家，未来几年还会有数以
百万计的儿童迁徙。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凯
瑟琳·拉塞尔说:“流离失所的儿童
遭受虐待、贩卖和剥削的风险更
大。他们更有可能失去接受教育和
医疗保健的机会。他们经常被迫早
婚和做童工。通过这些原则指导下
的协调行动，各国政府、民间社会
和国际组织可以共同努力，更好地
保护流动儿童的权利和福祉。”

为更好地保护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迁徙儿童

联合国发布首个全球政策框架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美国
国务院最近发布有关强迫劳动和卖
淫等人口贩运情况的年度报告，对
各国品头论足、指手画脚，在指责
别国的同时标榜本国是做得最好的

“一类国家”。
然而，美司法部网站去年 11

月公布的一起事件，揭露了这个
“伪圣国家”的真面目。100 多名
墨西哥和中美洲工人被诱骗到美
国佐治亚州南部强迫劳动。他们
白天在持枪者的监控下徒手挖洋
葱，挖一桶只能挣 20 美分，晚上
住在拥挤肮脏的工棚里，没有足
够的食物和干净的水……在近似
200 多年前美国黑奴的劳动条件
下，至少2人最终死亡。

分析人士指出，自诩“民主灯
塔”的美国，昔日是奴隶贸易的罪
恶之地，如今依旧是人口贩运和强
迫劳动的重灾区。浸透血泪、戕害
生命的罪恶勾当还在黑暗中继续。

靠鞭子发家

奴隶制是美国原罪。美国1776
年宣布独立时，蓄奴是合法的。据
英国《卫报》报道，美利坚的缔造
者们一边倡导“人人生而平等”，
一边却在美国最早的宪法中默许了
黑奴的存在。

据统计，1525 年至 1866 年间，
累计有超过1250万非洲人被贩运到
美洲从事强迫劳动。大量黑奴被迫
在恶劣条件下从事高强度劳动，受
到残酷压榨和折磨。

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
斯特在 《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
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 一书中
描述了当时棉花种植园的景象：
很多奴隶衣不蔽体，有的十几岁
的 孩 子 赤 身 裸 体 ， 遭 受 风 吹 日
晒。他们从早到晚几乎无休止地
为奴隶主劳动。

鞭子和枪支是提高生产率的
“法宝”。巴普蒂斯特在书中写道：
“（在密西西比州）一个男子落在
前排队伍之后，黑人工头试图用

‘一顿鞭打’让他跟上进度，而他
进行了反抗。白人监工掏出手枪，

打死了他。”在奴隶主的残酷压榨
下，黑人奴隶成为当时世界上效率
最高的产棉者。

巴普蒂斯特指出，棉花生产推
动了美国的领土扩张，使其经济增
长率居全球首位。美国《纽约时报
杂志》评论说，美国的繁荣建立在
黑人劳动力被榨取的基础上，“一
代又一代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
重要但被忽视的角色”，而他们却
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开“法律后窗”

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
国颁布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名义
上在全境范围内废止奴隶制，却
留下了“法律后窗”：作为惩罚，
对罪犯实行奴隶制或强迫奴役并
不违法。

南北战争后，压榨犯人的做法
在美国南部迅速“普及”。据西班
牙《起义报》报道，当时美国一些
州为延续奴隶制传统，在证据不足
的情况下，以未足额交租、小偷小
摸等罪名，把大批获得解放的黑人
奴隶关进监狱，强迫他们收割庄
稼、采矿和修筑铁路。

美国一些州政府还利用法律漏
洞，靠出租犯人赚得盆满钵满。美
国记者沙恩·鲍尔在 《美国监狱》
一书中详细描写了得克萨斯州等地
的“营生”。南北战争后，这些州
的政府将犯人租赁给有权势的政治
家、矿业公司或种植园以提高收
入，而对犯人从事何种工作、工作
多长时间几乎毫无限制。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
又打着“缓解收容压力、降低监禁
成本”的旗号引入私营监狱，把本
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交给利益集
团。唯利是图的私营监狱迅速扩
张，从 1990 年到 2010 年数量增加
了 16 倍。据统计，截至 2019 年年
底，超过10万人被拘禁在美国私营
监狱，长期从事高强度、低报酬的
强迫劳动。

在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
留中心，强迫劳动现象也很严重。
据英国《卫报》报道，经营佐治亚

州斯图尔特移民拘留中心的私营监
狱业巨头美国惩教公司为减少成
本，让被关押人员承担烹饪、打扫
等工作，只付极低报酬。如果拒
绝，被关押者就会被关禁闭。

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巴兹·德雷
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美
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留下了严重
漏洞，把奴隶制在监禁条件下合
法化了。

对强迫劳动听之任之

如今，美国的强迫劳动现象依
旧无处不在，在家政、农业种植、
旅游销售、餐饮、医疗、美容服务
等23个行业或领域尤为突出。美国
丹佛大学网站刊文披露，目前在美
国至少有50多万人在现代奴隶制下
从事强迫劳动。

美国政府对强迫劳动的广泛存
在听之任之。加州山火肆虐时，很
多犯人被派到一线，冒着生命危险
充当救火员，只拿到微薄收入。新
冠疫情肆虐期间，美国一些女子监
狱中的囚犯被迫加班加点生产口
罩，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而
自己却没有口罩可用。一名感染新
冠肺炎的女囚犯表示，这里就像

“奴隶工厂”，监狱把她们当成了摇
钱树。

与此同时，美国使用童工现象
也非常严重。美国至今仍有约50万
童工从事农业劳作。国际劳工组织
连续多年对美国农场童工严重工伤
表示关切。

此外，美国至今拒绝承担起消
除强迫劳动的大国责任，仍未批准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 和 《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每年从境外
贩卖至全美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
达10万人。

“人权灯塔”的光，始终照不
到美国自己身上。正如美国历史学
家斯文·贝克特和塞思·罗克曼所
写，“奴隶制已深深烙在美国资本
主义的基因里”。美国的强迫劳
动，恐将继续吞噬更多的无辜生
命，制造更多的人间悲剧。

浸透血泪的美国强迫劳动史

新华社伊斯兰堡 7 月 25 日
电 受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委
托，巴基斯坦的巴中友好组织
——中国之友论坛日前在该国西
南部俾路支省城市吉拉赛义富
拉，向受洪涝灾害影响的当地民
众发放中国援助的救灾物资。

在当地一处安置受灾人员的
临时营地，中国之友论坛主席卡
西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
表示，此次以中国大使馆名义向
俾路支省受灾人员捐赠的物资包
括近千份粮食包裹，可以满足该临
时营地800余名受灾人员的紧急
粮食需求。此外，因强降雨摧毁了
当地电力传输设备，救灾物资中还
包括300台小型太阳能发电机。

卡西表示，中国总是在巴基
斯坦民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
援手，坚定不移地支持巴基斯坦
人民。中国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
巴中铁杆友谊。

当地一名受灾民众艾哈迈德
在领取救灾物资后接受记者电话
采访时表示，每份粮食包裹中的
食物足够1人食用3至4个星期，
极大缓解了受灾民众迫在眉睫的
粮食短缺。另一受灾民众钱迪奥
表示，中国这一善举赢得了当地
民众的心，相信中国将继续通过
推动巴中经济走廊建设支持当地
人民，帮助俾路支省受灾民众早
日摆脱贫困。

受季风影响，6月中旬以来巴
基斯坦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侵
袭，引发洪涝灾害。据巴国家灾
害管理局25日公布的报告，截至
24日，强降雨在巴基斯坦共造成
至少310人死亡、295人受伤。俾
路支省灾情最为严重，共造成100
人死亡、57 人受伤，另有 6052 座
房屋被毁、约580公里道路受损。

巴基斯坦遭遇

多轮强降雨侵袭

7月 25日，一名女子涉水
经过巴基斯坦卡拉奇一条被积水
淹没的道路。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