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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1 1 月 份 ， 在
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印
尼国警刑事侦查总部部
长已通过我华联及好兄
弟 分 发 了 2 . 0 0 0 份 的 生
活物资，此次又再次分
发1.500份，为此，我们
为印尼国警刑事侦查总
部部长所付出的爱心及
行善之举深受感动。在
此，我谨代表苏北华联
苏用发主席、徐煜权执
行主席及全体出席交接
仪式的领导，向国警刑
事侦查总部部长，对棉
兰民众所给予的关爱与

关怀，致以衷心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我们将
把 1 . 5 0 0 份 生 活 物 资 传
递给真正需要的贫苦民
众，以便减轻他们的生
活负担。

 
 随 后 ， 诸 位 出 席

交接仪式的华社团体领
导及代表签署交接证，
并同时发放承运着生活
物资的每辆货车，一同
开往各个分发地点，将
物资即日分发给各地贫
苦民众。（小郑 报道）

扶贫济困 奉献爱心
印尼国警刑事侦查总部部长再次通过苏北华联及好兄弟

向棉兰贫苦民众分发1.500份生活物资（下）

交接仪式结束后，全体出席领
导及代表合影

印尼国警刑事侦查总部部长分
发的生活物资

美国—东盟领导人
峰会近日落下帷幕。会
前美方一些人的高调门
和会后并无多少实质性
成果形成鲜明对比。“
威逼利诱”东盟国家加
入“小圈子”，无法给
地 区 带 来 繁 荣 稳 定 。
其“制华”的“良苦用
心”不过是美国一厢情
愿，注定失败。

从 东 盟 国 家 对 此
次会议的反应看，妄图
逼迫东盟选边站队的路
子根本走不通。东盟第
一大经济体印尼总统佐
科会前即公开表示，印
尼认为东盟对包括美国
在内的所有伙伴都保持
开放，东盟愿开展包容
互利的具体合作；马来
西亚贸工部长阿兹明表
示，印太经济框架是一
个受欢迎的倡议，但进
入中国参与的《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代表更大、更直
接的机会；柬埔寨首相
洪森更是明确指出，“
柬埔寨不会在美国和中
国之间选边站”。

不 难 看 出 ， 美 国
或诱导或逼迫东盟国家
加入地区对抗的“良苦
用心”，与东盟国家希
望维持良好国际关系、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实
现经济持久发展的意愿
背道而驰。美国“一呼
难百应”的背后，既有
中国与东盟互利共赢、
优势互补的强大经济逻
辑，也有美国近年来霸
道做法逆全球大势而动
给地区发展带来的“切
肤之痛”。

美国举办本次特别
峰会意在为其主导的“
印太经济框架”铺路。
其框架明确将中国排斥
在外，旨在建立排挤中

国的供应链体系。这与
近年来美国鼓吹的“对
华脱钩”一脉相承。但
是，美方显然忽视了一
个事实：东盟与中国互
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双
边贸易额巨大，即使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仍逆势
上 涨 ， 今 年 前 4 个 月 ，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
达到近2900亿美元，同
比增长9.4%。中国的供
应链健全、市场超级庞
大，对东盟国家来说意
味着海量机会。如果迎
合 美 国 “ 印 太 经 济 框
架 ” ， 将 中 国 排 斥 在
外，东盟国家将失去重
大发展机遇。况且，新
的供应链形成需要经历
漫长过程，成本巨大。
相比之下，近年来坚守
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并
没有向东盟提供更多市
场准入机会，经济援助
也是寥寥无几，是不折
不扣的口惠而实不至。

更何况，美方近年来四
处挥舞关税大棒、“毁
约退群”、逼迫他国“
选边站队”等，已经严
重影响包括东盟地区在
内的多国正常贸易往来
和供应链产业链稳定。

美国一再表示与东
盟的关系至关重要，并
声称要将双方关系提升
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但美国并没有真正尊重
东盟，也没有真正视东
盟为平等合作伙伴。多
年来美国驻东盟大使一
直空缺，美国驻泰国大
使空缺已近一年半。而
在本次为期两天的峰会
上，美国总统拜登没有
与远渡重洋而来的东盟
各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
见，宣布向东盟提供的
援助仅1.5亿美元，这与
美国国会正在推动的向
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军
事援助相比几乎不值一

提，其傲慢与敷衍暴露
无遗。

在美国—东盟峰会
召开前一周，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联合
发表声明称，作为11月
东盟相关峰会、G20峰
会和APEC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三大重要峰会的东
道主，“决心与所有合
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合
作”。泰国媒体指出，
此 举 意 在 提 醒 国 际 社
会，应给予东盟在不受
外部压力和干扰的情况
下做好工作的机会。不
难看到，东盟国家不愿
搞零和博弈，也不愿推
动集团对抗，东盟欢迎
的是促进本地区长期可
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
合作倡议。对于这样的
声音和意愿，美方一些
政客切不可视而不见、
装聋作哑。（完）

中新网

 郭言：美国的“小圈子”
给不了东盟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