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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总理公开表达不满意大利总理公开表达不满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月9日在
布鲁塞尔对记者表示，马克龙昨天
对泽连斯基的邀请“很不合适”。
她认为，马克龙为了讨好其国内舆
论，牺牲了欧盟的团结。

梅洛尼发表此番评论的起因
是，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2月8
日在巴黎与泽连斯基举行单独会
面，并举行晚宴。意大利安莎社报
道称，法、德在欧盟峰会召开前12
小时将乌克兰领导人带到塞纳河
畔的举动不合时宜。特别是意大
利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且在乌克
兰问题上一贯表达支持立场。

据欧洲新闻网报道，2月9日，
除了马克龙和朔尔茨，其余 25 个
欧盟国家领导人分成4批，接连与
泽连斯基进行了“集体会面”。而
原定当天举行的梅洛尼与泽连斯
基的双边会面因时间关系而取消，
两人参加了“乌克兰-意大利、西
班牙、波兰、罗马尼亚、瑞典和荷兰
的小组集体会面”，梅洛尼在会上
强调了意大利对乌克兰反抗俄罗
斯“入侵”的支持。在约30分钟的
集体会面结束后，梅洛尼与泽连斯
基进行了非正式对话。安莎社称，
梅洛尼与泽连斯基的会面没有完
全消除“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政治
而非外交摩擦”。

对于意大利方面的不满，马克
龙2月9日不予置评。他对记者表
示，此安排并无不妥，“我想要接待
泽连斯基总统与朔尔茨总理。8
年来，法国和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扮演着特殊角色，我认为我们处在
我们的角色之中。”

本周早些时候，法德两国经济
部长赴美与美方经贸高官就美国

《通胀削减法》所涉绿色产业补贴
会晤，同样是欧盟制造业大国的意
大利没有参与其中。欧洲“政治新
闻网”称，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
乔尔盖蒂2月9日就此表示，“这不
会冒犯我们，但让我们感到惊讶”，

如果意大利政府这样做，“我们会
被指责为‘反欧洲’……我们将受
到审判”。而在意大利国内，反对
派借此质疑总理梅洛尼的领导能
力，称她“在欧盟被孤立”。

德国《西南新闻报》2 月 10 日
评论说，泽连斯基近期访问了华盛
顿、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但没有
访问柏林，“这绝对可以被视为一
种外交侮辱”。报道认为，访问的
顺序说明价值，战争中的国家自然
会讨好武器供应最多的国家。“无
论如何，德国在基辅并没有受到特
别重视，因为它过去与俄罗斯打交
道较多，在对乌供应武器方面犹豫
不决。”

比利时首相比利时首相：：““我们国家自己我们国家自己
也需要战斗机也需要战斗机””

在欧盟国家中，有一位领导人
经常被指责为“俄罗斯的盟友”，即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2月9日，“欧
尔班怠慢泽连斯基”成为一些西方
媒体的关注重点。美国《新闻周
刊》网站称，一名记者在社交媒体
上发表的视频显示，“当泽连斯基
走向欧盟领导人时，所有人似乎都
为他鼓掌，除了匈牙利总理欧尔
班”。自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匈
牙利一直反对向基辅提供武器。

不过，欧尔班 2 月 9 日与泽连
斯基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欧
尔班表示，“匈牙利将继续通过人
道主义援助帮助乌克兰人，但我们
不会提供武器”，“匈牙利属于和平
阵营！”

泽连斯基此次访欧的重点是
要战机，但这个目标似乎进展不
大。彭博社2月9日援引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欧盟代表的话称：“欧
洲领导人已明确向泽连斯基表示，
他们准备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
事援助，但暂无一人承诺提供战斗
机。”马克龙 9 日在欧盟峰会后表
示，即使乌克兰的欧洲盟友决定向
基辅提供战机，也不可能在“未来
几周内”提供。比利时首相德克罗

则在峰会前明言拒绝，称“我们国
家自己也需要战斗机，来保护我们
国家的领空，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
方式帮助乌克兰”。

“强大的形象，大格局的话语，
冷酷的现实”，德国电视二台 2 月
10日用这三个词来总结泽连斯基
的欧洲之行。报道称，美丽的画面
无法掩盖欧洲有限团结的事实。
泽连斯基想要战斗机和远程导弹，
德国似乎对新一轮的武器交付辩
论感到恼火，许多欧盟成员国仍为
是否援乌主战坦克辩论而疲惫不
堪。《华尔街日报》9日的报道还披
露，欧洲盟友不愿兑现早先发出的
向乌提供坦克的信号，令人怀疑是
否有足够的坦克及时抵达乌克兰，
以应对预期的俄罗斯进攻。

““泽连斯基非要泽连斯基非要‘‘逼逼’’朔尔茨吗朔尔茨吗？？””

2 月 9 日下午，德国《焦点》周
刊发表和法国《费加罗报》早前对
泽连斯基的联合采访。“泽连斯基
非要‘逼’朔尔茨吗？”德国《焦点》
周刊 10 日报道称，据说泽连斯基
在采访中谈及朔尔茨：“我必须逼
迫他帮助乌克兰，并不断说服他，
这种帮助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
欧洲人。”但在后来的采访版本中，

《明镜》周刊将这句话调整为：“我
必须施加压力，让他帮助乌克兰。”
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与德国的关
系“像波浪一样起伏不定”。他还
批评欧洲国家领导人，自己“每天”
都要求他们提供武器，对俄罗斯施
加制裁。

“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像泽连
斯基那样与德国总理和其他领导
人交谈。”俄罗斯《观点报》2 月 10
日引述德国联邦议院前议员和政
治学家拉尔的话称，德国政府没有
政治独立性，继续忍受泽连斯基的
无礼，遵守美国的指示。“乌克兰成
功地将德国拖入与俄罗斯的冲
突。许多最初谴责俄乌冲突的德
国人，现在对与俄可能发生的军事
冲突感到震惊。” 本报综合消息

通货膨胀正在造成美国的生
活成本危机。作为衡量生活消费
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对居民实
际生活开支影响的指标，消费者
价 格 指 数（CPI）在 美 国 居 高 不
下。根据美国劳工部上月中旬发
布的数据，尽管美国 CPI 在去年
12 月开始放缓，但去年全年 CPI
仍较上年同期上涨 6.5%。尤其是
食品价格，过去一年，美国食品价
格总体涨幅已超过 10%。截至去
年 12 月，仅鸡蛋价格就飙升 60%，
黄 油 上 涨 31% 以 上 ，生 菜 上 涨
25%。

综合近期各方预测，尽管今年
拜登政府和美联储仍会大力降低
通胀，但美国通胀率不太可能降至
美联储预设的2%的目标。换言之，
压在美国家庭肩上的生活成本重
担一时半会还轻不下来。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报道称，“天价”的食品生活用品账
单，开始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离开
普通商超，转向专门售卖廉价必需
品的“一元店”，以节省日常生活开
支。

美国统计数据网（Statista）显
示，在接连遭受新冠疫情和高通胀
冲击后，近年来“一元店”在美国生
意大火。国际零售市场研究机构
Coresight Research 最近一份报告
显示，“一元店”在美国人食品生活
用品总开支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
稳步上升。根据 Coresight 公布的
每周美国消费者追踪报告，已经有
超过1/5的美国消费者在“一元店”
购买食品生活用品。

近期发表在《美国公共卫生杂
志》上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一元
店”已成为全美增长最快的食品零
售商，其店面扩张速度，特别是在
美国农村地区的扩张步伐都达到
创纪录的水平。

Statista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1
年，全美共有3.5万家“一元店”，比

2017 年增加近 5000 家。在 Statista
列出的包括亚马逊、苹果等综合电
商平台和电子消费品卖家在内的
2021 年美国零售商综合排名百强
榜中，全美最大的两家“一元店”连
锁一元总店和一元树分列第17位
和第19位，其排名甚至超过美国著
名的连锁百货巨头梅西百货公司，
这两家“一元店”企业全美门店数
量均超过 1.5 万家，而且消费者忠
诚度也处于前列。

所谓“一元店”，其实是一种
较为形象的说法，严格意义上并
不是店内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一
美元。在物价飞涨的当下，真正
能用一美元买到的商品并不多，
但“一元店”总体商品价格比普通
商超便宜。Statista 给出的 2021 年
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选
择去“一元店”购物，主要是因为
价格便宜。

除了便宜之外，“一元店”也有
其他的优势，比如部分消费者认为
其店面位置合理，离自己家近，购
物方便。从“一元店”内所购商品
类型来看，大多数消费者会选择卫
生纸、清洁用品、室内装饰用品等
家居类产品。

针对越来越多消费者转向“一
元店”采购食品，一元总店和一元
树也开始积极行动。福布斯网站
报道称，在增加店面数量的同时，
这两家公司也在改变店内商品的
陈设格局，扩展冷藏区域的面积，
提供包括健康食品和生鲜在内的
更多食品选择。也有分析指出，

“一元店”毕竟专注于廉价商品，
在这里购买的食品种类和质量难
以保证。如果这两家公司能在店
内食品类商品上进一步做好文章，
那必将增加其对消费者的吸引
力。不仅能巩固现有客户群，还能
从定价更高的商超手中抢来新客
户。

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一则新加坡补习班老
板因帮学生在考试中作弊被国际
刑警通缉的消息成为舆论热点，
也引发外界对新加坡教育内卷的
讨论。新加坡遍布着各种各样的
补习班，这个人口不到 600 万的
国 家 可 谓 名 副 其 实 的“ 补 习 大
国”。

“这没有什么呀！”在新加坡科
研机构做文秘的艾斯特·陈谈到

“补习大国”这个名号时不以为
然。她是记者的邻居，有两个女
儿。艾斯特说，她的两个女儿目前
都在上小学，除了放学后去补习班
上课，她还给孩子们请了私人教
师，到家里给她们补习汉语。

在新加坡，像艾斯特这样的家
长大有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
2021 年对家长展开的调查显示，
78.4%的受访者家中有孩子正在参
加补习，13.8%受访者的孩子曾参
加补习，只有7.8%受访者的孩子从
未补习。

报道称，新加坡的补习费用
并不低，据统计，新加坡家庭平均
补习费用是每月 88.4 新币（1 新币
约合 5 元人民币），其中 67%的新
加坡孩子每月补习费用超过 400
新币。新加坡《海峡时报》称，补
习班的火爆让一些精英教师每年
的补课费收入超百万新元，而且

他们的课程甚至需要提前两三年
预约。

补习火爆的背后，是新加坡
充满竞争的教育体制。很长一段
时间里，新加坡从小学开始就按
成绩分班，孩子们几乎从一年级
一直考到六年级。一年级升二年
级时，会根据母语水平来分班。
二 年 级 升 三 年 级 时 ，会 分 快 慢
班。三年级下学期还有全国统一
的天才教育计划（GEP），测试英
文和数学水平。四年级结束后有
一次校级考试，根据成绩将学生
分成 EM1、EM2、EM3 3 个不同的
课程班。六年级结束后，所有学
生必须参加小学离校考试。初中
毕业后，学生参加 O 水准考试，成
绩好的学生可进入政府理工学院
或初级学院。

分流制度过早给孩子贴上标
签，也引发了新加坡国内诸多不
满，新加坡教育部开始推行“减负”
措施。2008年，四年级分流制度被
废除。2019年开始，小学多项考试
被取消。然而，这几年补习班却越
开越多。究其原因，还是考试所
迫。例如新加坡教育部多次声明
不鼓励学生参加GEP培训班，可是
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孩子，很难通过
GEP考试。

本报综合消息

泽连斯基走后，争吵在欧洲扩散
“我没有权利不带着成果回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9日在布鲁塞尔发表被西

方媒体称为“动情的”讲话，称乌克兰“正在为捍卫欧洲而战”，呼吁欧洲国家向乌提供先进
战斗机以及远程武器。

不过据彭博社2月9日报道，截至当天他结束欧洲之行返回乌克兰时，没有一位欧盟国
家领导人承诺向乌提供西方现代战斗机。

泽连斯基此次先后访问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并与欧盟领导人举行特别峰会。在欧
盟高调对乌克兰表达支持的表象下，争吵逐渐扩散开来。意大利总理公开对法国总统马克
龙先邀请泽连斯基访问巴黎表示不满，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比利时首相
德克罗明确表示，该国不会向乌提供战斗机。9日晚些时候，德国《明镜》周刊发表对泽连斯
基的采访，他自爆“逼迫”德国总理朔尔茨的说法引发争议。

生活成本加大，美国“一元店”火了

补习班火爆背后：

新加坡“减负”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