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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近期发生3起持凶器伤人案件，网络上也频现宣称
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发动类似袭击的帖子，引发民众担忧。韩
国警方8月6日说，警方已对54名涉嫌发布这类消息者发起
调查。

韩国警方6日说，涉嫌发帖者中包括多名未成年人，警
方正在调查这些案件的具体情况。

警方透露，涉嫌发帖者来自韩国多个地区。其中，首尔一
名31岁嫌疑人因在网络上宣称要在一处地铁站实施暴力活动
被捕；江原道一名17岁嫌疑人在社交媒体上声称要在一处车
站行凶；庆尚北道警方6日将一名33岁男子移交检方，他曾于
上月在网络上威胁谋杀一名女子并发布凶器照片。

此外，首尔中央地方法院6日以谋杀未遂罪名对一名20
多岁男子发出逮捕令。这名男子4日在首尔一处公交车总
站持刀徘徊，被警方逮捕。此前，他曾在网络上宣称将实施
暴力犯罪。

面对网络上一系列“恶性犯罪预告”，韩国民众感到担
忧，一些人甚至减少外出。

韩国警察厅长尹熙根4日发表声明，宣布警方首次启动
“特别治安行动”，持续到“民众不再不安”为止。连日来，韩
国警方在各地的广场、地铁站、百货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部
署警力，并派全副武装的特警待命。

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言人李度运6日说，警方已派人重点
保护89个可能受到暴力威胁的地区，拦截并搜查了442名可
疑人员。此外，警方派遣包括志愿者在内的超过2.2万人在
3444处地点巡逻。

近日，韩国发生3起恶性犯罪事件。7月21日，一名30
多岁男子在首尔地铁新林站附近持刀伤人，造成1人死亡、3
人受伤。8月3日，京畿道城南市一名20多岁男子先是驾车
撞伤多名行人，随后进入一家商场，持凶器袭击民众，造成1
人死亡、13人受伤。8月4日，大田市一所高中发生持刀伤人
案件，一名教师受伤。 新华社特稿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模式出现了明显
变化。多家外媒的报道称，虽然欧美各国承诺会一如既往地
支持乌克兰，但他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从“提供更多军火”向

“让乌克兰获得的武器用得更久”转移。
美国“政治”网站近日援引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说，西

方援助策略的变化，反映出各国意识到俄乌冲突将持续下
去。美国国防部采购和维护业务负责人威廉·拉普兰特表
示，美国正联合欧洲盟友“在欧洲建立武器维修保障设施，加
紧翻译培训和维护手册”。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载文称，乌克兰军队的夏季反攻进
行了近两个月，事实证明，俄军的防线远比预想中的更难突
破，乌军重型装备在密集的雷区面前举步维艰。在寻找突破
口的过程中，包括美制“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和德国“豹2”式
坦克在内的很多装备，均不断传出战损或被抛弃在前线的目
击报告。

“政治”网站称，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装备“总体上是有
效的”，但数量有限。设法回收受损装备并确保它们可以重
新投入战斗，成了当前的一大挑战。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受邀参观了靠近前线的一处秘密
维修基地，看到西方提供给乌军的不少装甲车辆正在维修，
其中包括被俄军坦克击中、“仅受轻伤”的车辆。一名监督维
修工作的乌克兰中尉表示，他对这些战车的生存能力感到满
意，认为这些车辆能够更好地保护士兵，受损车辆的修复工
作因此显得更加重要。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有数十个国家向乌克兰运送了价
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由于装备型号异常庞杂，乌克兰军队
的后勤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由美国、英国和波兰领
导的22国联合工作组正负责统筹这些武器的维护保障，以
便为乌军的反攻提供更加持久的动能。“商业内幕”指出，这
个机制通过追踪零配件损耗率，协调维修设施，重建了部分
供应链。

考虑到乌克兰军人不熟悉西方武器，装备的妥善率是重
点关注的事项。受制于库存时间太久等因素，一些武器运抵
乌克兰后不适合立刻投入战斗，而是需要临时整修。如果工
作量太大或者故障太复杂，整修就必须在波兰和捷克境内的
设施进行。

“政治”网站援引拉普兰特的话说，尽管面临重重挑
战，欧美各国仍在过去一年里成功建立起武器维护设
施，后方支援团队能够“即时获得信息并找到解决办
法”。他说，“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乌克兰军队）拥有需要
的一切。就算某个零配件来自地球另一端，我们也会及
时将其送到。我们现在做的大部分事情与确保‘可持续
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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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新闻8月4日报道，印度上月实
施大米出口禁令以来，市场对全球食品通
胀的担忧加剧，米价已创下 11 年来新
高。曾经价格稳定的大米，如今与昂贵的
小麦一样，面临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通胀”
风险。

■影响较15年前更深远
印度政府7月20日宣布，禁止除蒸谷

米和印度香米外的大米出口，以保障国内
市场供应。舆论普遍认为，印度明年将举
行大选，今年将举行地区选举，控制通胀成
为莫迪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拿“米袋子”
做文章。

然而，印度此举在全球掀起波澜。联
合国粮农组织大米市场分析师雪莉·穆斯
塔法认为，新德里出台该禁令恰逢全球粮
食安全风险加剧之际，选了一个“不是很好
的时候”。

首先，自2022年9月以来，全球大米
市场价格上涨了15%—20%。印度占全球
大米出口的 40%以上，去年出口总量为
2230万吨。出口禁令将影响该国约1000
万吨大米出口，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可想而
知。

其次，新作物进入市场还有大约三
个月时间，眼下供应紧张。其他出口商
的库存都比较低。印度这个产米大户
突然收紧“米袋子”，无疑会加剧缺粮局
面。

再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小麦
价格上涨，价格相对稳定的大米原本成为
替代选择，缓解全球谷物价格飙升带来的
粮食危机。而今，由于黑海农产品外运协
议破裂，小麦价格高企不说，就连大米这
个全球粮食市场“稳定器”也不复当年。

最后，受全球厄尔尼诺现象等气候因
素影响，印度等多国水稻产区减产。汇丰
银行经济学家警告，极端天气事件可能进
一步影响农作物产量，并推高各类农产品
价格。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称，印度并非
第一次实施大米出口禁令。2007年10月

曾颁布类似禁令，后暂时解除，并于2008
年 4 月再度颁布，将米价推高了近 30%。
不过，当时印度还没充当全球非印度香米
（non-basmati white rice）出口的主要参与
者。而今，印度颁布禁令的影响显然会比
16年前更为深远。

■引发米价失控担忧
“当印度禁止出口一种对全球数十亿

人的饮食至关重要的主食时，会发生什
么？”英国广播公司（BBC）设问。舆论认
为可能产生几方面影响。

首先，将引发对全球大米价格失控的担
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
埃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认为，禁令将
推高米价，今年全球粮食价格可能上涨
15%。

日经新闻在8月4日的报道中称，最
近几周，全球米价飙升至罕见的高点。7
月 27 日，泰米交易价格为每吨 607.50 美
元，自禁令颁布以来基准价格在一周内上
涨了62.50美元。目前交易价攀升至2012
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报道进一步指出，到 2023 年—2024
年作物生长季节结束时，全球大米库存预
计降至 1.7042 亿吨，为 2017 年—2018 年
以来最低水平。受供应下降以及天气情
况影响，全球大米价格可能持续高企。

与此同时，由于担忧厄尔尼诺现象影
响大米生产，从亚洲国家到大洋彼岸的美
国、加拿大，民众纷纷囤购大米，导致米价
涨涨涨。目前，泰国和越南的大米出口价
已升至2021年以来的最高位。

有分析指出，米价上涨还会对其他农
产品价格产生传导效应。能否遏制全球
粮价上涨势头，一是要看印度何时“解
禁”，二是要看黑海农产品外运协议能否
重启。

对此，位于秘鲁的国际马铃薯研究中
心（CIP）亚洲区域负责人萨玛伦杜·莫汉
蒂表示，印度政府短期内取消出口禁令的
可能性非常低，可能至少持续至明年4月

大选。业内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
国际粮价提升态势会比较明显。

■亚非国家受冲击
除了影响粮价外，有统计显示，印度

的禁令可能影响全球数百万人，其中亚洲
和非洲的消费者受到的冲击最大。

被印度禁止出口的大米份额约占
全球大米贸易的 15%。最依赖这些大
米的国家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
南。

巴克莱银行指出，亚洲国家中，马来西
亚可能成为受禁令影响最大的国家。菲律
宾可能成为受全球大米价格上涨影响最大
的国家。

《日经新闻》称，米价上涨也可能影响
到日本。虽然日本的大米几乎可以自给自
足，但它依赖进口大米来生产味噌和米饼
等加工食品。消费者可能需要花更多钱购
买上述食品。

除亚洲外，许多非洲和中东国家也容
易受到影响。惠誉解决方案公司旗下的
BMI研究机构表示，高度依赖印度大米的
市场集中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中东和
北非，特别是吉布提、利比里亚、卡塔尔等
国。

联合国和其他组织今年发布的《世界
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非洲有
19.7%的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如果情况恶
化，可能在非洲国家蔓延政治和社会动
荡。

雪莉·穆斯塔法说，禁令对弱势群体
的伤害最大，因为他们将收入的更大一部
分用于购买食品。价格上涨可能迫使他
们减少消费食物数量、转向营养不良的替
代品，或者削减其他必需品开支。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限制大米出口
后，阿联酋、俄罗斯也相继宣布暂停大米
出口。萨玛伦杜·莫汉蒂担心，如果越南、
柬埔寨等主要大米出口国也实施出口限
制，而印尼、马来西亚等主要大米进口国
进行囤积，全球大米市场可能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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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当地时间
8月6日上午，乌克兰首都基辅高耸的“祖国
母亲”雕像上的苏联国徽已更换为乌克兰
国徽上的三叉戟。

报道称，8 月 1 日，基辅当局移除了这
名女性挥舞的盾牌上的锤子和镰刀标

记。随后，当局开始在雕像上安装乌克兰
国徽三叉戟标记，此过程受到乌媒的广泛
关注。

此前，乌基础设施部部长库布拉科夫
7 月 14 日曾在社交媒体上称，经过数月的
讨论，乌国家建筑和城市规划监察局已批

准基辅市政府用乌克兰国徽上的三叉戟
取代基辅“祖国母亲”雕像上的苏联国徽。

随后，乌当局便开始拆除基辅祖国纪
念碑上苏联国徽的工程。这项工作原定于
8月24日《乌克兰独立宣言》发表32周年之
前完成。

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祖国纪念碑
又名“祖国母亲”，建于1981年，高62米，雕
像为一名手持宝剑和印有苏联国徽的盾牌
的女性。整个纪念碑包括基座在内高达
102米，重约500吨。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乌克兰采取一
系列举措加快“去俄化”。乌克兰多地拆除
公共场所与苏联、俄罗斯有关的建筑物、纪
念碑，并重新以乌克兰历史人物、艺术家、
诗人、士兵等名字为城市街道命名。

英国《卫报》7 月 28 日曾报道称，乌克
兰南部城市敖德萨正通过拆除雕像和重
新命名街道来剪断与俄罗斯的历史联
系。报道称，曾经站立在敖德萨市中心基
座上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雕像，如今正“躺
在”一个博物馆的巨大盒子里，远离公众
视线。

对于乌克兰“去俄化”行为，俄罗斯《消息
报》曾援引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话称，自危机开
始以来，乌当局一直在积极地“去俄罗斯
化”。他表示，俄罗斯希望看到乌克兰是一个
友好的、不禁止俄罗斯文化和俄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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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警方调查54名恶性犯罪预告人

军援乌克兰

西方转向“边送边修”

基辅“祖国母亲”的盾牌，换了

全球米价创11年来新高影响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