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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惠灵顿12月11日电（记者 黄兴伟 刘洁秋）
针对恒天然集团浓缩乳清蛋白受污染事件，新西兰政府11
日公布了第一阶段的政府调查报告，对乳品等食品监管体
系提出29项改进建议。新西兰官员当天表示，将向中国等
新兴出口市场增派贸易专员。

这份由独立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说，新西兰各级监
管部门缺乏具有乳品加工和监管专长的人才，并在包括乳
品业在内的食品安全研究方面投入不足。报告建议政府提
升对乳品业产品和原料追溯的能力，推行更加标准化的召
回制度，修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监管法规。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部长内森·盖伊和食品安全部部长
奈凯·凯耶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接受所有改进建
议，并每年拨款800万至1200万新元（1新元约合0.81美
元）开展以下关键工作：向中国等新兴出口市场增派贸易专
员；建立食品安全科学研究中心；提高乳品的加工和监管能
力；成立食品安全和保障顾问委员会；巩固并简化相关法律
和监管规定。

盖伊当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新西兰的食
品是安全可靠的，中国的消费者可放心食用。新西兰非常
重视中国市场，将额外派遣4名贸易专员常驻中国，与中国
相关政府部门合作。凯耶说，新西兰政府今后将继续加大
食品安全研究领域的投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今年8月，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宣布，新西兰乳制品巨头
恒天然旗下工厂生产的约38吨浓缩乳清蛋白粉被检测出含
有肉毒杆菌毒素，这些乳清蛋白粉作为原料生产婴幼儿配方
奶粉、饮料等产品，已有部分出口至中国等海外市场。事件
发生后，相关奶粉产品在多国被下架和召回。随后初级产业
部开展的多次重新检测又发现，其中含有的是一般不会引发
食品安全问题的梭状芽孢杆菌，而不是致病的肉毒杆菌。

新西兰政府公布
恒天然事件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向中国增派贸易专员

新华社专电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负责能源事务的
国务大臣迈克尔·法伦接受《泰晤士报》专访时说，英国将允
许中国公司在英国本土建设和运营核反应堆，这表明英国
政府正在向中国核能企业敞开大门。

英国《泰晤士报》10日报道，此前中国广核集团与中国
核工业集团原则上同意，将持有英国萨默塞特郡欣克利角
核电项目30%到40%股权，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公司希望
在英国建设自己的核反应堆。

英国各界对允许中国核能企业在英国本土建设核反应堆
尚存疑虑，认为中国公司缺乏透明度，质疑中国核能企业的专
业技术和安全标准是否合格。另外，有人认为，如果英国核能
供应依靠中国国有企业，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

法伦就此回应，只要中国公司遵守英国监管规定，在获
得英方批准的前提下与现有企业合作运营，就能在英国经
营自己的项目。

法伦说，中国并不是唯一想要在英国境内建设核电站
的国家，近来包括加拿大、美国、韩国、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企
业都提出了投资意向。

英国将允许
中国在英建核反应堆

可保两年
这项协议经民主党参议员帕蒂·默

里和共和党众议员保罗·瑞安斡旋达
成。

协议横跨今后两个财政年度。支持
者认为，国会至少 2015 年 10 月 1 日前
不会因财政预算再起“战事”。

协议削弱自动减赤机制，允许联邦
机构和可自由支配项目在今后两年间多
花费 630 亿美元，但通过其他渠道节
流。协议要求政府今后十年额外削减赤
字200亿美元至230亿美元。

默里和瑞安把协议描绘为新时代的
起点。

瑞安说：“我认为这项协议向正确方
向迈出一步。”他是2012年总统选举共
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瑞安说：“打破僵局，达成跨党派预
算妥协，这将防止政府明年1月关门。”

绕过分歧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称赞这项

协议为国会罕见跨党派合作的信号。

他说：“这是个好的信号，彰显国会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能够走到一起，打
破短视、迫于危机决策的循环，把事情做
成。”

事实上，默里和瑞安的成果没有看
上去那样难以取得。这项协议绕过两
党在预算争论中的最大分歧，即共和党
要砍掉的退休和医保大项目何去何从，
以及民主党抨击的富人税收漏洞何时
堵上。

严格意义上讲，上述协议并未包含
增税内容，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依靠“拔消
费者羊毛”增加财政收入，例如购买机票
时需缴纳更高的机场安全费。另外，联
邦政府职员退休福利和军人养老金将各
自削减60亿美元。

有待投票
预算协议并未扫清所有障碍，仍需

争取共和党保守派议员和少数民主党议
员的支持。默里说，她对协议本周在众
议院获得通过抱有希望。两院必须在明
年1月15日前分别通过预算协议，否则
政府将再次面临关门风险。

协议反对者已经发出声音。共和党
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说，协议借助入不
敷出，使“华盛顿不负责任的预算决策”
变本加厉。他说：“我们需要政府债务减
少，需要实体经济提供更多报酬好的工
作。这项预算协议没能实现这两项目
标，使更多人更难实现美国梦。”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政府有望在两年内避免重蹈关门覆辙

美国国会达成跨党派预算案

2013年诺贝尔奖
颁奖仪式举行

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
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和经济
学奖颁奖仪式 10 日在瑞典首都斯
德哥尔摩举行，瑞典王室主要成员、
政界领导人及各界人士 1500 余人
出席颁奖仪式。12 月 10 日是瑞典
工业家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每年
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都安排在这一
天举行。 （新华社/路透）

亲密校友掌舵
俄罗斯总统网站 9 日发布公告说，

普京当天签署《关于提高国有媒体效率
的一些措施》的总统令，核心内容是撤销
俄新社与“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把两
家媒体资产并入新成立的联邦国家单一
制企业“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

新通讯社的“基本活动方向”是“向国外
宣传俄罗斯联邦国家政策与俄罗斯联邦
社会生活”。

同一天，普京还签署了一项任命“今
日俄罗斯”总经理人选的总统令，现年59
岁的著名记者兼主持人德米特里·基谢
廖夫成为这家庞大媒体舰船的掌舵人。

基谢廖夫深得普京赏识，与俄总统
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关系密切，
三人同为列宁格勒大学、现称圣彼得堡
大学校友。

基谢廖夫常因亲克里姆林宫言论引
发争议。例如，他曾“恭维”普京：“就活
动范围而言，在20世纪诸多先辈中，只
有斯大林可以与政治家普京相提并论。”
而谈及俄反对派组建的协调委员会，他
说，这不过是“反对派骗子的陈腐诡计”。

引发不同声音
普京撤销俄新社与“俄罗斯之声”电

台的决定，在俄国内引发不同反应。一

些人担忧普京或借机加强媒体控制，当
局已不需要“体制内的自由主义”。

俄新社总编斯维特兰娜·米罗纽克
现阶段谢绝一切媒体采访。但在一段流
传于互联网的告别视频中，米罗纽克向
下属坦言，自己事先并不知情。

曾担任俄版《福布斯》网站主编的罗
曼·巴达宁说，俄新社的人认为，他们受
到了反对派“沼泽广场”集会等连累，言
外之意，他们“做了国家允许之外的事”。

打造外宣“双利剑”
任命亲信也好，或想控制舆论也罢，

外界还是从新通讯社“一把手”基谢廖夫
的履历中捕捉到普京的某些用意。

基谢廖夫曾从事对挪威与波兰广
播，与德国、日本等国电视台有过合作，
虽然后来转战“国内”，但有相当丰富的
对外宣传经验。

基谢廖夫本人对“今日俄罗斯”通讯
社的使命心知肚明：“恢复对俄罗斯的公

正态度，使之被视为一个具有善意的重
要国家。”

而俄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
诺夫对总统令进行解释时也强调：“俄罗
斯奉行独立政策，坚决捍卫国家利益，而
向世界说明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应该让
多数人了解……”

俄罗斯常因民主、人权、腐败等问题
受到西方媒体指摘。近年来，俄政府倾
注大量人力物力改善俄罗斯的国际形
象。据基谢廖夫介绍，已在国际舆论场
打出一片江山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也
将纳入“今日俄罗斯”通讯社。俄政府把
新通讯社定名“今日俄罗斯”，也有借“今
日俄罗斯”电视台品牌效应、打造外宣

“双利剑”的考量。
俄政治分析师谢尔盖·科夫让罗夫

一语道破普京心意：“国家的方向已非常
清楚：在世界信息市场竞争激烈和经济
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在公共关系方面
投入更多精力。”（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撤销俄新社与“俄罗斯之声”电台，成立“今日俄罗斯”通讯社

普京布设外宣大局

曝光的绝密文件显示，加拿大情报
部门在全球数十个国家设立间谍岗位，
为美国国家安全局收集信息情报。双方
还打算“扩大和深化”这类合作。

“密切合作关系”
加拿大广播公司 10 日再度曝光加

拿大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合作。上个月，
这家媒体机构报道，2010年八国集团峰
会和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举行时，
加方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局搜集情报。

两次报道的消息源都是美国情报机
构承包商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的
文件。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应美国国安
局请求，加拿大通信安全局在全球范围

设立间谍岗位，搜集“贸易伙伴”的情报，
涵盖大约20个“高度优先国家”。

这则报道依据斯诺登所获美国国安
局一份4页备忘录，标注为“绝密”，日期
为2013年4月3日，属于“最新鲜”密件
之一。

密件把两国情报部门合作描述为
“密切合作关系”，情报共享范围“涵盖国
家和跨国目标”。

密件显示，“双方都愿意扩大和深
化”情报合作。

利用温和形象
密件写道，加拿大通信安全局有“独

一无二”的优势，能在美方无法进入的地
区收集情报并分享。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安全和情报专家
韦斯利·沃克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
从密件可以看出，加拿大情报部门能够
利用加拿大相对温和的国际形象，在国
外秘密收集海量信息。

“我认为，我们在国际上被视为无害
的伙伴，因而我们仍可以或多或少地利
用这个国际品牌。”沃克说，“加拿大的情
报（收集活动）不广为人知。”

“美国或英国在其他国家的情报
活动必定引起注意，而加拿大受到注
意和监视的程度至少不会像它们那么
高。”

沃克警告，加拿大情报部门与美方
合作，面临非常大的风险。一旦暴露，不
仅秘密行动破产，而且要承受外交后果，

当事国会认为加方外交机构中每一个人
都有间谍嫌疑。

高层理应知情
渥太华大学情报专家沃克认为，鉴

于后果严重，加拿大通信安全局在海外
设立间谍岗位应该获得部长级官员乃至
总理批准。“它在政治和外交层面非常敏
感，暴露的后果非常严重。”沃克说，“无
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类事必定需要获得
级别非常高的官员批准。”

加拿大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称，加拿
大通信安全局的活动受一名独立委员监
管。美国政府一名发言人拒绝就这一报
道予以回应。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利用“温和形象”搜集“贸易伙伴”情报，涵盖约20个“高度优先国家”

加拿大助美国全球监控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9日签署总统令，
把两大国有媒体俄罗斯国
际新闻通讯社与“俄罗斯
之声”电台合并，在此基础
上成立“今日俄罗斯”国际
新闻通讯社。

尽管俄罗斯民众对普
京出其不意的行事风格早
已习以为常，但此番动作，
仍令不少人大呼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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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 10 日宣
布达成跨党派财政预算
协议，有望在两年内避
免美国政府重蹈关门覆
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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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演员承认向奥巴马寄毒信
12月10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特克萨卡纳，美国女

演员香农·格斯·理查森（左）被带离联邦法院。
香农·格斯·理查森10日向一家联邦法院认罪，承认向

总统奥巴马和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等人寄送含有蓖麻毒素
的信件，目的是嫁祸曾提出离婚的丈夫。理查森现年 35
岁，曾在《吸血鬼日记》《行尸走肉》等电视剧中出演小角色。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比勒陀利亚12月11日电（记者 郭兴华 陈莹
莹）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遗体告别仪式11日在行政首都比
勒陀利亚市总统府举行。

当天，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前往总统府出席了曼德
拉遗体告别仪式，并代表习近平主席、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曼
德拉的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南非总统祖马和巴西等国领导
人也相继前往瞻仰曼德拉的遗容。

前来吊唁的民众需要先进行登记，随后在总统府门前
排队等候进入。透过玻璃棺椁，可以看到曼德拉面容安详，
身穿蜡染黑底金色花纹的衬衣。遗体胸部以下的部分被木
制棺椁遮盖，4名警卫守护在棺椁的四角。一名南非吊唁
者说，曼德拉看上去很好，“他已经住在天堂了”。

隶属南非军方遗体护送车队的莱蒂莫下士告诉新华社
记者，车队于当地时间11日早上5时15分抵达总统府，并
将于晚上6时护送遗体返回军方医院。莱蒂莫曾数次见过
曼德拉。他说，曼德拉为南非做了太多，我们已准备好与他
告别，并会在心里珍藏关于他的记忆。

李源潮出席
曼德拉遗体告别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