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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島坐落在敖德薩的進出口航道上，敖德薩
港是烏克蘭最大的港口，也是黑海沿岸最大的港口
之一，是烏克蘭糧食出口及運輸的主要門戶。7月
1日，敖德薩地區遭到3枚導彈炮擊。烏克蘭當局
表示，炮擊至少造成19人死亡。

烏克蘭軍方聲稱，俄軍撤退是因為 「無法承
受烏克蘭的炮火、導彈和航空部隊的衝擊。」 不
過，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科納申科夫表示，撤軍是
為了表明俄方沒有阻礙聯合國建立人道主義走廊，
協助烏克蘭農產品出口所作出的努力。

俄羅斯國家杜馬議員切爾尼亞克表示，俄軍
撤走後，現在世界上沒有人能夠指責俄羅斯阻礙船
隻從烏克蘭港口駛出，人為地製造飢餓。6月30
日，載有7000噸穀物的貨船從烏克蘭別爾江斯克
港口出發。這是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第一批烏克蘭
穀物出口。別爾江斯克是位於烏克蘭東南部札波羅
熱州的港口城市，該州領導人巴里特斯基表示，俄
羅斯的黑海艦隊 「正在確保這艘商船的航行安
全」 。

普京：無人阻烏運糧船
同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會見印尼總

統佐科時重申，俄羅斯沒有阻礙烏克蘭運出糧食。
國際糧食短缺問題早在俄對烏特別軍事行動前就已
發生。一些國家試圖將糧食危機歸咎俄羅斯，對俄
制裁只會使國際化肥和糧食市場形勢不斷惡化。

俄新社指，烏克蘭軍隊還在黑海港口布雷，
導致糧食無法通過船舶運往世界市場。俄羅斯方面
表示，如果烏方願意排除敖德薩港的水雷，俄方願
意放行烏克蘭運糧船，但烏克蘭方面以擔心安全為
由拒絕排雷。

普京認為，全世界糧食產量有8億噸，而烏克
蘭大約500萬噸小麥被封鎖，只佔世界糧食市場的
2.5%，只佔全球糧食總產量的0.5%。而俄羅斯今
年準備向世界市場出口5000萬噸糧食。他強調，
俄羅斯在向全球市場供應小麥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
位。

西方經濟政策導致糧荒
普京稱，國際糧食短缺問題早在俄對烏特別

軍事行動前就已發生。一些國家試圖將糧食危機歸
咎俄羅斯，對俄制裁只會使國際化肥和糧食市場形
勢不斷惡化。此外，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西
方國家增加財政赤字，並開始從世界市場上掠奪糧
食，導致價格大幅上漲。 「我們一再強調，世界糧
食市場的失衡是一些國家長期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
的直接後果」 。

6月29日，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張漢暉在俄羅斯
《論據與事實報》發文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一再將糧食危機的源頭歸咎於俄羅斯，指責俄軍
事行動構成 「戰爭饑荒罪」 ，西方的說法缺乏事實
依據。

雖然俄羅斯和烏克蘭是重要產糧國，但張漢
暉指出，美國ADM、邦吉（Bunge）、嘉吉
（Cargill）和法國路易達孚（LouisDreyfus）四家
公司，壟斷全球80%以上糧食貿易，控制國際糧
食定價權，在全球糧價波動中賺取超額利潤。這四
家跨國糧商才是控制國際糧食市場的 「幕後之
手」 。

除壟斷市場外，年糧食產量位居前列的美
國，不僅每年平白浪費30%至40%糧食，而且為
了解決能源價格高企問題，美國不惜將大量作物用
作生產生物燃料牟利。數據顯示，美國僅玉米就有
近三分之一用於生物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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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島位置為何重要？
蛇島位於烏克蘭南部敖德薩州海岸約

48公里處，屬敖德薩州管轄。烏克蘭的農
產品出口大部分都由敖德薩進出，而蛇島
是保證敖德薩港口與外界通航順暢的戰略
要衝。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布達諾
夫表示，任何控制蛇島的人都可以隨時阻
止船隻向烏克蘭南部移動。

糧食危機謊言與事實

美FCC批准星鏈擴大服務範圍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6月30

日，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批准，太
空科技探索公司SpaceX在飛機、貨船及貨
車等一連串交通運輸工具上運營其 「星鏈」
衛星網絡服務。

「星鏈」 計劃旨在向近地軌道發射數萬
顆小型衛星，構建巨大衛星群，以便在全球
範圍提供寬頻互聯網服務。

特斯拉及SpaceX創始人馬斯克表示，
FCC通過授權後， 「星鏈」 預計將用於飛
機、船舶、大型貨車和房車
等各類型的運輸工具。不
過，馬斯克稱不會將 「星
鏈」 裝載到特斯拉汽車上，
因為設備終端體積太大。

SpaceX最近與夏威夷
航空公司和獨立航空運營

商JSX簽訂了首批協議，尋求在客機上提供
WiFi服務。在FCC的許可下，SpaceX此前
一直在美國灣流航太公司的噴氣機和美軍飛
機上測試定製的 「星鏈」 終端。

自2019年以來，SpaceX已向近地軌道
發射約2700顆 「星鏈」 衛星，並積累了數
十萬用戶。用戶要連上該系統的寬帶互聯

網，需購買一個599美元的終端套件，
並支付每月110美元的費用。

在低地軌道衛星互聯網領域，
SpaceX、英國衛星運
營商OneWeb和亞馬
遜的Kuiper計劃之間
正展開激烈競爭，亞
馬遜計劃在今年稍晚
發射第一批寬帶網絡

衛星。

秘魯天災不斷 天空之城受威脅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衛報》報

道：秘魯旅遊景點 「天空之城」 馬丘比丘連
續多日因附近森林遭遇山火意外而險遭威
脅，截至7月1日，約90%的火勢已得到控
制。繼東南部山火後，秘魯北部查文德萬塔
爾地區6月30日又發生山崩，約150棟房屋
被掩埋。

位於秘魯安第斯山脈的馬丘比丘，擁有
「天空之城」 美稱，由500多年前的印加帝

國建造，198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世界遺產保護區。

馬丘比丘附近山火始於6月28日，當地
農民們正在為播種新莊稼而焚燒雜草和碎
屑，不料引發山火。由於火場位置偏遠，同
時地勢陡峭，撲救難度極大。7月1日，秘魯
文化部發表聲明，在消防人員、警方和自然
環境保護部門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下，90%火
勢已得到控制。

馬丘比丘鄰近城市庫斯科市長指出，截
至6月29日，約有20公頃的林地遭大火吞
噬，其面積相當於教廷梵蒂岡的一半。儘管
尚無人受傷，但兇猛火勢嚴重威脅到古城馬
丘比丘。

秘魯國防部長加維迪亞證實，北部查文
德萬塔爾地區30日發生山崩，已導致150棟
房屋被埋。社交媒體流傳的視頻顯示，現場
有大批岩石落下，天空瞬間變暗，民眾尖叫
着逃命。地區救難單位（COER）已開展搶
救作業，呼籲住在陡峭地帶的村民盡快撤
離，並未說明受傷人數。

意大利出節水新招
限制理髮店洗頭次數

【大公報訊】據《衛報》報道：意大利正面
臨數十年來最嚴重的乾旱危機，各城鎮紛紛推出限
水措施，一個小鎮宣布禁止理髮店替顧客洗兩次
頭，違者將要被罰款500歐元（約4000港元）。

意大利小鎮卡斯泰納索發布禁令，禁止理髮
店為顧客洗兩次頭髮。這是意大利首個推出此類措
施的地區，執法部門將對理髮店進行檢查，違規者
最高罰款500歐元，禁令至少持續到9月下旬。

卡斯泰納索擁有1.6萬人口，小鎮上有10家理
髮店。鎮長古貝里尼表示，理髮店給顧客洗兩次頭
髮會浪費水源， 「如果我們將每位顧客的用水量相
乘，我們每天的耗水量就是數千升。」 古貝里尼建
議大城市效仿這一做法，以節約用水。

禁令實施首日，當地理髮店員工卡緹婭表
示，限水令 「有點荒謬」 ，卡緹婭稱很難做到只洗
一次頭髮，因為有的顧客頭髮很髒，有的產品必須
多洗頭才能起效。

古貝里尼表示，他也希望能夠盡快結束禁
令，但由於當地農田需要水源儲備，7月開始，缺
水情況只會更加嚴重。

意大利全境近期均出現嚴重缺水危機，去年
冬季，意大利最長的河流波河（Po River）所在
地區的降雪量及降雨量均不足，導致意大利北部地
區出現嚴重乾旱。各地都在實施限水措施，北部大
都市米蘭的公共噴泉已經關閉。

來源：法新社

俄羅斯實際控制區
俄烏雙方交戰區
俄羅斯宣稱控制區
烏克蘭宣稱反攻區
烏克蘭游擊隊行動

謊言：俄羅斯釀全球糧食危機

事實：

西方制裁俄化肥公司
美英等西方國家聲稱，俄羅斯限制化肥出口，

推高糧食價格。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方沒有對
化肥出口施加任何限制，並指責西方通過對俄羅斯
化肥企業的所有人實施制裁，導致俄產品難以在國
際市場交付。

美歐壟斷糧食貿易
美國ADM、邦吉、嘉吉和法國路易達孚國家

糧食供應商壟斷全球80%以上糧食貿易，控制國際
糧食定價權，在全球糧價波動中賺取超額利潤。

烏拒排除黑海水雷
俄羅斯國防部表示，自2月衝突以來，烏克蘭

方面布設了420枚水雷，其中370枚在黑海海域。
俄羅斯稱如果烏克蘭願意排雷，俄羅斯將放行烏克
蘭運糧船，但烏克蘭拒絕此提議。

美國將糧食充作燃料
美國每年30%至40%糧食、38%穀物被浪

費，由於能源價格持續走高，美國將更多糧食生產
生物燃料牟利。普京指出，國際糧食短缺問題早在
俄對烏特別軍事行動前就已發生。

（來源：《紐約時報》、半島電視台）

▲西方無端指
責俄威脅糧食
安全，圖為懸
掛俄羅斯國旗
的 「馬特羅斯
科甚卡」 號運
糧船。路透社

◀烏東頓巴斯
地區的烏軍15
日使用法國提
供的武器向俄
開火。法新社

▲秘魯旅遊景點馬丘比丘附近發生連日山
火。 法新社

▶ 「星鏈」 謀求應用於
各類型運輸工具，圖為
攜帶 「星鏈」 的火箭6月
29日升空。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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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壟斷國際農產品市場 推動糧價暴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