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9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新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
桑（中）宣誓就职后检阅仪仗队。 新华社发（坦桑尼亚总统府供图）

延 伸 阅 读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位于非洲东部、
赤道以南。斯瓦希里语为国语，与英语同
为官方通用语。人口5910万（2018年）。

坦桑尼亚由坦噶尼喀大陆和桑给巴
尔群岛地区组成。坦噶尼喀大陆1961
年取得独立，桑给巴尔 1963 年取得独
立，两个地区在1964年4月26日组成联
合共和国，同年10月29日改国名为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

根据坦桑尼亚宪法，桑给巴尔拥有
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拥有相对独立的行
政机构和宪法，拥有自主的政府、议会，
有民选的总统。桑给巴尔总统同时担任
坦桑尼亚国家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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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5届会议通过《商定结论》

锐观察观察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和总检察长双双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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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加强妇女领导和参与公共生活提出具体建议

坦桑尼亚首位女总统哈桑：“最重要的是我能说到做到”

■ 于怀清

3月26日，在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
为期两周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5届
会议闭幕，当天委员会通过了《商定结论》。

作为会议的主要成果文件，《商定结
论》确认，必须大大加快进度，确保妇女充
分参与和领导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各级决
策。《商定结论》还确认，需要采取配额等临
时特别措施和增强政治意愿，作为实现这
一目标的有力途径。

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姆兰博-努卡
说：“这是妇女地位委员会15年来第一次
讨论妇女参与公共生活问题，这些商定结
论取得了重要进展。世界妇女已经非常清
楚地表明，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满足她们对
两性平等的需要。”她回顾了新冠疫情的破
坏性和歧视性影响，敦促所有会员国迅速
采取行动，实现两性平等代表权。

《商定结论》承认，新冠疫情正在加深
先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然而，最近的数
据显示，妇女在新冠疫情政府特别工作组
中的缺席率居高不下，在137个国家的225

名特别工作组成员中，妇女只占24%。
《商定结论》就促进妇女在决策中发挥

作用的具体措施提出建议：
改变歧视妇女和妨碍妇女平等参与公

共生活的法律和政策；
采取创新措施，在所有领域促进妇女

担任领导人、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
制定目标和时间表，通过配额、任命或

培训方案等相关措施，在所有政府部门实
现性别均衡；

鼓励各政党提名同等数量男女候选
人，并在其机构中促进平等领导。

委员会认为，尽管青年女性参与了解

决气候变化及贫穷等问题的活动，她们在
公共生活中的代表性尤其不足，而且不成
比例地被排除在影响她们的问题磋商之
外。30岁以下的妇女在全球议员中所占比
例不到1%。因此，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必要
采取针对这些人的专门措施，如获得教育、
技术和技能发展，制定指导方案，增加财政
支助和防止暴力。委员会认为，青年女性
有必要尽早接触妇女领导人，作为自己的
榜样，并在立法和决策方面给予青年女性
参与公共生活和政策制定以支持空间。

其他建议包括：采取措施，消除、防止
和应对在公共和私人场所对妇女和女童的

一切形式的暴力；结束对施暴者有罪不罚；
支持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全面康复，如获
得心理社会支持、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就业。

《商定结论》认识到妇女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作为变革推动者的重要作用，强调
在作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决定的所有领
域必须加强妇女的参与和领导，并确保相
关政策、计划和方案考虑到妇女和女童的
具体需要。

《商定结论》强调男子和男童在促进女
性参与公共生活和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
性；并强调提供按收入、性别、年龄、种族、
族裔、移民状况、残障等与公民有关特征分
列数据的重要性。

委员会认为，今年的第65届妇女地位
委员会也是通向“平等一代”论坛的重要桥
梁，该论坛由联合国妇女署召集、由墨西哥
和法国政府与青年和民间社会组织联合主
办。

据悉，该论坛于3月29日至31日在墨
西哥城开幕，6月30日至7月2日在巴黎结
束。该论坛旨在成为两性平等的全球拐
点，推动落实两性平等的重大行动和承诺。

她世界世界

《商定结论》提出：改变歧视妇女和妨碍妇女平等参与公共
生活的法律和政策；

采取创新措施，在所有领域促进妇女担任领导人、行政人员
和管理人员；

制定目标和时间表，通过配额、任命或培训方案等相关措
施，在所有政府部门实现性别均衡。

■ 陈力天 赵磊

2021年3月19日，萨米娅·苏卢胡·哈
桑在位于达累斯萨拉姆的总统府宣誓就
职，成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六任总统
和该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坦桑尼亚前总统马古富力3月17日因
心脏疾病去世，享年61岁。根据坦桑尼亚
宪法，副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继任总
统至2025年任期结束。

哈桑总统在就职仪式上表示，她将继
承前总统马古富力的遗志，呼吁坦桑尼亚
人民在此艰难时刻保持镇静，团结向前。

面对坦桑尼亚提前5年迈进“中等收
入国家”行列的巨大成功和新冠疫情蔓延
之下的诸多挑战，这位一路“稳扎稳打”的
女战士如何带领坦桑尼亚人民走好国家发
展之路，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1960年1月27日，哈桑出生于桑给巴
尔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
家庭主妇。1977年7月中学毕业后，她进

入桑给巴尔规划与发展部担任职员。工作
期间，她陆续完成了多项短期课程的学
习。1980年至1981年，她在桑给巴尔金融
管理学院学习并获得统计学证书，之后于
1983年进入发展管理学院(现姆祖贝大学)
学习，获得公共管理高级文凭。

1986年毕业后，她担任世界粮食计划
署的项目计划官员。这是一个落地桑给巴
尔的乳制品项目，向耕种稻田、修建铁路的
工人们免费提供食物。她因优异的工作表
现被提升为项目干事。怀着对未来更高的
目标与期待，1992年她选择前往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深造，获得经济学研究生学历。

年轻时的求学经历拓展了她的视野，
更为她日后从地方政府走向国民议会长达
20年的政治生涯打下坚实基础。

2000年，哈桑步入政坛，当选桑给巴
尔众议院特别议员，被时任桑给巴尔总统
阿玛尼·卡鲁姆任命为劳工、性别和儿童部
长，成为内阁中唯一的一名女性部长。最
初，她与那些歧视她女性身份的男同事相

处并不融洽。她在采访中回忆：“我坚持我
的立场，最终他们感谢我的贡献。”2005年
大选后，她再度入阁，担任旅游、贸易和投
资部长。

2010年，哈桑作为马昆杜奇选区的代
表当选坦桑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她获得时
任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任命，担任副总统
办公室国务部长，负责坦桑尼亚大陆和桑
给巴尔之间的联合事务。

2014年，哈桑以74.6%的得票率当选
坦桑尼亚制宪议会副主席，负责新宪法的
起草工作，开始被坦桑尼亚民众所熟悉。

2015年7月，她作为革命党总统候选
人马古富力的竞选伙伴，成功赢得“史上最
艰难”的总统大选。她本人成为坦桑尼亚
历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2020年，两人再
度联手，成功连任。

“自己一路走来并不如大家想象得那
么轻松。”哈桑说，“如果同时从事行政工
作和学习，你很难对家庭尽责。”

她将自己的成功总结为能够认真、灵

活地处理每一件事。她喜欢在做决定前充
分听取大家的意见，而对认定的事情又非
常坚定，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这也
是当初革命党选中她作为马古富力竞选伙
伴的重要原因。

熟悉她的人都认为她性情温和、不善
言辞。她自己也说，“或许我看起来比较温
和，但最重要的是我说的话能够被大家听
懂并且说到做到。”

哈桑坚信决心的力量，认为女性也能
够在政治、管理等领域取得成就。她鼓励
女性充分利用现有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潜
能，并强调，“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
是靠我的能力而非他人的帮助。”

她重视教育，呼吁女性努力学习，追求
自己的梦想。她本人也在2015年参加了
坦桑尼亚开放大学与美国南新罕布什尔大
学的联合课程，获得社区经济发展学硕士
学位，实现了自我进一步提升。

（陈力天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
斯瓦希里语专业学生、赵磊系北京外国语
大学非洲学院斯瓦希里语专业讲师）

她喜欢在做决定前充分听
取大家的意见，而对认定的事
情又非常坚定，敢于表达自己
的真实意见。这也是当初革命
党选中她作为马古富力竞选伙
伴的重要原因。

哈桑坚信决心的力量，认
为女性也能够在政治、管理等
领域取得成就。她鼓励女性充
分利用现有的机会发挥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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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他人的帮助。”

近来，澳大利亚政坛爆发一系列丑闻。从澳
执政联盟主要政党自由党工作人员被指控强奸多
名女性，到匿名人士向媒体爆料澳国会大厦内长
期存在淫秽行为，一系列丑闻引发澳民众广泛不
满。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丑闻是澳大利亚系统性
歧视和社会不平等痼疾的缩影，要消除这种根深
蒂固的歧视和不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坛频频爆发丑闻

今年2月15日，现任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的
一名前雇员布里塔妮·希金斯称，2019年联邦议
会选举前夕，自己在国会大厦内的部长办公室里
被自由党内的一名同事强奸。此后，另外4名受
害者也相继提出类似控诉。

2月底，一封匿名检举信爆料，澳大利亚一名
部长级官员在30多年前曾犯下强奸案。尽管媒
体和政府都未透露涉事人姓名，总检察长克里斯
蒂安·波特随后还是承认自己就是传闻中的那名
官员，但否认犯下强奸罪行。

随后，又有匿名人士爆料，部分国会工作人
员长期在国会大厦内实施猥亵行为，并通过聊天
群组分享色情图片和视频。出于政治目的，有的
工作人员还定期将性工作者带入国会供议员“娱
乐享受”。

频频曝出的丑闻让澳大利亚政府焦头烂
额。《澳大利亚人报》近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
示，执政的自由党支持率已降到2019年以来的最
低点。

性别歧视根深蒂固

一系列丑闻让澳大利亚社会为之震惊。一
方面，被曝光的种种不堪行径严重冲击道德底线；另一方面，莫
里森和多名官员处置相关问题的不力表现遭受广泛质疑，引发
澳舆论对该国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的反思。

澳大利亚40多个城市爆发抗议浪潮，超过10万民众走上
街头，对性别暴力和性骚扰表达愤怒。抗议者向国会递交了一
份数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呼吁国会为消除性别歧视行为承担更
多责任。《卫报》澳大利亚版一篇报道直斥国会“充斥着一种有
毒的、反女性的职场文化”。

澳大利亚统计局2020年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
不同性别之间的收入差距为14%，从30多岁到60多岁的各年
龄组别里，女性就业参与率都低于男性。与此同时，女性遭遇
性侵、人身攻击等威胁的风险远远高于男性。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这一系列丑闻从本质上反映出澳大利亚在历史和文
化上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视。“在澳大利亚早期人口比例中，男
性占据绝大多数，整个社会处于男性主导的文化中。即便今
天，同工同酬的问题仍未妥善解决，公司管理者中女性占比也
不高，性别歧视问题不容乐观。”

平等之路依然漫长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系列丑闻是澳社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
歧视和不平等现象的一个缩影。除女性外，原住民、少数族裔
等都是歧视和社会不平等的受害者。

虽然澳大利亚一直以“多元文化社会”自居，但历史上臭名
昭著的“白澳政策”以及对原住民群体的种种残忍行为，都是其
无法回避的污点。时至今日，种族主义“幽灵”仍徘徊在澳大利
亚社会中。

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原住民在澳
总人口中只占3%左右，然而澳全国监狱关押的囚犯中，原住民
占比近 30%。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2020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
84.5％的受访亚裔澳大利亚人在当年1月至10月间遭遇过至少
一起被歧视事件。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18%的澳籍华人在2020年因种族背景受到人身威胁或攻击，
37%的澳籍华人受到区别对待。

陈弘表示，此次丑闻潮引发的强烈抗议，显示澳民众积压
已久的对社会不平等的不满情绪，但对女性的轻视和对少数族
裔的偏见根深蒂固，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澳社会的平等之
路还很漫长。 （新华社发）

2016年8月4日，悉尼举行游行抗议对原
住民青少年实施“殖民暴力”。

新华社发（马特·伯吉斯/摄）

■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 白旭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29日宣布改组内阁，近期处于舆论
焦点的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和总检察长克里斯蒂安·波特双
双被调整到新岗位。

莫里森29日在堪培拉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内政部长彼
得·达顿接替雷诺兹担任国防部长；就业、技能、小型及家庭企
业部长迈克利娅·卡什接替波特，担任总检察长并兼任劳资关
系部长。雷诺兹和波特仍留在内阁，前者担任国家残疾保险
计划部长兼政府服务部长，后者接替卡伦·安德鲁斯担任工
业、科技部部长。安德鲁斯担任内政部长。

莫里森还宣布，为监督落实男女平等和保护女性安全等
方面的政策，将成立一个由外交部长兼女性事务部长玛丽斯·
佩恩领导的工作组。

■ 新华社记者 杨舒怡

韩国统计局25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韩国13岁至29岁
的年轻人中，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结婚后“不一定”要生孩子。

韩联社援引这份报告报道，2020年调查显示韩国所有年龄
段人群对婚后生娃的意愿都有所降低。

在13岁至19岁的人群中，39.4%认为结婚后“有必要”生孩
子，比2018年的46.4%明显降低。在20岁至29岁的人群中，
47.5%认为结婚后“有必要”生孩子，而2018年持这一想法的人
超过半数，为51.5%。

在不小于13岁的受访者中，32%认为结婚后“不一定”要生
孩子，高于2018年的30.4%。

韩国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2020
年为0.84，跌至历史新低。这是韩国总和生育率连续三年低于
1，其中2018年是0.98，2019年是0.92。若要保持韩国人口数
量稳定，总和生育率需达到2.1。

在全体受访者中，51.2%认为有必要结婚，比2018年上升
3.1个百分点，也是2016年以来首次高于50%。不过，韩国统计
局认为据此推断年轻人的结婚意愿升高还为时过早，因为韩国
婚姻登记数量仍在不断减少。

据韩国统计局24日发布的数据，韩国1月有16280人步入婚
姻殿堂，同比减少17.9%，跌至198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最新报告说，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2020年为15.7%，2019年则为14.9%。当这一比例达到20%，将
意味着韩国迈入“超高龄社会”，不少人预测韩国会在2025年迈
入超高龄社会。

韩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近年不断延长。最新统计显示，韩
国人均预期寿命2019年达到83.3岁，而2018年为82.7岁。

■ 新华社记者 林惠芬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一位百岁老奶奶
28日完成第二剂新冠疫苗接种，成为该国首都
迄今最年长的接种者。

今年105岁的巴尔塔格当天在她的孙女和

曾孙陪同下来到接种点接种
了第二剂辉瑞新冠疫苗。“我
孙女是医生，是她说服我接种
的。”她说。老人呼吁更多民
众接种疫苗，“摆脱疫情的唯
一办法是接种疫苗！”

接种点所在的布加勒斯
特4区政府向老人赠送了鲜
花，对她积极接种疫苗的行
为表示赞赏。截至27日17
时，罗马尼亚共有超过191
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其中
超94万人完成两剂接种。

罗马尼亚正面临新一波新冠疫情，而首都
布加勒斯特是全国感染率较高的地区之一。截
至28日，罗马尼亚累计新冠确诊病例936618
例，累计死亡23114例；现有重症病例1386例，
达到疫情暴发以来最高水平，目前该国医院重
症病床占用率已超过90%。

布加勒斯特百岁老奶奶
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新华社发（克里斯泰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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