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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3月29日，外交部與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共同舉行涉疆問題新聞發布會，新疆自治區政府、

新疆教培結業學員、宗教界、教育界、婦女界等代表向中外記

者介紹了新疆在各領域的發展情況，用事實回擊西方編造的謊

言與無理指責。三位新疆女性——迪麗娜爾．卡哈爾、穆乃外

爾．艾合麥提、阿麗米熱．吐爾孫作為代表，對「大規模性

侵」「強制絕育」「強迫勞動」等有關新疆的謠言予以駁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2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新
疆地區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歡迎聯合國
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訪問新疆。
趙立堅說明，中方早已向人權高專發出

訪華並訪疆的邀請，雙方一直保持溝通。
訪問的目的是促進雙方交流與合作，而不
是進行有罪推定式的所謂「調查」。同時
我們也反對利用此事進行政治操弄，向中
方施壓。
趙立堅指出，國際上有個別西方國家一

直利用聯合國人權高專訪問新疆的問題搞
政治操弄，向中方施壓。中方歡迎不抱任
何偏見的人士訪問新疆，但堅決反對搞有
罪推定式的所謂「調查」。

在當天回答「新疆棉花」相關提問時，
趙立堅重申，新疆棉花生產不存在所謂
「強迫勞動」。採棉收入高，新疆採棉工

都是在平等自願、協商一致基礎上與棉花
種植戶簽訂勞動合同，根本不需要搞什麼
「強迫」。
趙立堅引述據新疆農業部門數據，2020

年新疆棉花機械採摘率已達70%。他說，
據了解，種植戶能夠通過手機App足不出
戶訂購機器採摘服務，可以說採棉已經進
入「互聯網+」時代了，這個時候一小撮國
家和個人還在編造所謂「強迫勞動」的故
事，難道是說強迫機器勞動嗎？
趙立堅表示，中國市場始終是開放的。

我們歡迎外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始終為
各國企業在華投資創造良好環境。希望有
關企業在華經營合法合規，不要淪為某些
政治勢力的工具，更不要挑戰中國民意。

●●20192019年年66月月1818日至日至2121日日，，1515個國家和個國家和
組織常駐日內瓦代表和主要外交官參觀訪問組織常駐日內瓦代表和主要外交官參觀訪問
新疆新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H&M等服裝品牌抵制
新疆棉花問題引發輿論關注。29日在北京舉行的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涉疆問題發布會上，棉花成為焦點。
會上有英國記者就H&M在華被抵制提問。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徐貴相首先指出，企業不
應把經濟行為政治化。
他說，這些企業受謠言影響，盲目認為新疆棉花行業

存在「強迫勞動」，建議其思考制裁依據、制裁目的、
制裁意義。「制裁的大棒揮向別國的同時，也會砸着自
己的腦袋，是損人不利己的。」
「中方的反制措施正當、合理、適度，無可指責。我

們也希望更多的企業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當然也有
一些企業表明了繼續合作的態度，對此我們表示讚
賞。」徐貴相說。
「棉花是白的，但一些人的心卻是黑的。」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伊力江．阿那依提在會上
評論「棉花事件」時說。
2020年12月底以來，在中國外交部舉行的多場新疆

維吾爾自治區涉疆問題發布會上已有數位棉農和棉紡工
人現身發聲。有棉農說，「造謠的人根本不是為了維護
我們的權利，而是讓我們農民的棉花爛在地裏。」
伊力江．阿那依提說，歡迎各國企業到新疆的棉花產

地、棉紡企業實地參觀，與棉農和棉紡工人聊一聊，作
出明智的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當地時間3
月28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阿布扎比同
阿聯酋外長阿卜杜拉舉行會談時表示，西方
一些國家的人權觀並不代表國際人權觀。
正在阿布扎比出訪的王毅28日表示，一
國人權狀況如何，應由本國人民來評判，
而不應由其他國家依據自身好惡斷定。西
方一些國家的人權觀並不代表國際人權
觀，世界應該傾聽、吸收發展中國家的主
張，讓人權的定義更加全面、豐富和均
衡。既要重視政治和社會權利，也要重視

生存權和發展權；既要講民主自由，也要
講公平正義。各國文明傳統不同，發展階
段各異，對人權的理解也各有側重，這其
實很正常。
王毅表示，正因為如此，我們主張各國
可以就人權問題進行平等交流，互學互
鑒。中方反對打着人權旗號干涉別國內
政，更反對將人權問題作為政治工具，肆
意對別國攻擊抹黑。這個世界上並沒有高
人一等的國家，也不應把一國的標準當成
國際標準。某些西方國家如果執意以人權

為借口，遏制打壓發展中國家，企圖剝奪
非西方國家的發展權利，這將是人類進步
史上最大的不公。中方願同阿方就人權問
題開展對話，共同促進兩國和世界人權進
步事業。
阿卜杜拉表示，衡量人權的標準應當是

一國人民是否幸福安寧。將自身的價值觀
強加於人，這也是霸權的體現。在人權問
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遭受了不公正待
遇。阿方願同中方加強人權交流合作，共
同促進和保護人權。

中方歡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訪疆

王毅：西方一些國家的人權觀並不代表國際人權觀

因所謂的「抵制中國新疆棉花」，
一個名叫BCI（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
會）的組織引起廣泛關注。記者前往
BCI的瑞士總部實地探訪，其辦事人
員拒絕接受採訪，只是隔着玻璃窗寫

了個網址讓記者進行聯絡，而該網址登出的電話為印度
區號，通過這個電話根本無法聯繫該組織總部。BCI如
此操作，顯然與正規的國際組織有天壤之別，頗有幾分
「草台班子」本色。

首先，BCI不專業。該組織自稱，其目標是在全球推
廣更好的棉花種植標準及行動。業內人士指出，其倡導
的棉花種植標準並不高，起點較低，甚至其中一些標準
在中國已遭廢除和淘汰。這樣一個自我標榜的棉花產業
「行業標杆」，在去年初美、澳一些機構炮製新疆不實
報告之後，未經實地調查就馬上停止了對中國新疆地區
的棉花發放認證書。之後BCI又發表聲明誣稱新疆地區
農場「強迫勞動」風險越來越大，完全無視新疆這個全
球舉足輕重的產棉區已普遍實現機械化作業的事實。更
令人不解的是，日前BCI上海代表處稱，從未發現一例
有關強迫勞動的事件。但BCI總部對自己分支機構的現
場調查結論置若罔聞，對之前的錯誤做法保持沉默。不
難看出，BCI在新疆棉花問題上是蓄意抹黑，自相矛
盾，毫無專業性可言。

其次，BCI不獨立。BCI官方網站顯示，美國國際開
發署是其重要資助者之一。作為直接服務於美國外交政
策的聯邦政府機構，美國國際開發署「名聲在外」。根
據美國媒體的報道，這一機構曾多次被指責干涉受助國
內政。其作為維護美國海外霸權的工具屬性不言自明。
BCI理事會主席馬克．萊科維茨同時是美國Supima總裁
兼首席執行官，而Supima正是美國皮馬棉的推廣和營銷
組織。皮馬棉和新疆棉存在市場競爭關係。BCI此番罔
顧事實，一味「打殺」新疆棉，是否有其他利益考量？

第三，BCI不透明。BCI總部僅僅在一個辦公樓一層
租了幾個辦公室，沒有多少研究人員的情況下，如何做
出令人信服、甚至可以影響全球貿易的決定？更何況
BCI並未公開其制定標準的依據何來、如何決策，如此
缺乏透明度的運作，着實令人生疑。

這樣一個出身可疑、決策失據、自相矛盾、以圈錢為
目的的「非營利性」機構，竟然企圖通過自身所做的決
定抹黑中國、打壓蓬勃發展的中國棉紡織產業，實在是
不自量力，荒唐可笑。 ●新華社

揭開BCI真面目
�
/=

新
疆
官
員
：
企
業
不
應
把
經
濟
行
為
政
治
化

●新疆從過去到現在，棉花生產都不存在所謂「強迫勞動」。圖為2020年10月17
日在新疆瑪納斯縣樂土驛鎮文家莊村，一台採棉機在棉田裏採摘棉花。 新華社

●●33月月2222日日「「天山放歌天山放歌－－新疆各族人民幸福新疆各族人民幸福
生活生活」」主題攝影展覽在位於北京的中國文藝家主題攝影展覽在位於北京的中國文藝家
之家展覽館開幕之家展覽館開幕。。 中新社中新社

來自喀什地區澤普縣的迪麗娜爾．卡哈爾身着繪有鮮艷花紋的玫紅色
艾德萊斯綢套裝，她從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結業後，成為一名博

物館講解員。

「性侵」？ 造謠者只為騙取難民身份

「作為親歷者和見證人，我心裏最清楚，教培中
心根本沒有任何女學員被性侵過。這些報道就是
在侮辱我們女學員。」她憤慨地說。
迪麗娜爾．卡哈爾對造謠者怒斥道：「你們
整天胡說八道，靠詆毀教培女學員的名譽來達
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你們不感到羞恥嗎？良
心不痛嗎？」
在這場發布會上，新疆方面重申，曾對外媒謊稱
「教培中心存在大規模性侵」的圖爾蘇奈．齊亞烏
頓，真實身份為43歲的圖爾遜娜依．孜堯登。她於2019年9月
26日出境，為騙取難民身份，甘作反華勢力的「棋子」和「演員」。

「絕育」？ 很多家庭都生兩三個孩子

對於「新疆當局強制施行節育（墮胎）、絕育措
施」的說法，和田地區和田縣的村婦聯主席穆乃
外爾．艾合麥提直斥「境外一些人成天就知道胡
說八道」。
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告訴記者，村上很
多家庭都生了兩到三個孩子，並享有免費孕
檢、醫保報銷、免費接種疫苗、發放營養品等福
利措施，「根本不用操心孩子的吃、穿、學費問
題」。
穆乃外爾．艾合麥提穿着白色西裝，打扮時髦幹練。
「現在我們農村婦女的生育觀念有了變化。」她說，過去生育孩子多、
家庭負擔重，婦女們天天只能呆在家裏照顧孩子，現在姐妹們覺得優生
優育特別好，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據統計，2010年至2018年，新疆常住人口從2,181.58萬人上升至
2,486.76萬人，增加305.18萬人，增長13.99%。其中，少數民族人口從
1,298.59萬人上升至1,586.08萬人，增加287.49萬人，增長22.14%；維
吾爾族人口從1,017.15萬人上升至1,271.84萬人，增加254.69萬人，增長
25.04%。

「強制勞動」？ 月薪高達4800元

去年4月，阿麗米熱．吐爾孫在村委會宣傳欄上
看到博樂市一家紡織公司的招工信息，報名應
聘。如今她已是技術骨幹，月薪達4,800元人民
幣。
「我每月都向家裏寄錢，家裏的生活越來越
好，吃的、穿的、用的都比以前好多了。」她告
訴記者，村裏還有幾個姐妹通過她的介紹來到公
司，她們都很珍惜這份工作。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統計，2020年，新疆棉產量520

萬噸，佔國內產量比重約87%。截至2019年底，新疆棉花加工企業808
家，佔全國比重84%。然而，一些服裝品牌藉口存在「強迫勞動」抵制
新疆棉花。
「外出務工是為了賺更多錢、過更好的生活，跟境外那些人說的『強
迫勞動』沒有任何關係。」阿麗米熱．吐爾孫說，境外那些人根本不了
解真實情況，瞎編那些話「就是想砸掉我們的飯碗，毀掉我們的幸福生
活，讓我們沒活幹、沒飯吃，他們這麼做非常可恥、可恨」。
會上，還有來自新疆的學者、民眾、宗教人士針對所謂「文化滅絕」
「強迫寄宿」「大規模拆除清真寺」等謠言進行批駁，並表示過上更好
的生活就是對美國等西方反華勢力污衊造謠的最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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