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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刑警组织 10 月 28 日说，该机构
协调多国执法部门，针对欧洲邮政运输领
域展开一系列突击行动，缴获面值超过
1400万欧元的假币。

德新社援引欧洲刑警组织消息报道，
缴获的假钞大部分是改头换面的所谓“电
影币”，它们与真钞十分相似，但附有不显
眼的“免责声明”，注明“非法”或“电影
币”，表明它们是假钞。然而，这些免责声
明不容易被肉眼注意到，所以犯罪分子钻
了空子，试图将其冒充为真正的货币。

查获最多的是面额 50 欧元的假钞，
其次是20欧元假钞，此外还有少量硬币、
美元和英镑。

此次协调行动由西班牙、葡萄牙和奥
地利警方牵头，参与国家共18个，包括法
国、德国、英国和美国。行动中缴获多达
174件装有假币的包裹，促使警方对犯罪
网络启动144项新调查。

德新社说，合法的电影币或游戏币可
以通过互联网订购或在专业商店购买，这
样的“钱”很容易区分真假。 据新华社

欧洲刑警组织缴获大量假币
面值逾1400万欧元

近年来韩国餐馆堂食价格上涨，不少
上班族转而青睐实惠的便利店午餐。然
而，韩国一些大型连锁便利店10月28日
表示，由于近来配料和送货成本增加，即
食食品价格上涨，消费者对便利店午餐的
需求有所下降，便利店午餐也不再那么

“香”了。
据《韩国时报》报道，CU、Emart24、

GS25、7-11 等连锁便利店新推出的餐食
价格大多在6000韩元（1000韩元约合5.17
元人民币）至近7000 韩元之间。以GS25
门店为例，16种即食食品中有5种价格接
近6000韩元。通常，大多数消费者在便利
店买饭的预算低于5000韩元。

多个便利店经营方表示，由于原料价
格上涨，便利店餐食涨价不可避免。

根据韩国央行 9 月公布的生产者物
价指数，猪肉涨价幅度最大，达16.1%；其
次是牛肉，达 11.2%。畜产品价格上涨
8.2%，渔业产品价格上涨5.3%。

据新华社

涨价了

韩国便利店午餐不再“香”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10 月 28 日更新
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把刺猬濒危级别
从“无危”上调为“近危”。专家警告，造
成刺猬数量锐减的头号因素是车祸。

根据最新评估，全球不少国家的刺
猬数量锐减，包括英国、挪威、瑞典、丹
麦、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等国。英
国牛津大学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索菲·拉
斯穆森告诉法新社，据评估，过去十来
年，英国、瑞典和挪威的刺猬数量减少了
35%至40%。

按拉斯穆森的说法，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此次将刺猬的濒危级别上调至“近

危”，而这种动物的情形“已经非常接近
‘易危’，也许下次评估就会被上调为‘濒
危’”。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编制，是全球动
物、植物和真菌保护现状最全面、最权威
的名录。名录将物种划分为9个等级，按
严重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灭绝、野外灭
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危、数据缺
乏、未予评估。

专家警告称，造成刺猬死亡的头号因
素是车祸。此外，杀虫剂、作为食物来源
的昆虫数量减少等因素也威胁刺猬生存。

拉斯穆森介绍，由于栖息地减少，刺
猬更频繁地到人类活动区域觅食，很容
易在路上被汽车碾死。刺猬遇到威胁
时，往往先是一动不动评估形势，然后尽
可能逃窜，但如果时间紧迫，则放弃逃
窜，直接蜷缩成球。这种招数对付猫头
鹰、狐狸等天敌颇为有效，但面对机动车
则毫无用处，车辆碾死刺猬的事件屡见
不鲜。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当天在哥伦比亚
卡利市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期间举行
新闻发布会，发布上述消息。 据新华社

频繁被车碾

全球刺猬濒危级别上调

10月28日，一名女子经过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的一家大众工厂。
德国《商报》27日报道，德国大众集团正探讨一系列核心品牌降成本措施，包括降薪10%和两年不涨薪，以期节约40

亿欧元。 新华社/路透

美国媒体 10 月 28 日发布的民调结
果显示，41%的美国注册选民“极其或非
常”担忧11月初总统选举后发生试图推
翻选举结果的暴力事件，35%的选民“一
定程度上”担心出现这类事件。

担忧暴力事件

美联社与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11
日至 14 日所做民调显示，37%的选民担
忧有人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推翻选举结
果；32%的选民“极其或非常”担忧地方或
州选举官员试图阻止辖区选举结果最终
得以确认。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认定选举
存在“大规模舞弊”。他的大批支持者于

2021年1月6日闯入国会，试图阻止国会
认证选举结果。骚乱导致5人死亡、上百
名警察受伤。1200余人因这起骚乱受到
联邦刑事指控，特朗普所受多起刑事诉
讼也与骚乱相关。至今仍有特朗普的支
持者认定那次选举结果被“篡改”。

根据上述民调结果，65%的选民认
为，特朗普如果败选，不会接受选举结
果；77%的选民认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如果败选，会接受
选举结果。在共和党与民主党选民中，
均有90%的人认为，一旦对方党派总统候
选人当选，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削弱
美国“民主”。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选民奥斯塔
拉·凯说，特朗普“对宪法构成实质威

胁”，上任后可能“为所欲为”；亚利桑那
州共和党选民德布拉·阿波达卡则认为
哈里斯对美国“民主”更具威胁性，指责
民主党政府太过重视对外援助而“怠慢”
本国民众。

质疑选举制度

民调结果显示，约半数美国选民认
为，候选人即便未获得足够多的选民票
却仍能够借助赢得选举人票而获胜，已
经成为美国总统选举的“主要问题”。

美国总统选举采取选举人团制度，
50个州按人口比例分配选举人票，获得
538 张选举人票中的至少 270 张即为获
胜。目前美国绝大多数州以“赢者通吃”
方式确定选举人票归属，即赢得某州多

数选民票的总统候选人获得该州全部选
举人票。

依据该制度，即便在全国取得选民
票优势，也不一定最终赢得选举。因此，
对于选情胶着的特朗普和哈里斯而言，

“摇摆州”投票结果至关重要。两人目前
均着重在宾夕法尼亚、佐治亚等七个“摇
摆州”造势、投放竞选广告。

威斯康星州民主党选民德布拉·克
里斯滕森反对选举人团制度：“在这个科
技发达的年代，我们为什么不能一人一
票呢？”

本次民调从相关样本库中抽取1072
名美国成年人展开访问，受访者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美国人口组成。民调误差率
为正负4.2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

近八成美国选民忧虑大选后发生暴力事件

德媒称大众集团考虑降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