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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高官：多国暂停资助
近东救济工程处后果“危险”

x
x

1 月 28 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人们准备
领取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救助物资。

新华社发（哈立德·奥马尔摄）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
电 欧 洲 联 盟 外 交 与 安 全
政 策 高 级 代 表 何 塞 普·博
雷 利 4 日 警 告 ，多 国 暂 停
向 联 合 国 近 东 巴 勒 斯 坦
难 民 救 济 和 工 程 处（近 东
救 济 工 程 处）提 供 资 金 ，
有“危险”后果，会危及大
量巴勒斯坦人。

后果“危险”
博雷利当天在社交媒

体 上 写 道 ，众 所 周 知 ，近
东 救 济 工 程 处 在 向 遭 受

“ 灾 难 性 饥 荒 及 疾 病 暴
发 ”的 逾 110 万 名 加 沙 地
带 巴 勒 斯 坦 人 提 供“重 要
援 助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用”，“但一些重要援助
国暂停了资助”。

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
于 1949 年，主要负责向生
活 在 约 旦 河 西 岸、加 沙 地
带 以 及 约 旦、叙 利 亚 和 黎
巴 嫩 的 巴 勒 斯 坦 注 册 难
民 提 供 人 道 主 义 救 助、教
育 和 医 疗 等 服 务 。 去 年
10 月 新 一 轮 巴 以 冲 突 爆
发 后 ，该 机 构 在 加 沙 地 带
人 道 主 义 援 助 中 发 挥 关
键 作 用 。 路 透 社 数 据 显
示 ，加 沙 地 带 三 分 之 二 人
口接受过该机构的救助。

以色列上月末指认近
东 救 济 工 程 处 12 名 员 工
参 与 了 去 年 10 月 7 日 巴

勒 斯 坦 伊 斯 兰 抵 抗 运 动
（哈 马 斯）对 以 色 列 境 内
军 民 目 标 的 大 规 模 突
袭 。 美 国 、加 拿 大 、英 国
等 十 余 个 国 家 随 后 宣 布
停 止 向 这 一 机 构 提 供 资
金。

综合多家媒体消息报
道 ，近 东 救 济 工 程 处 有 大
约 3 万名巴勒斯坦员工。
自 本 轮 巴 以 冲 突 爆 发 以
来 ，这 一 机 构 已 有 150 多
名员工在战火中丧生。

博 雷 利 说 ，以 暂 停 资
助作为惩罚手段“过分”，
且 会 造 成“ 危 险 ”后 果 。

“个 人 所 犯 错 误 永 远 都 不
应 该 导 致 全 体 民 众 受 到

集体惩罚。”
不可替代
博 雷 利 说 ，多 国 暂 停

资 助 近 东 救 济 工 程 处 的
金 额 共 计 超 过 4.4 亿 美
元 ，相 当 于 该 机 构 今 年 全
年 预 期 所 获 资 助 的 近 一
半。“断供”会危及近东救
济工程处自身存在。

近东救济工程处先前
表 示 ，如 果 相 关 捐 助 国 不
恢 复 资 助 ，这 一 机 构 可 能
在 一 个 月 内 被 迫 停 止 工
作 。 此 外 ，该 机 构 已 解 雇
相 关 雇 员 并 启 动 调 查 。
联 合 国 方 面 同 样 承 诺 ，将
对 近 东 救 济 工 程 处 进 行
全 面 的 独 立 审 查 ，依 据 结

果 决 定 是 否 中 止 该 机 构
运转。

博 雷 利 预 期 ，本 月 底
欧 盟 委 员 会 向 近 东 救 济
工 程 处 提 供 新 援 助 资 金
前 ，联 合 国 将 完 成 内 部 调
查 ，随 后 一 项 独 立 的 外 部
调查将启动。

博 雷 利 3 日 在 欧 盟 外
长 非 正 式 会 议 后 同 样 提
到“断供”议题。他说，一
些 欧 盟 国 家 停 止 向 近 东
救 济 工 程 处 提 供 资 金 的
同 时 ，另 有 多 个 欧 盟 国 家
外 长 表 示 将 增 加 对 这 一
机 构 的 资 助 。 不 过 ，他 没
有说明具体国家。

博 雷 利 说 ，以 色 列 多
年 来 对 近 东 救 济 工 程 处
批 评 不 断 ，但 是“ 谁 又 能
在 一 夜 之 间 取 代 ”这 一 机
构 在 向 巴 勒 斯 坦 难 民 提
供 救 助 事 务 中 发 挥 的 重
要作用？

在 3 日 的 欧 盟 外 长 非
正 式 会 议 上 ，博 雷 利 再 次
呼 吁 停 火 。 他 说 ，本 轮 巴
以 冲 突 引 发“多 米 诺 骨 牌
效 应 ”，黎 巴 嫩 、伊 拉 克 、
叙 利 亚 以 及 红 海 水 域 都
受到波及。

博雷利说：“只要巴以
冲 突 持 续 ，就 很 难 相 信 红
海 局 势 会 缓 和 ，因 为 事 物
相互联系。”

泽连斯基视察前线 称考虑更换多名高官
新华社北京 2月 5日电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
斯基4日视察扎波罗热南部
地区作战前线，视察期间附近
地区发生爆炸。在意大利媒
体同一天播出的采访中，泽连
斯基证实，他正在考虑更换一
批高级官员。

泽连斯基4日在社交媒体
说，他视察了扎波罗热地区罗
博季涅的第65机械化旅驻地。
配图显示，他身穿防弹衣在地
下掩体与士兵握手、颁发奖章。

乌克兰总统发言人谢尔
盖·尼基福罗夫当天晚些时候
说，泽连斯基视察罗博季涅期
间，附近地区发生了爆炸。

罗博季涅是俄乌冲突南部
战线的主要热点地区之一，乌

军去年8月收复了这座村庄。
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视

察前线正值乌军总司令瓦列
里·扎卢日内将遭解职的猜测
愈演愈烈。两名消息人士 2
日说，乌克兰政府已经告知美
国白宫，泽连斯基打算解职扎
卢日内。

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4
日播出的专访中，泽连斯基证
实他考虑更换数名高级别官
员，不仅涉及军方高层。

“当我谈到人事变动时，
我考虑的是一些严肃的事情，
不仅涉及某个人，而是关系到
国家领导层的方向，”他说，

“人事变动必要，我正在考虑
替换一些官员，不仅在军队层
面。”

一段时间以来，扎卢日内
与泽连斯基的矛盾陆续见诸
乌克兰国内外媒体。乌克兰
主要报纸《乌克兰真理报》去
年年底以多名不愿公开姓名
的官员为消息源，披露两人矛
盾尖锐。

扎卢日内去年11月接受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
说，俄乌冲突进入消耗战阶
段，战场陷入“僵局”，可能有
利于俄方，乌克兰必须重建军
力。泽连斯基否认这一说
法。路透社认为，扎卢日内对
战局的评估与泽连斯基公开
言论中的乐观情绪形成鲜明
对比；解职扎卢日内可能影响
乌军前线士兵的士气。

一些媒体推测，乌克兰陆

军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或
者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基里
洛·布达诺夫可能接替扎卢日
内的职务。

法国外长：法方反对将加沙居民
“强制迁移”至埃及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

电 法 国 外 交 部 长 斯 特 凡
纳·塞茹尔内 4 日说，法方
反对将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的 居 民“ 强 制 迁 移 ”至 埃
及，希望重启有关“两国方
案”等议题的谈判。

塞茹尔内 4 日与埃及
外交部长萨迈赫·哈桑·舒
凯 里 共 同 出 席 记 者 会 时
说，法方“完全理解”埃方
对加沙地带居民今后去向
的担心，法方立场从未改
变，“我们谴责并反对”将
加沙居民赶往埃及的任何
举动。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后，以色列媒体去年 10 月
底披露一份内部文件，内
容包括建议政府完成加沙
军事行动后，将当地民众
尽 数 驱 赶 到 埃 及 西 奈 半
岛，在沙漠地区搭建“帐篷
城”。以方证实文件真实
性，但强调这只是“概念文
件”，尚未讨论。

这一构想遭到多方批
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
构谴责这一构想将再次制

造巴勒斯坦难民潮。埃及
方面也多次警告不要将加
沙居民驱赶到西奈半岛。

法 新 社 报 道 ，塞 茹 尔
内当前访问是他 1 月就任
外长后的首次中东之行，
目标是促成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停火及释放被扣押
人员。

塞茹尔内还将访问以
色列、约旦和黎巴嫩。美
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本月 4 日也启程开始访问
以色列、埃及和卡塔尔。

塞茹尔内 4 日说，卡塔
尔和埃及方面在以色列和
哈马斯之间调停之际，法
国寻求确保达成停火，并
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重返加沙做好准备。

2007 年 ，巴 勒 斯 坦 解
放组织主流派别巴民族解
放运动（法塔赫）与哈马斯
爆发冲突，哈马斯夺取加
沙地带控制权，法塔赫实
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
法塔赫是主导巴民族权力
机构的政治派别。

美国参院公布1180亿美元边境和军援法案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美

国民主、共和两党国会参议员
4日公布一项囊括美国边境管
控和对外军事援助的1180亿
美元法案，在提出一系列强化
边境安全举措的同时，要求为
以色列、乌克兰等国家和地区
提供军事援助。

美媒推断，鉴于非法移民
问题是今年美国选举年的焦
点议题，共和党人可能不会轻
易让法案在国会两院“通关”。

法案内容
美国民主党政府与参议

院两党三名谈判代表磋商数
月达成法案，总金额多于总统
约瑟夫·拜登去年10月向国
会申请划拨的1060亿美元。
法案所列1180亿美元中，包
括140亿美元援助以色列助
其“更新防空系统”，600亿美
元军援乌克兰，200亿美元用
于美国边境，92亿美元为巴勒
斯坦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
乌克兰等国家和地区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法案明确拒绝向联合国近东
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提供资助，理由是以色列方面
指认这一机构有雇员参与去
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境内
发起的突袭。

报道称，法案如获通过，
其提出的强化边境安全措施
将是美国国会数十年来首项

针对非法移民的重大举措。
法案尝试堵住美国移民

系统的漏洞，限制在边境对非
法移民“先抓后放”、即给予假
释，同时赋予总统新权力、在
非法越境人数连续达高点时
有效关闭边界，并对庇护非法
移民设置更严格条件。

法案同时纳入一些民主
党的政策主张，包括新增数以
千计基于亲属和雇佣关系的
签证，向等待移民签证的美国
公民配偶发放工作许可等。
拜登将法案视作优先事项，4
日发表声明说：“把法案放我
桌上，我能立刻签署成法。”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
党人查克·舒默把法案首次程
序性表决安排在7日。

前路险峻
然而，《华盛顿邮报》称，

参议院法案面临“政治险
途”。法案虽然包括共和党人
持续呼吁的强化边境管控措
施，但共和党籍前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的竞选为法案前景
添加变数。特朗普及其盟友
担忧，拜登政府着手应对边境
危机会令这一可能对特朗普
有利的竞选议题消失。

随着特朗普看似锁定共
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对法
案的批评态度影响不少共和
党人。参议院共和党人詹姆
斯·兰克福德甚至因牵头谈判
而遭“老家”俄克拉何马州共
和党正式谴责。

林赛·格雷厄姆等参议院共
和党人提出，需要数日来研读法
案，之后举行闭门表决，以判定
法案在参议院能获多少支持。
如果不到25名共和党人支持法
案，其在参议院前景就不妙。

而在共和党掌控的众议
院，法案“通关”情势更艰难。
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迈克·约
翰逊称法案在众议院会“见光
死”。他3日表示，今后一周
将单独审议对以色列军援法
案，不包括对乌军援和边境议
题。随着选民态度转变，约翰
逊等共和党人反对继续军援
乌克兰。他们还认为参议院
法案难以阻止非法移民。

参议院共和党人马克韦
恩·马林最近与约翰逊讨论参
议院法案，称选举年的移民议
题对共和党人具有政治高风
险。许多众议员要参加改选，
而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对参议
院法案印象又不佳，法案因而
不太可能赢得多数众议院共
和党人支持。这意味着约翰
逊甚至可能不会就法案举行
全院投票。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
党人史蒂夫·斯卡利斯4日也
经由社交媒体宣称，法案不会
在众议院接受任何表决。

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
台的说法，法案还可能失去一些
左翼进步派和拉美裔议员支持，
理由是民主党在谈判中妥协过
多，法案对非法移民太严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