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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增兵，能端掉“伊斯兰国”老巢吗？

新华社电 新西兰移民部
长迈克尔·伍德豪斯１９日在一
份声明中说， 新西兰将启动一
系列便利政策， 简化中国游客
签证申请、 审批过程。

声明说， 这些便利政策包
括针对中国游客的电子签证系
统， 以及新西兰政府服务网站
ＲｅａｌＭｅ的中文注册和登录系统
等。 此外， 到２０１６年底， 中国游
客在网上签证申请系统缴费时，
将可以使用带有 “中国银联 ”
标记的借记卡或信用卡。

伍德豪斯说， 中国是新西
兰第二大游客来源地， 是新西
兰发展最迅速的旅游市场 ，
２０１５年约有３５．５万人次中国公
民访问新西兰， 为新西兰经济
贡献１６亿新西兰元 （约合７２．６
亿元人民币）。 他说 ， 新西兰
政府一直希望让中国游客的新
西兰之旅更加便利， 对新西兰
留下美好印象。

另外， 新西兰先前已经把
中国游客多次入境旅游签证的
有效时间从一年延长至两年， 并
开放了三年多次入境商务签证。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悉尼
大学１８日确认， 曾多次在社交
网站发布辱华言论的该校澳籍
华人助教吴维 （音译）， 就此
前的行为表示道歉， 并已辞去
该校助教一职。

悉尼大学金融博士生、 该
校高级助教吴维， 近日被指在
社交媒体多次发布辱华言论、
诋毁中国留学生并焚烧中国护
照， 此事引起当地及中国国内
舆论关注， 也遭到了当地中国
留学生及华人的抗议。 事件一
经报道， 校方高度关注， 并表示
将于１９日公布调查结果。 １８日下
午， 悉尼大学向外界表示， 涉
事助教已向大学提交辞职信，
并就其不当言论表示道歉。

吴维在信中称： “我为自
己在网络上发布的不恰当且无
礼的言论郑重道歉， 今后会避
免此类言论， 我已辞去悉尼大
学助教的职务。 那些因我网络
言论受到冒犯和伤害的人， 我
希望得到他们的原谅。”

悉尼大学商学院院长格雷
格·惠特韦尔表示， 在悉尼大学
行为守则中， 对教职员工的专业和
个人行为均有明确规定。 悉尼
大学绝不容忍带有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和冒犯性的言论。

悉尼大学澳籍华人助教
就辱华言论道歉并辞职

新华社电 美国得克萨斯
州第一大城市休斯敦自１７日晚
以来遭威力巨大的暴风雨袭
击， 目前已造成至少５人丧生。

休斯敦市长特纳１８日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次休斯敦
地区的洪涝灾害情况严重。 为
了安全起见， 市政当局呼吁未
来几天居民无事暂不要外出。

暴风雨袭击造成休斯敦许
多地区水深达到３５厘米至４０厘
米， 许多车辆被淹被困， 迄今
已造成至少５人死亡。 当地道
路交通中断， 航班停飞， 学校
停课， 政府机关及商业部门歇
业， 数百幢房屋受损， 数千家
住户和店铺用电中断。

暴风雨袭休斯敦
已造成５人死亡

新西兰将出台新政
方便中国游客办签证

巴西政局的五种走向

卡特１８日在巴格达宣布的增兵
计划是美军近一年内首次较大规模
向伊增派部队， 也是美国首次在
打击 “伊 斯 兰 国 ” 的 军事行动
中向伊部署 “阿帕奇” 直升机。

根据上述计划， 驻伊美军人
数将从现在的 ３８７０增加至 ４０８７
人。 与以往派驻伊拉克的美军人
员基本部署在后方不同， 此次增派
的美军人员绝大多数将 “嵌入 ”
在前线的伊拉克部队中， 指导和
协助伊拉克人打击 “伊斯兰国”。

而此前在访问阿联酋时， 卡
特表示， 他将与美军指挥官们进
行会谈， 以确定美国对伊叙两国
境内 “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加强
打击的更多方式 ， 包括更多空
袭、 网络攻击以及出动美军地面
部队。

卡特做出上述表态是在美国
国防部正式宣布打击 “伊斯兰
国” 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结束后
不久 。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史蒂

夫·沃伦本月１３日说， 第一阶段
军事行动主要是削弱 “伊斯兰
国” 极端组织并阻止其发展成为
常规部队。

沃伦说， 在下一阶段军事行
动中， 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军队
将主要帮助伊拉克安全部队重新
夺回２０１４年６月失守的伊北部重
镇摩苏尔 ， 并试图将 “伊斯兰
国” 在叙利亚的大本营、 北部城
市拉卡与外界隔离。

不过对于美方上述表态， 叙
利亚分析师哈立德·马特鲁德表
示， 美国消灭 “伊斯兰国” 的诚
意值得怀疑。 他说， 美国已不止一
次嘴上说 “下决心” 消灭 “伊斯兰
国”， 但作出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 他认为， 美国上述表态只是
为了顺应眼下叙利亚政治进程开
启大势而塑造自身正面形象， 而
且也不排除美国有牵制叙利亚和
俄罗斯反恐力量， 为自己支持的
武装组织赢得喘息机会的目的。

美国表态另有意图

清剿 “伊斯兰国” 说易行难

尽管美国在打击 “伊斯兰
国” 问题上做出了增兵承诺， 但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要消灭 “伊
斯兰国” 并不容易。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２月向
国会提交了一项议案， 寻求获得
全新的正式军事授权以使用武力
打击 “伊斯兰国”。 根据该议案，
正式军事授权的期限为３年， 但
包括卡特在内的国防部高级官员
多次在公开场合承认， 打击 “伊
斯兰国” 所要花费的时间可能超
过这一期限。 而从打击 “伊斯兰
国” 目前形势看， 不论是在伊拉
克还是在叙利亚， 攻击其大本营
都存在巨大的困难。

“伊斯兰国 ” 在伊拉克的大
本营是该国第二大城市摩苏尔。
这里是 “伊斯兰国” 的经济命脉
和征兵来源地， 因此该组织在此
部署重兵， 布设雷区， 并修筑了
坚固的防御工事。

摩苏尔市有一百多万人口 ，
还有大量工业设施和历史遗迹，
巷战难度大， 伊政府军在作战中
也难免投鼠忌器。

此外， 伊拉克国内各种势力
间的矛盾也制约着军事行动的展
开 。 在后方 ， 政府改组久拖不
决， 党派间的争斗愈演愈烈， 政
府与议会处于半瘫痪状态， 国家

无法把精力集中到战事上来。 在
前线， 伊拉克政府军、 美国主导
的国际反恐联盟、 库尔德武装、
什叶派民兵和逊尼派部落都参与
到收复摩苏尔的战斗中， 各方之
间的协调与沟通是一个难题。 而
且摩苏尔的居民以逊尼派为主，
如果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因
教派矛盾不能得到他们的合作， 收
复摩苏尔的难度也会增大。 而在叙
利亚， 尽管叙政府军近来接连收复
了巴尔米拉和盖尔亚廷两座重要城
市， 但要收复 “伊斯兰国” 在该
国的大本营拉卡还为时尚早。

叙利亚政治分析师胡萨姆·
沙伊卜说，收复拉卡困难有三：首
先，“伊斯兰国” 与外界的重要联
络仍未被切断， 尤其是叙利亚与
土耳其边境地带成为该组织人员
活动、 武器补给以及石油走私的
主要路线；其次，拉卡市内仍有平
民存在，难以进行大规模空袭，而
叙政府军的地面部队尚未靠近拉
卡；第三，“伊斯兰国”在正面战场
失利的情况下， 可能会对其他地
区进行渗透并制造恐怖袭击。

马特鲁德认为， 除非最终达
成政治解决方案， 否则美国、 俄
罗斯和叙政府军这三方面力量很难
形成合力来一同打击极端组织。

据新华社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１８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宣布， 美国将向伊拉克增
派２００多人的部队以及若干架 “阿帕奇” 武装直升机。 卡特此前表示， 美国
将加强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 “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 但有分析人士
怀疑美国打击 “伊斯兰国” 的诚意， 认为目前要攻占其在伊叙两国的大本
营摩苏尔和拉卡还存在诸多困难， 清除 “伊斯兰国” 势力短期内难以实现。

巴西国会众议院１７日进行投
票， 通过了针对总统罗塞夫的弹
劾案。按照程序，总统弹劾案在众
议院获得通过后，将进入参议院接
受审议。从相关弹劾程序和各方表态
来看，随着各方博弈，巴西政局未
来走向存在多重不确定因素，以
下五种情况均有可能出现。

可能性1：
弹劾总统案在参议院审议中

受挫， 弹劾程序终止， 罗塞夫继
续担任总统。 根据程序， 对罗塞
夫的弹劾案在参议院的审议要经
过多道手续和多次投票 。 理论
上， 其中任何一道程序受阻， 弹
劾程序就将终止。 但从目前情况
看， 罗塞夫的处境极为不利。

根据巴西多家媒体进行的调
查 ， 目前在参议院的８１名议员
中， 有４５至４７名参议员明确支持
对罗塞夫的弹劾。 由于参议院的
首轮投票只需简单多数通过即可，
因此巴西媒体和分析人士普遍认
为， 罗塞夫很难躲过参议院的首
轮投票， 很可能被强制离职１８０
天， 由副总统特梅尔代理总统职
务， 等待参议院最终审议结果。

罗塞夫要想翻盘， 最大的希
望在于参议院最后一轮关键投
票， 因为那次投票需要三分之二
以上、 也就是至少５４名参议员赞
成才能通过弹劾案。 媒体调查显
示， 有１９至２１名参议员明确反对
弹劾案， 另有十几名参议员尚未
决定或不愿表明立场， 如果罗塞
夫能争取到那部分议员支持， 使

得支持弹劾的票数不足５４票， 就
能挫败弹劾程序。 然而罗塞夫要
想做到这点其实难度不小。

可能性2：
参议院最终投票通过对罗塞

夫的弹劾， 副总统特梅尔正式接
替总统职务， 完成罗塞夫剩余的
总统任期。 根据程序， 在罗塞夫
被强制离职的１８０天里， 现年７５
岁的特梅尔将代理总统职务。

罗塞夫的 “政治导师 ”、 巴
西前总统卢拉１８日分析指出， 如
果参议院首轮投票要求罗塞夫强
制离职， 那么罗塞夫重返总统岗
位的可能性将很小， 因为代理总
统职务的特梅尔可以使用总统职
权和各党派谈判 ， 确保其顺利
“转正”。

可能性3：
罗塞夫在参议院最终投票前

主动宣布辞职 ， 特梅尔继任总

统。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 时任巴西
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因腐败 、
受贿等不法行为遭议会弹劾。 科
洛尔最初态度强硬， 拒绝辞职，
但在意识到大势已去后， 他在参
议院最终投票前通过律师宣布辞
职， 希望终止弹劾程序。 不过，
由于科洛尔宣布辞职为时已晚，
参议院还是通过了对他的弹劾。

虽然目前建议罗塞夫主动辞
职的声音不绝于耳， 但这位女总
统１８日表示， 她对众议院通过弹
劾案感到 “不公与愤慨”， 自己
不会屈服 ， 将与这种事实上的
“政变” 斗争到底。 分析人士指
出， 罗塞夫个性倔强， 不会轻易
屈从压力 。 但如果局面无法挽
回， 罗塞夫通过主动请辞免遭弹
劾， 不仅可避免遭弹劾后８年内
不得竞选公职的禁令， 还因主动
承担了此次政治危机责任， 使其
本人和劳工党都能以退为进， 伺
机东山再起。

可能性4：
在法律规定罗塞夫暂时离职

的１８０天期限结束后， 参议院没
能走完对罗塞夫的弹劾程序， 罗
塞夫依据宪法复职， 继续担任总
统。 但是在其复职期间， 如果参
议院完成对罗塞夫的弹劾， 则将
使她二次下台。 法律专家指出， 从
程序上看， 的确可能出现这样的情
况， 但这种频繁更换总统的局面
无疑将使国家治理陷入混乱， 对
巴西发展不利， 相信各方政治力
量都会尽量避免出现这种结果。

可能性5：
罗塞夫在弹劾程序中下台 ，

但继任者特梅尔也遭弹劾， 巴西
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身为可能接
替罗塞夫的副总统， 特梅尔在巴
西朝野的支持度并不高。 根据巴
西报纸 《圣保罗之页》 进行的调
查， 支持弹劾罗塞夫的民众中，
５４％也支持弹劾特梅尔； 而在罗
塞夫的支持者中， 特梅尔被视为
“叛徒”。

即便特梅尔接替罗塞夫担任
总统， 短期内能否改变巴西面临
的政治和经济困境同样是非常严
峻的挑战。 如果特梅尔不能协调
好各派政治力量， 导致国会对他
也发动罢免弹劾， 巴西或将出现
正 、 副总统都遭弹劾下台的局
面。 届时， 依据巴西宪法， 众议
长库尼亚将临时担任国家元首，
并在规定时间内提前组织大选，
选出新总统。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