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日本那霸６月１９
日电约６．５万名日本民众１９日在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举行县民大
会， 悼念近日遭美军人员杀害
的冲绳女子， 抗议美军残虐暴
行。 与此同时， 为声援冲绳县
民大会， 约万名日本市民在东
京国会前举行集会， 要求美军
立即撤出冲绳， 并从根本上修
改日美地位协定。

此次县民大会由多个冲绳
县民间团体等组成的 “阻止建
设边野古新基地全冲绳会议 ”
主办。 多名日本国会冲绳选区
议员、 冲绳县多地市长等也出
席了大会。 在大会现场， 参与
集会的冲绳县民和来自日本其
他地区的民众手举 “愤怒已超
越极限” 等标语， 并齐声高呼
“撤走美国海军陆战队 ” 等抗
议口号。 大会开始前， 全场集
体默哀１分钟， 悼念遇害女子。

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在大
会上说， 美军人员的犯罪丧失
人性， 蹂躏女性人权， 令人感
到强烈愤慨， 决不可容忍。 日
本政府应意识到， 冲绳民众的
愤怒已接近临界点， 不能再牺
牲冲绳民众的利益， 不能再强
加给冲绳人更多负担。 他强烈
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
撤走美国海军陆战队， 并关闭
普天间基地。

日本数万人集会
抗议驻日美军残虐暴行

�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办
公厅主任伊万诺夫１８日说， 西
方制裁有助于俄罗斯优化经济
结构， 推动产业发展。

据塔斯社报道， 伊万诺夫
当天在接受全俄电视广播公司
采访时说， 西方制裁对俄造成
的最困难阶段已经过去。 俄罗
斯有句谚语叫 “没有不幸就没
有幸福”， 西方制裁反而有助
于俄优化经济结构， 推动俄产
业发展。

他说， 西方对俄制裁已失
去作用。 俄经济在制裁下表现
了稳定性和适应性。 目前俄财
政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非石油
天然气领域， 俄罗斯正逐步减
少对石油天然气领域的依赖。
对俄罗斯来讲， 这是一个崭新
的发展阶段。

俄官员说西方制裁
助推俄优化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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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投：将悬念进行到底

新华社电 据埃及官方电
视台报道， 开罗刑事法庭１８日
宣布， 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因间
谍罪以及泄露 “机密文件” 获
判４０年监禁。

法庭指控说， 穆尔西在总
统任内与其他１０名被告向卡塔
尔泄露 “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
文件” 以换取１００万美元酬劳。
这些文件涉及埃及军队的部署
和武装情况。

法院根据间谍罪和泄露机
密罪分别判处穆尔西２５年和１５
年监禁。 根据埃及法律， ２５年
监禁等同于无期徒刑。

法庭同时维持此前判处６
名被告死刑的决定， 其中两人
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雇员。
穆尔西的两名助手则获判２５年
监禁。 上述判决已获埃及宗教
领袖穆夫提批准。 但穆尔西等
人仍可就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埃及前总统穆尔西
获判40年监禁

枪袭血影下的美国之“痛”

英国将于 ２３日举行全民公
投， 决定这个欧洲国家是否继续
留在欧盟。 公投一周前发生的英
国女议员乔·考克斯遇刺身亡事
件 ， 导致主张 “留欧 ” 和 “脱
欧” 的两大阵营分别在１９日前暂
停了造势活动。

分析人士认为， 考克斯遇刺
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民意向
支持“留欧”转变，此前落后的“留
欧派”支持率或有所上升。目前，
两大阵营的民意支持率依然胶
着，悬念将保留到最后一刻。

考克斯事件影响公投

考克斯曾长期从事慈善工作，
积极主张英国留在欧盟， 敢于为移
民和难民说话。 她在去年当选议员
后的第一次议会演说中表示， 移民
有助于英国社区发展。 她还呼吁
英国接纳叙利亚难民儿童。

杀害考克斯的凶手名叫汤
米·梅尔， 他虽有精神病史， 但
与多个右翼极端组织有联系。 他
在行刺考克斯时， 高呼 “英国至
上” 的口号， 并被发现与种族主
义组织有来往。 他还在案发后第
一次出庭受审时叫嚷 “杀死叛
徒”、 “给英国自由”。

分析人士认为， 考克斯遇害
对 “留欧” 阵营有利， 因为梅尔
的言论让人不免联想到 “脱欧”
阵营的某些激进主张。 欧亚集团
英国分部负责人拉赫曼认为， 这
一事件将使 “脱欧” 阵营民意支
持率持续上升的势头受挫， 并且
有利于英国首相卡梅伦重新夺回
“设置议题” 的权力。

《泰晤士报》 记者斯蒂芬妮·
马什认为， 考克斯遇害是这次公
投的标志性事件。 多年后人们谈
起公投， 可能忘记其他英国政治
家， 但会记住考克斯。

“留欧派” 借机造势

考克斯被刺身亡消息传出

后， “留欧” 和 “脱欧” 阵营均
宣布在１９日之前暂停各自宣传集
会和电视辩论， 以便人们悼念考
克斯。

对于 “留欧” 阵营来说， 造
势宣传虽然停止了， 但悼念活动
本身就是很好的造势。 连日来，
媒体有大量纪念考克斯的报道，
“留欧派” 借此获得充分的曝光
机会 ， 而 “脱欧派 ” 则销声匿
迹。 工党议员金诺克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 ， 希望大家在投票时
“想起乔”。 言下之意就是呼吁民
众在公投时支持 “留欧”。

从１９日开始， 仅有４天时间
给 “留欧” 和 “脱欧” 阵营进行
最后的努力。 预计两大阵营均不敢
怠慢， 将向民众展开“地毯式轰
炸”。 “留欧” 阵营除了用考克

斯遇难来争取同情外， 还可能继
续主打 “经济牌”， 警告民众脱
离欧盟将给英国经济带来灾难。

“脱欧” 阵营可能继续抓住
移民和主权话题， 并试图与右翼
极端主义进行切割， 以免受到考
克斯遇害事件的拖累。

争夺依然激烈

据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结
果， “留欧” 阵营民意支持率在
上周落后的情况下， 已经发生逆
转 。 至少有两家民调结果显示
“留欧” 支持率稍稍领先， 其中
瑟韦申调查公司在考克斯遇害后
开展的民调显示， ４５％的受访者
支持 “留欧 ”， ４２％的受访者支
持 “脱欧”。

另一家英国网站综合各项民
调结果后认为， “留欧” 与 “脱
欧” 的支持率当前各占半数。

在公投即将举行前夕， 英国
媒体也纷纷站队。 英国 《金融时
报》 等支持 “留欧”， 而在英国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太阳报》 以
及历史悠久的杂志 《旁观者》 选
择支持 “脱欧”。 同属一个报系
的 《泰晤士报》 和 《星期日泰晤
士报》 则分别选择了 “留欧” 和
“脱欧”。 媒体的不同态度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英国舆论和社会被
公投 “撕裂”。

英国广播公司一名评论员分
析认为， “留欧” 和 “脱欧” 之
争相当激烈、 继续胶着， 这种态
势可能会持续到冲击 “终点线”
的一刻。 据新华社

枪声骤响 ， 百人伤亡 。 ６月
１２日， 一向悠闲平静的美国城市
奥兰多， 一间名为 “脉动” 的同
性恋酒吧， 顷刻成为全世界关注的
焦点。 一些 “关键信息” 迅速跃上
全球媒体头条： 美国历史上伤亡人
数最多的枪击事件 ； 自 “９·１１”
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恐
怖袭击； 凶手是来自阿富汗的二
代移民、 ２９岁的奥马尔·马丁。

这些关注点背后， 是真切的
美国之 “痛”， 是事件折射出的
社会裂痕。 这牵涉到公众敏感的
神经， 甚至动摇其多元、 自由信
仰、 宽容等核心价值观。 随着事
件不断发酵 ， 美国朝野悉数发
声。 作为民主和共和党总统竞选
人的希拉里和特朗普， 事发当天
都试图给美国 “指明方向”。 希
拉里强调这不是 “搞政治” 的一
天， 美国应当团结起来。 特朗普
则反复批评希拉里的各种立场，
声称 “极端穆斯林” 是祸根。

美利坚大学研究政治暴力问
题的教授约瑟夫·杨认为， 大规
模枪击案这类事件， 一般会让美
国舆论走向极化， 但此次美国社
会出现的对立更为突出。 全球政
治风险研究和咨询公司欧亚集团
总裁伊恩·布雷默表示， “９·１１”

事件后， 美国团结在了一起； 但
奥兰多枪击案发生之后， 美国在
政治上的分裂， 是他感觉最为严
重的。

这种撕裂， 痛及多点：
一， 族群。 美国是一个崇尚

多元的移民国家， 在融合发展过
程中， 人们易认其 “同” 而略其
“异”。 美国社会种族、 价值观藩
篱很多， 难以弥合的伤痕不少，
针对少数群体的犯罪频现。 奥兰
多悲剧发生后， 美国社会民怨四
起 ， 如何对待移民 ， 如何对待
“同性恋” 等少数群体， 如果不
能有效化解分歧， 美国社会的对
立会进一步加深。

二 ， 反恐 。 从种种迹象来
看， 奥兰多事件很可能是 “独狼
式 ” 恐怖袭击 。 １５年前 ， 遭受
“９·１１” 恐怖袭击的美国， 曾得
到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
十多年来， 美国反恐， 竟越反越
恐。 随着 “基地” 组织的全球碎
片化 、 全球恐怖主义的 “网络
化 ” 以及 “独狼式 ” 袭击的兴
起 ， 欧美也沦为 “本土式 ” 和
“独狼式” 恐袭的受害者， 这让
美国民众颇为沮丧。

三， 控枪。 在此次枪击事件
发生地佛罗里达州， 拥有攻击性

枪支十分便利。 放眼全美， 大约
有超过５００万支此次凶手使用的
ＡＲ－１５半自动突击步枪散落在民
间。 在控枪立场上， 民主、 共和
两党尖锐对立， 互不相让。 控枪
一直是美国的老大难， 其中包含
着历史之争、 党派之争和利益之
争， 奥巴马曾经为此痛洒热泪也
无济于事。 从法理上说， 拥枪是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的公民
基本权利。 提 “禁枪” 就不可避
免提到修宪， 在美国修宪可谓难
如登天。

美国的融合， 被西方世界视
为样板。 二百多年来， 来自全球
的移民汇聚于此， 共同塑造了影
响至今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
建立起现代国家。 然而， 奥兰多枪
击事件让世人看到这样一个美国：
政治分化、 意见撕裂、 众多社会
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 特别是，
对政治的厌恶、 对政客虚伪的愤
怒、 对政府无所作为的反感， 已
成为美国社会的普遍情绪。

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 对美
国在此次枪袭中的苦痛， 自然会
表达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然而，
美国人深层次的 “痛”， 恐怕在
很长一个时期都难以忘却。

据新华社

6月15日， 英国 “留欧派” 和 “脱欧派” 在伦敦泰晤士河举行造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