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据巴西最大报纸
《圣保罗报》 ２０日报道 ， 随着
里约奥运会开幕日益临近， 在
里约热内卢， 不仅酒店价格飙
升， 在租车市场上， 价格高昂
的防弹车也变得十分抢手。

巴西最大租车公司洛卡利
萨的销售总监埃尔韦特·维亚
纳透露， 公司旗下所有防弹车
已经预订一空。 根据车型日租
金在８００雷亚尔至７０００雷亚尔
（约合１５５０元人民币至１.３５万元
人民币） 之间。

看到奥运会带来的商机 ，
一些外地租车公司也来抢市
场。 圣保罗菲奥兰特公司将在
奥林匹克公园对面的小区内设
立临时办公地点 ， 专门为奥
运顾客提供服务 。 一些市场
人士预测 ， 随着奥运临近 ，
防 弹 车的租金有可能还要继
续上涨。

巴西奥运会在即
防弹车开始走俏

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调查
局２０日公布了的奥兰多枪击案
袭击者奥马尔·马丁在袭击过
程中和警方通话的记录。 电话
中 ， 马丁声称效忠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要求美国停止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轰炸。

马丁还对波士顿马拉松爆
炸案制造者和一名在叙利亚充
当 “人体炸弹” 的美国公民表
示同情。

马丁父母是阿富汗移民 ，
本人在美国出生长大。 在袭击
奥兰多 “脉动 ” 夜总会过程
中， 他数度和警方通话。

在２０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
联邦调查局官员罗纳德·霍珀
说， 没有发现马丁和任何外国
恐怖组织存在联系， 他的 “激
进化” 发生在美国本土。

针对有无遇难者死于警方
误伤问题， 奥兰多警察局局长
约翰·米纳说： “全部死亡都
由嫌疑人 （马丁） 一人造成。”

奥兰多枪击案凶手
与警方通话内容公布

新华社电 乌克兰政府关于
向中国游客和商人开放落地签
的第３５６号决定２０日正式开始
生效。

根据这一文件 ， 在６月２０
日至９月３０日期间内 ， 以旅游
和商务为目的前来乌克兰的中
国公民可凭往返机票、 酒店预
订单等直接在基辅鲍里斯波尔
机场办理为期 １５天的落地签
证。

２０日上午， 来自中国澳门
的小伙子张文先成为落地签制
度的第一个受益者。 这名２５岁
的大学生激动地告诉记者， 他
一听说乌克兰向中国游客开放
落地签的消息， 就立马决定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 他说 ，
他早就听说乌克兰是个美丽独
特的国家 ， 一直想亲眼看一
看。

据了解， 获得１５天落地签
的必备条件包括 ： 往返机票 ；
宾馆订单打印件 ； １００美元现
金以供缴纳手续费； 随身或银
行卡里至少有７５０美元 ， 以证
明能支付在这里的消费； 医疗
保险； 商务活动还须有正式邀
请函并得到公证。

乌克兰未来3个月
向中国公民开放落地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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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投：
“走”“留”都是问题

“脱欧 ” 公投首先引发一个
根本疑问： 欧洲一体化历经多年
风雨走到今天， 英国身为重要成
员为何却要 “闹分家”？

不少人把矛头指向英国长期
存在的 “疑欧主义”， 认为英国
一直以实用主义态度看待、 参与
和塑造欧洲一体化进程， 落脚点
始终是本国利益。 已故前首相撒
切尔夫人在任时曾说过， “我们
不相信能够把英国淹没在某种人
为的欧洲合众国里， 而是确信能
够保护我们作为民族国家的明确
特征， 时时准备保护我们的利益
和捍卫我们的自由”。 然而，解答
上述疑问的钥匙不仅在英国，还在
欧盟。 时至今日，“疑欧主义”早就不
是英国独有，已在欧洲大陆出现泛
化现象， 表现出的共同之处是对
欧盟事业的信心缺失。 “欧洲晴雨
表”民调机构的最新民调显示，欧
盟２８个成员国中 ，４３％的受访者
认为欧盟事业正走向错误方向，
只有２３％的人认为走向正确。

当下， 这股疑欧风潮在英国
表现最为强烈， 并最终以公投的
形式宣泄出来。 英国上世纪７０年
代大费周章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
同体， 主要是看好欧共体的光明
前景。 但如今， 危机不断的欧盟
在英国脱欧派看来俨然成了 “衰
落” 的代名词。

本月２３日， 英国将举行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公投， 决定脱离还是留在欧
盟。 英国 “脱欧” 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忧虑， 但 “留欧”
也并非简单维持原状， 因为形势已经变化。

某种程度而言， 英国 “脱欧” 公投并非在好与坏、 是与非之间做出抉择，
更像是一项两难选择， 只能 “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 无论
哪种结果， 这场公投所暴露、 折射和引发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必将冲击和影
响英国与欧盟今后的发展、 乃至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前景。

剑指摩苏尔 伊反恐速战速决难
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 伊拉

克政府军日前宣布收复 被 极 端
组 织 “ 伊 斯 兰 国 ” 占 据 的 费
卢 杰 市 ， 下 一 个 目 标 是 解 放
伊 第 二 大 城 市 ， “伊斯兰国 ”
盘踞在伊的最后一座城市———摩
苏尔。

分析人士指出 ， “伊斯兰
国 ” 因失去费卢杰遭受沉重打
击， 但该组织仍有反击政府军的
能力； 年内收复摩苏尔的前景并
不乐观， 伊反恐战恐将持续较长
时间。

“伊斯兰国” 遭重创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１７日晚宣
布， 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 政府
军成功收复了费卢杰市。 “军队
将在费卢杰战役结束后前往摩苏
尔市， 我们会尽快收复摩苏尔，
让所有流离失所的人返回家乡，”
阿巴迪说。

费卢杰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
尔省， 距离首都巴格达５０公里，
２０１４年初被 “伊斯兰国” 占领 ，
是最早被该组织控制的伊拉克城
市之一。 伊拉克政府军于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宣布收复安巴尔省省会拉马
迪市， 随后便调集部队包围了费
卢杰和摩苏尔。

伊拉克安全专家哈希姆·朱
拜里将军对新华社记者说， 费卢
杰是连接伊拉克南北部以及伊拉
克和叙利亚边境的支点， 政府军
收复费卢杰后可以限制 “伊斯兰
国” 在南部地区实施恐怖袭击，
也可以加强对伊叙边境地区的控
制力度。

分析人士指出， 费卢杰之胜
沉重打击了伊拉克境内的 “伊斯
兰国”。 经过两年多的反恐战争，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境内的地
盘缩减４０％以上， 目前控制的城
市仅剩下摩苏尔。

收复摩苏尔难度大

拿下费卢杰后， 伊政府军立
即调遣部队包围摩苏尔 南 部 地
区 村 镇 。 综 合 各 方 面 因 素 来
看 ， 收 复 摩 苏 尔 很 可 能 需 要
较长时间。

首先， “伊斯兰国” 可能在
伊拉克 “最后的堡垒” 内负隅顽
抗。 摩苏尔市是 “伊斯兰国” 在

伊的大本营， 是其经济命脉及兵
源地。 据报道， “伊斯兰国” 武
装分子在摩苏尔市及周边地区部
署重兵， 布设雷区， 并修筑了坚
固的防御工事。

其次， 政府军攻城时有所忌
惮。 摩苏尔市内有大量工业设施
和历史遗迹， 伊方若发动大规模
军事行动很可能彻底摧毁这座城
市。 另一方面， 在一座拥有一百
多万人的城市内进行巷战， 难度
可想而知。

第三， 教派冲突增加了收复
难度。 摩苏尔的居民以逊尼派为
主 ， 而目前伊拉克政府由 什 叶
派 主 导 ， 若 失 去 当 地 民 众 支
持 ， 摩苏尔之战将十分艰苦 。
此 外 ， 伊 政 府 军 、 美 国 主 导
的 国 际 联 盟 、 库 尔 德 武 装 、
什 叶 派 民 兵 和 逊 尼 派 部 落 等
都会参与收复摩苏尔的战役 ，
各 方 之 间 的 协 调 与 沟 通 也 是
个难题 。

第四， 政治危机阻碍收复行
动。 分析人士认为， 伊反恐战争
进入关键期， 但国内的政治矛盾
却在激化， 这使得政府工作几近
瘫痪， 严重干扰了伊拉克的反恐

努力。
伊拉克政府军摩苏尔战役的

前线最高指挥官纳吉姆·阿卜杜
拉·朱布里将军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说： “当军队的最高统帅
需要处理党派矛盾， 而非制定军
事策略时， 前方的战事怎么可能
推进呢？”

政治分析人士伊布拉希姆·
阿穆尔说， 其实政府早在３月就
宣布开始摩苏尔战役， 但由于政
治危机升级， 总理阿巴迪迫切
需要一场胜利来团结各党派 、
安 抚 民 众 ， 收 复 费 卢 杰 的 难
度 远 比 收 复 摩 苏 尔 小 ， 因 此
阿 巴 迪 暂 停 了 摩 苏 尔 战 役 ，
将 所 有军事资源调配用于先收
复费卢杰。

阿穆尔还表示， 即使收复摩
苏尔也不意味着彻底消灭 “伊斯
兰国”， 该组织有可能放弃城市，
其成员或混入平民百 姓 中 ， 或
重 新 进 入 沙 漠 和 山 区 的 部 落
地 区 。 在 目 前 条 件 下 ， 政 府
军 很 难 彻 底 肃 清 恐 怖 分 子 ，
他 们 依然有能力在伊拉克及其
它国家发动恐怖袭击。

据新华社

英国首相卡梅伦当初提出公
投， 除对冲国内疑欧派政治压力
外， 也希望借此一劳永逸地解决
英国的 “欧洲问题”。 但实际上，
公投不仅无法最终解决问题， 还
会使得情况更为复杂。

张健认为， 即便英国在公投
中选择留下， 英国与欧盟的关系
问题并没有解决， 欧洲一体化如
何发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他预计 ， 英国这次公投后 ，
欧盟想以 “齐步走” 的形式向前
发展不太可能， 谈判和通过加深

一体化的相关条约更加困难， 欧
盟整体可能趋于松散。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
加顿·阿什近日撰文指出， “对
欧洲来说， 英国退出欧盟将是一
场灾难……几乎同样糟糕的结果
将是： 人们对英国选择留在欧盟
如释重负叹口气， 但今后一切照
旧。 不要让英国公投成为又一个
未能唤醒欧洲的闹钟。”

回顾二战后欧洲一体化进
程， 虽然历经风风雨雨， 但在共
建和平与合作发展的理念引导

下， 一直曲折向前发展， 欧盟也
被视为地区一体化的样本和典
范。 当前诸多危机给欧洲前景蒙
上厚重阴霾， 但欧洲一体化前行
的动力依然存在， 吸引力并未完
全丧失。 在英国举行 “脱欧” 公
投的同时， 还有一些国家正在加
入欧盟的道路上努力。

公投的喧嚣和纷扰之后， 英
国和欧盟能否采取根治弊病的有
力行动， 重振欧洲， 打破 “欧洲
衰落 ” 的论调 ， 也许更值得观
察。 据新华社

欧盟并非不清楚自身在英国
或其他成员国民众中 的 负 面 形
象 。 此 次 英 国 “ 脱 欧 ” 公 投
期 间 ， 欧 盟 领 导 人 虽 然 不 愿
英国退出 ， 但总体保持静默 ，
避 免一些言论可能造成负面影
响。

欧盟事业逐渐丧失吸引力与
近年来欧洲大环境变化密切相
关 。 债务危机以来 ， 欧洲 经 济
持 续 低 迷 ， 加 上 难 民 涌 入 和
恐 怖 威 胁 ， 社 会 矛 盾 集 中 爆
发 ， 而欧盟往往成为各种问题
的替罪羊。

曾经长期报道欧洲事务的英

国人保罗·埃姆斯认为， 英国民
族主义政客 ， 尤其是英国独立
党 、 保守党右翼 ， 把对恐怖主
义、 移民和全球化的担忧都纳入
了 “疑欧主义”， 但这一现象并
非英国独有， 在欧洲本土和欧洲
以外地区表现为民粹势力。

进一步看， 危机频发只是表
象， 背后反映的是欧洲一体化进
程、 民主政治失灵等方面的深层
次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
洲研究所所长张健说，欧盟当前
缺乏领导力 ，缺乏具有政治远
见的人物 ，许多政治家只关注

本国或本地区的事情， 算计自身
利益， 很少从欧盟整体角度来看
问题。

张健认为， 这种局面导致许
多问题日积月累 ， 最终 酿 成 危
机 ， 虽 然 欧 盟 尚 能 应 付 ， 但
要 再 往 前 走 很 难 ， 更 多 是 在
维 持 现 状 ， 对 欧 盟 “ 大 厦 ”
修修补补。

此外， 民粹主义、 反精英或
反建制等政治思潮的流行， 进一
步冲击欧洲既有的政治生态与格
局。 有观察人士因此指出， 英国
“脱欧” 公投已成为欧美民主政
治走向的试探气球。

疑欧风潮 深层问题

方向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