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俄罗斯圣彼得
堡市市长波尔塔夫琴科11月２９
日向媒体证实 ， 利用电脑技
术 造 假 ， 将 破 旧 水 泥 路 面
显 示 为 修 葺 后 的 崭 新 柏 油
路以便向上交差的一名市政
官员已经被开除。

１１月初， 有圣彼得堡市民
发现， 市政府网站贴有一张某
公路维修前后的对比照 片 系
伪 造 。 所 谓 修 缮 后 的 道 路
是 造 假 者 用 修 图 软 件 把 破
旧水泥路 “修 ” 成柏油路 ，
而 实 际 道路根本 没 人 维 修 。
这 一 发 现 在 社 交 网 站 上 广
泛 转 发 后 引 发 热 议 。 波 尔
塔夫琴科谴责这种造假行为是
“公开撒谎”。

波尔塔夫琴科还点名该市
财产关系委员会官员， 责令其
尽快解决市民的各种投诉。 他
强调： “不愿意干活的人， 可
以放他获得自由！”

俄一地方官员因修图
造“假公路”遭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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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１２月１日是世界
艾滋病日。 世界卫生组织２９日
发布新指南， 呼吁推广使用艾
滋病病毒自检工具， 扩大艾滋
病病毒检测和抗逆转录病毒疗
法的覆盖面。

世卫组织建议， 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都应接受抗逆转录病
毒疗法。 但目前全球４０％ （超
过１４００万人） 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并不知晓自身的感染情
况， 因此艾滋病病毒检测不足
已成为推广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的主要障碍。

世卫表示， 利用艾滋病病
毒自检工具， 人们可以在私密
和方便环境中使用唾液或指血
等进行检测， 在２０分钟或更短
时间内就可获得结果。 世卫指
出， 这类自检工具目前在美国
和英国的药店或网 络 渠 道 的
售价在 ２５美元至 ４０美元间 ，
但 在 非 洲 南 部 一 些 试 点 国
家 ， 通 过 与 生 产 商 援 助 合
作 的 形式 ， 自检工具的价格
已降至３美元。

新华社电 美国当选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11月２９日提名
美籍华人赵小兰出任运输部
长、佐治亚州联邦众议员汤姆·
普赖斯出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长、医保业内人士西玛·韦尔玛
出任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服务
中心（医保中心） 主任。

特朗普在竞选阶段两项重
大承诺分别是全面 翻 修 美 国
交通网络以及推翻现任总统
奥巴马的医改方案 ， 因此这
３个被提名的人选对特朗普
能 否 顺利实现竞选承诺有重
要影响。

如果提名获美国国会通
过， 这将是赵小兰第二次进入
美国内阁。 她此前在小布什政
府中担任劳工部长， 是第一位
进入美国内阁的亚裔女性。 根
据特朗普在其网页上的介绍 ，
他计划投入５５００亿美元升级美
国交通网络 ， 包括道路 、 桥
梁、 机场、 港口、 铁路等， 因
此赵小兰或有很大施展空间。

世卫呼吁推广
艾滋病自检工具

特朗普提名3名官员
赵小兰或再入内阁

古巴与美国关系面临新调整

韩国政局三条路 提前大选恐难免

为悼念已故古巴革命领袖菲
德尔·卡斯特罗， 古巴11月２８日
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广场举行隆重
悼念活动， 数以万计的古巴民众
前来悼念这位古巴前领导人。

分析人士指出 ， 受菲德尔·
卡斯特罗逝世、 美国当选总统特
朗普对古政策难以捉摸等因素影
响， 未来古美关系走向不明朗。
整体上来说， 预计两国关系逐步
缓和是大趋势， 但要有实质性突
破依然任重道远。

特朗普言论引不满
当地时间２８日上午不到７时，

大量古巴民众来到革命广场等待
参加悼念活动。 ９时整， 伴随着
２１响致哀礼炮， 古巴正式开启一
系列告别卡斯特罗的悼念活动。

在活动现场， ６０岁的米丽娅
姆·冈萨雷斯告诉记者： “卡斯
特罗是古巴人民的英雄， 带领我
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现在他
走了， 但他的革命精神会一直感
染古巴人民， 我们不会忘记他。”

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后 ，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
体上写道 ： “卡斯特罗死了 ！”
他称， “卡斯特罗带来的牺牲和
伤痛不会被抹平， 美国将尽全力
确保古巴人民能最终开启通向繁
荣自由的进程”。

特朗普的表态引发了古方的
强烈不满 。 古巴政治杂志 《主
题》 主编拉斐尔·埃尔南德斯表

示， 特朗普的表态是非常不合时
宜的， 这给古美关系的未来前景
蒙上一层阴影。

事实上， 特朗普似乎并不在
意美古关系 “开倒车”。 他２８日
在社交网站上写道， 如果古巴没
能达到某些特定目标， 他将终止
（美古 ） 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
这一表态让美古关系增添变数。

美古关系或放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

究所副研究员郭存海认为， 菲德
尔·卡斯特罗逝世对古巴的影响
更多是体现在精神层面。 古巴最
高权力的交接早已经完成， 他的
逝世导致古巴社会激烈震荡的可

能性微乎其微。
有分析人士认为， 菲德尔·

卡斯特罗虽不是古美复交的直接
推动者， 但他的逝世会放大他在
古巴的 “精神效应”， 这或将放
缓古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
究员吕洋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
生前一直警惕美国 “颜色革命”
企图颠覆古巴政权 。 即使菲德
尔·卡斯特罗退居二线， 他也经
常在古共机关报 《格拉玛报》 上
发表文章批评美国 。 两国复交
后， 他曾撰文提醒党内同志注意
美国和平演变的图谋。

吕洋还表示， 菲德尔·卡斯
特罗的去世使古巴社会失去了一

颗 “定心丸”。 在与美国缓和关
系问题上， 无论改革派还是党内
保守派可能都会变得更加谨慎。

未来走势添变数
分析人士认为， 根据特朗普

近期的表态来看， 其执政后可能
会大幅调整对包括古巴在内的拉
美国家的政策， 这给古美关系的
未来增加了不确定性。

巴西利亚大学教授卡洛斯·
爱德华多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
逝世不会使古巴方面对美国的政
策改变太多， 而特朗普完全否定
奥巴马政府对古的政策也不现
实， 未来古美关系很可能还会走
向正常化。 但当前古美关系的发
展遇到了非常大的阻碍， 在一些
重要问题上双方都不愿意让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
究所研究员徐世澄认为， 古美均
处在社会的 “过渡阶段”， 古巴
方面仍希望继续推动古美关系正
常化进程， 因特朗普执政而导致
美古断交的可能性比较小。 即使
特朗普可能会对古采取更多限制
措施， 古巴政府也已经积累了充
分经验处理对美关系。

然而， 特朗普关于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言论， 暗示了他将对
古巴采取高压政策。 受此影响 ，
归还关塔那摩海军基地、 解除对
古经济封锁等实质性问题解决的
可能性比较小。

据新华社

朴槿惠第三次谈话的时机选
择很有讲究 ， 即在主要在野党
弹劾草案终稿即将出台前 。 这
客观上抢占了一定主动权 ， 部
分 消 减 了 即 将 面 临 弹 劾 的 压
力 。 谈话发表后 ， 执政党新国
家党的 “非朴派 ” 议员内部出
现了动摇 ， 已有人改变原先支
持弹劾的立场 。 新国家党党鞭
郑镇硕建议朝野重新考虑弹劾
前景 。

但在野党不为所动， 坚持最
晚将在１２月９日表决 “总统弹劾
案”。 当地舆论认为 ， 若表决延
迟， 弹劾动力可能削弱， 或出现
更多变数， 因此在野党将力促尽
早通过弹劾案。

根据弹劾程序的相关规定 ，
在一定数量的国会议员提请弹劾
议案后， 国会将在２４小时后进行
投票 ， 获得三分之二即２００票以
上赞成方可通过。 目前， 在野党
拥有１７１个议席 ， 朴槿惠谈话前
已表明赞成弹劾意向的执政党议

员有４０余人。
若弹劾案通过， 议案将交付

宪法法院裁决。 宪法法院最迟需
在１８０天内作出裁决 。 若宪法法
院裁决弹劾案成立， 朴槿惠将被
取消总统职务， 此后６０天内将举
行新的总统大选 。 宪法法院９名
法官中 ， 两名将于明年３月底前
到任， 而新法官人选仍需经总统
提名。 由于弹劾案成立需要获得
宪法法院６名以上法官支持 ， 仍
存在被否可能性。

在野党认为 ， 当前局势下 ，
执政党 “非朴派” 无法对弹劾案
说 “不”， 因为如果议案遭否决，
执政党议员将全体背锅。 但在朴
槿惠讲话后， “非朴派” 的弹劾
赞成票可能出现变数， 不排除弹
劾案遭否决的可能 。 一旦如此 ，
民意怨气将转移至国会， 届时韩
国朝野恐将极度对立。

韩国媒体认为， 即使弹劾案
通过 ， 最快也要到明年３月 ， 而
总统大选最快将于明年５月进行。

第三个可能选项是修宪。 韩
国舆论分析， 朴槿惠说的 “按照
法律程序卸任”， 可能暗指修宪。

主张修宪派认为， 修宪内容
可包括将总统任期从５年缩短为４
年、 缩小总统权限甚至改行议会
内阁制等。 修宪需要首先在国会
组建修宪特别委员会， 特委会制
定修宪方案后交由国会表决， 在
获得国会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后，
还需要在３０日内经国民投票赞成
后才能生效。

这样一来 ， 朴槿惠所说的
“缩短任期”， 意味着并非弹劾下
台或辞职下台， 而是走完了 “新
宪法” 设定的总统任期。

韩国舆论分析， 如果选择修

宪选项，理想的政治日程是：１２月
中旬成立修宪特别委员会，明年３
月临时国会通过修宪案，４月举行
国民投票，６月举行总统大选。

但修宪方案遭到文在寅、 安
哲秀等在野党下届总统热门候选
人的反对。 执政党内 “非朴派”
议员也指出， 从民意和在野党的
立场看， 修宪主张难以实现。

总之， 上述三个选项中， 尽
管朴槿惠都不可能很快下台， 但
三条路的时间表都指向了２０１７年
６月， 即提前半年举行总统大选。
可以预料， 这期间韩国政坛争斗
不会平息， 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安
也将会持续。

据新华社

朴槿惠谈话中说 ， 她将把
“包括缩短总统任期在内的去留
问题” 交由国会决定， 但她安排
了一个前提， 即 “如果朝野对她
下台的时间能达成共识”。

问题正在于， 韩国朝野达成
共识并不是一件易事。 执政党想
放缓摊牌速度， 在野党则想加快
步伐 。 对于朴槿惠应该何时下
台、 下届大选何时举行， 朝野分
歧深刻。 新国家党由于尚未找到
合适的总统候选人， 希望大选日
程尽可能后延 ， 尽量将朴槿惠
“亲信干政” 问题带来的负面影
响最小化。 而对于目前民意支持
领先的在野党总统候选人来说，
大选越早安排越有利。

韩国 《朝鲜日报 》 报道说 ，
为安定政局， 朝野元老有意祭出

“有序退位” 招， 即让朴槿惠只
保留总统名分， 将实权交给总理
和内阁， 以实现政局平稳过渡。

但这种安排将涉及韩国朝野
的另一主要分歧， 即在过渡阶段
对总理人选、 过渡内阁组建的主
导权之争。

因此， 表面上看， 朴槿惠是
将自己的去留交给国会， 但实际
上， 国会接到的是 “烫手山芋”。
如果国会连总理人选都僵持不
下， 总统去留时间就更没人能说
了算 。 谁在权力空白期出任总
理， 这可能是下一步政局发展的
关键。

而此选项下， 韩媒给出的时
间表是， 朴槿惠最快能于明年４
月离开青瓦台， 随后６０天内， 即
明年６月有望举行总统大选。

韩国总统朴槿惠11月２９日再次 “突袭式” 反击，
针对 “亲信干政门” 发表第三次面向国民的谈话。 这
一谈话在韩国内外引起多重解读。 有分析称，朴槿惠所
说“我已放下了一切”可以理解为她“愿意辞职”，但更多分
析认为朴槿惠实则以退为进，提出“有条件”下台，是将球
踢给国会。 朴槿惠此次谈话在韩国上下引发各种猜测，而
她所要传达的核心要点是，“在朝野各党派协商出平稳交权
方案后， 将根据国会安排的日程和法律程序卸任”。
这意味着韩国政局未来发展将有三种可能。

弹劾或生变

“有序退位”难

修宪有障碍

11月29日，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何塞·马蒂纪念碑下的纪念馆， 一
名女子在悼念活动中掩面而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