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印度尼西亚抗灾
署17日说， 印尼东部巴布亚省16
日晚发生的洪涝灾害已导致42人
死亡、 21人受伤。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在
当天公布的一份声明中说， 洪灾
影响了巴布亚省森塔尼镇的9个
村。 除60余人死伤外， 洪灾还造
成150所房屋被淹、 一座桥梁和9
所医院被损毁。 100余名当地居
民被紧急撤离。

苏托波说 ， 初步调查显示 ，
连日大雨引发当地山体出现滑
坡， 崩塌的泥石堵塞河道， 在森

塔尼镇附近形成堰塞湖， 此后堰
塞湖溃堤引发了洪灾。 由印尼抗
灾署、 国家搜救局、 军警、 印尼
红十字会和志愿者组成 的 救 援
队 正 在 展 开 紧 急 救 援 ， 部 分
救 灾 物 资 已 送 往 灾 区 。 随 着
搜 救 和 统 计 工 作 的 继 续 ， 灾
害 所 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数
字预计还将上升。

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是印尼
的雨季， 也是山体滑坡和洪涝灾
害高发期。 今年1月， 印尼南苏
拉威西省发生洪涝和山体滑坡灾
害， 造成59人死亡、 25人失踪。

印尼东部发生洪灾致60余人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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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新西兰警察总署
17日宣布， 由于新发现一名遇难
者， 目前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
枪击案已致50死50伤。

警方高级官员迈克·布什当
天在记者会上说， 调查人员在遇
袭的马斯吉德·努尔清真寺清理
现场时发现了这名遇难者。

迈克·布什说， 枪击事件造
成的受伤人数为50人， 其中36人
仍在克赖斯特彻奇医院接受治
疗， 其中2人留在重症监护室， 1
名儿童住在儿童医院。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两座

清真寺15日发生严重枪击事件。
目前 ， 28岁的澳大利亚人布伦
顿·哈里森·塔兰特被指控犯有谋
杀罪。 16日上午， 这名恐怖嫌犯
在克赖斯特彻奇地区法院短暂出
庭， 他将于4月5日再次出庭。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 枪支安
全问题在新西兰引起广泛关注，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6日表示， 这
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袭
击 ， 新 西 兰 的 枪 支 法 需 要 改
革 。 新西兰总检 察 长 戴维·帕
克16日宣布政府将禁止买卖自动
步枪。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
已致50死50伤

新华社电 古巴外交部16日
发表声明， 拒绝接受美国将对古
巴公民发放的旅游签证有效期从
“5年内多次入境” 缩减到 “3个
月内单次入境” 的决定， 认为美
此举对赴美古巴公民 “构成了一
个附加障碍”。

美国驻古巴使馆网站15日发
布消息称， 从本月18日起， 美国
将对古巴公民申请的包括旅游、
探亲 、 医疗等目的在内的B2签
证 （即旅游签证） 有效期从 “5
年内多次入境” 修改为 “3个月
内单次入境”， 以便在签证费和
签证有效期上与古对美相关政策
“对等”。 目前， 美国人赴古巴旅
游是持单次入境签证， 每次可在
古最多停留3个月， 签证费用为
50美元； 而古巴人赴美国旅游则
持60个月内多次入境签证， 办理
费用为160美元。

古巴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美

国所称的 “对等 ” 说法并不合
理。 事实上， 目前赴古旅游的美
国公民只需付款即可获得签证。
而自特朗普2017年就任美国总统
以来 ， 美政府宣布收紧对古政
策， 随后撤回六成美驻古巴外交
人员 ， 并停办几乎所有签证服
务， 因此赴美旅游的古巴公民只
能前往墨西哥、 圭亚那等附近国
家办理签证 ， 为此旅途成本增
加， 并常有被拒签风险。

声明说， 如果美国确实想实
施对等政策， 就应立即重启在古
领事服务， 为古巴公民办理相关
签证。

2014年年末， 古美两国启动
关系正常化进程 。 2015年7月 ，
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2017年
9月 ， 美国宣布使馆无限期暂
停 办 理 古 巴 公 民 赴 美签证业
务， 仅处理在古巴的美国公民紧
急事务。

古巴抗议美缩短对古旅游签证有效期

英国议会下院日前通过了关
于要求推迟 “脱欧 ” 的政府动
议。 “脱欧连续剧” 演到今天，
全球观众恐怕都有些疲了 。 很
多 “吃瓜群众 ” 都有这样的疑
问 ： 英国到底什么时候能 “脱
欧”？ 做个决定怎么就这么难？

实际上 ， 最近两年多来的
英国政治几乎全部围绕 “脱欧”
展开 。 未来这件事还要缠绕英
国政坛多久 ， 目前还很难看清
楚 。 但从这部 “脱欧连续剧 ”
中不难看到的， 是英国政坛决
断 力 的 欠 缺 ， 是 面 对 社 会 分
歧时的政治无力感。 《纽约时
报》 更是坦言， 英国在 “脱欧”
问题上陷入瘫痪 ， 折射出西方
民主无法解决巨大社会分歧的
缺陷。

民意分裂之殇， 凝聚共识之
难 ， 是当前困扰欧洲多国政府
的难题 。 在英吉利海峡对面 ，
法国仍未完全从 “黄马甲 ” 示
威的震荡中走出 ， 尽管总统马
克龙发起的大辩论让沸腾的民
意暂时有所平息 ， 但想切实满
足不同阶层民众对改革的要求，
仍然要面对那些难啃的骨头。

民意的分裂， 党派的争斗，
政治极化现象的加剧 ， 造成了
“议而不决” 的困境， 形成了在
事关国家前途的政治议题和改
革进程上裹足不前的局面 。 政
治的不确定性也成为很多欧洲

国家政治的底色 。 德国慕尼黑
大学政治学教授克劳斯·格茨指
出 ， 在当前的西方政治中可以
看到越来越多的 “动荡”。

与此同时 ， 民粹主义在欧
洲显现不断上升的势头。 目前，
民粹主义党派已先后在意大利、
荷兰 、 奥地利等欧盟国家入阁
主政 。 德国 《图片报 》 发布最
新民调结果显示 ， 极右翼党派
将在今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
举中赢得比现在多一倍的议席。
这意味着欧洲各国近几年民粹
主义抬头的趋势将在欧盟层级
上进一步发展 。 欧洲政治生态
中民粹主义的烙印越来越深。

用民粹主义方式回应民众
要求固然可以得到一时的欢呼，
但真正解决深层问题才是正道。
由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民粹
主 义 和 分 裂 的 民 意 所 裹 挟 ，
理性的政治在欧洲不少国家愈
发难以获得足够空间 ， 从长远
和根本角度做出决策显得越发
艰难。

仍以英国 “脱欧 ” 为例 ，
“脱欧 ” 究竟对英国意味着什
么 ， 整 体 和 长 远 考 量 下 得 失
如 何 ， 恐怕英国大众乃至政界
不 少 人 都 缺 乏 深 入 全 面 的 思
考 。 “脱 欧 ” 进 程 的 争 议 焦
点———北爱尔兰边界问题 ， 在
“脱欧” 公投前却未得到充分讨
论 ， 为 “脱 ” 而 “脱 ” 的非理

性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 ， 在欧洲日益喧

嚣的民粹主义背后 ， 是中下层
民众对社会分配不公 、 自身处
境恶化等现状的不满 。 改革固
然势在必行 ， 但面对结构性的
矛盾和掌握政治经济权利的既
得利益集团 ， 政客们似乎一时
难以找到化解和突破的途径。

西方政治制度在解决社会
分歧面前的无力 ， 正越来越多
地成为西方媒体和学界反思的
话 题 。 德 国 《世 界 报 》 直 指
“西方的民主和运转能力似乎发
展成为一对矛盾”。 美国密歇根
大学政治学教授 、 世界价值观
调查机构创始人罗纳德·英格尔
哈特甚至警告说 ： 西方正遭受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最严重的
民主挫折”。

让政治的运行更有效率 、
更多理性 ， 是摆在欧洲很多国
家面前的艰难挑战 。 弥合社会
分歧 ， 形成前行的共识 ， 是欧
洲国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9年新年讲
话中对德国民众呼吁 “我们只
有团结起来 、 通力合作 ， 才能
够 赢 得 时 代 向 我 们 发 出 的 挑
战”。 在当前欧洲乃至整个西方
政治中 ， “团结 ” 无疑是个奢
侈品 ， 但也的确是许多国家的
必需品。

据新华社

“脱欧”马拉松
折射欧洲政治“无力感”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一项新
研究发现， 内陆河流径流的水质
下降会妨碍受白化等破坏性因素
影响的大堡礁珊瑚自我修复， 改
善当地水质将有助于提高珊瑚礁
的 “自愈” 能力。

纵贯于澳大利亚东北沿海
的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
群， 全长２３００多公里。 正常情况
下珊瑚会呈现多种色彩 ， 这 些
颜 色 来 自 寄 居 的 藻 类 ， 这 些
微 小的共生藻也通过光合作用
为珊瑚提供能量。 没有了这些藻
类， 珊瑚就会变白， 最终因营养
不良而死亡。

近年来 ， 大堡礁珊瑚出现
大规模白化迹象。 其中， 气候变
化引起的海洋温度上升是最大威
胁 ， 此外大堡礁还面临海洋污
染、 过度捕捞等威胁。 研究人员

认为， 大堡礁的未来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珊瑚对抗这些影响和自我
修复的能力。

澳大利亚海洋学研究所 、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珊瑚礁研究
项目中心、 阿德莱德大学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在1995年至2017年期
间采集了大堡礁46个地点的珊
瑚 覆 盖 数 据 ， 以 评 估 热 带 气
旋 、 疾病暴发和珊瑚白化对珊
瑚礁所造成的影响。 研究人员同
时还检测了珊瑚从损害中自我修
复的情况。

他们发现， 内陆河流支流的
不良水质， 尤其是洪灾后水中的
废弃物、 地表沉积物和营养污染
等流进海水后会给大堡礁生态带
来压力。 不良水质使白化珊瑚自
愈速度变缓， 且更容易遭到病害
侵袭。

改善地区水质有助于大堡礁珊瑚“自愈”

叙利亚人萨米尔·加巴里的
三层小楼几乎被炮弹 “削 ” 去
了楼顶 。 如今 ， 他的新厨房已
经砌好了台面。

萨米尔的家位于大马士革东
郊的东古塔地区 ， 这里曾是叙
反政府武装在大马士革周边的
最后要塞。 叙政府军自去年2月
起对东古塔发动围攻， 去年4月
14日宣布收复武装分子最后一
个据点杜马镇。

反对派武装占据东古塔后，
在国营机构工作的萨米尔是第
一批离开的人。 此后超过6年的
时间里 ， 他只能租住在大马士
革其他区域 。 “没有财产 ， 第
一件难事就是支付房租 ， 我们
很难承担。” 萨米尔回忆道。

过去8年里， 战争造成超过
1100万叙利亚人逃离家园， 远离
故土 、 缺乏支持的他们只能在
异乡艰难求生。

厌倦了流离失所状态的萨米
尔在政府军进驻的同月就回来
了。 他的房子被炮火严重破坏，
顶层几乎完全垮塌 ， 萨米尔决
定重新修缮房屋 。 清理碎石 、
修整楼梯 、 建造水箱 、 铺砌瓷
砖……经过近一年的努力 ， 新
家已经有了轮廓 。 现在 ， 萨米
尔 已 经 砌 起 新 的 厨 房 台 面 ，
“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生活”。

和萨米尔的选择不同， 穆罕
默德·谢哈德和萨米拉·阿尤布
夫妇则一直留在东古塔。 但是，
他们的经历并不比离开的人更
轻松。

穆罕默德说， 武装分子囤积

食物 ， 再高价出售 。 饥饿 ， 成
为他最糟糕的回忆 。 “政府军
进驻之后 ， 情况好些了 ， 各种
物资开始供应 ， 供电 、 供水开
始恢复了。”

穆罕默德的妻子萨米拉在
屋内、 门前都装饰着塑料假花，
为居民区焦黑的墙壁和满目的
废墟带来几抹亮色 。 “我们该
向前看， 而不是向后。”

记者走访了东古塔杜马镇
的集市所在地 。 轰炸后的废墟
旁 ， 一家家小店开了张 ， 摇摇
欲坠的房屋没有阻止来往行人
进店问询， 穆罕默德·赛尔尤新
开的面包店就在其间 。 以前能
卖到数十美元一公斤的白糖如
今不到半美元就能买到 ， 面粉
也不再是极度稀缺品 ， 物资供
应的逐渐恢复使他的面包店不
必因原料短缺而 “停产”。

在杜马镇第六小学，教室和
操场已经修整完毕，前来上学的
孩子已经从之前的数百人增长
到一千多人。走廊上贴满了学生
们的绘画习作，教室里不时传来
嬉戏打闹声。东古塔开始有了生
气，虽然还远未恢复。

如今，一片片如山的废墟还
堆积在东古塔的各个角落，一栋
栋布满弹痕的居民楼仍几乎是
“无人区”，一个个军事检查站还
在防范着各类不可预知的风险。
但东古塔还是迎来回归的居民、
开业的店主 、开学的学生 ，反对
派武装在居民楼间堆起的巨大
障碍物被逐一推平。

生活在这里重新上演 。 夜
幕降临 ， 电力短缺的大马士革
只能见到不多的光亮 ， 但这里
的太阳， 还会照常升起。

据新华社

叙利亚危机爆发8周年：

废墟中“疗伤”的东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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