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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伏秋连旱 防范旱涝急转

伊拉克乱局根源何在

新华社电 一架载有中国援
巴抗洪救灾人道主义物资的中国
空军运—20运输机８月30日飞抵
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融在
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举行的交接
仪式上致辞说， 中巴两国是患难
与共的真朋友， 同甘共苦的好兄
弟。 两国有守望相助、 携手面对
困难的传统。 这批救灾物资运抵
后， 中方还将继续为巴方提供援
助， 支持巴灾后重建工作。

巴基斯坦电力部长胡拉姆·
达斯特吉尔汗代表巴政府出席仪

式并致辞。 他表示， 中国是此次
巴基斯坦受灾后首批向巴提供援
助的国家， 充分体现了两国人民
世代友好的铁杆情谊， 相信灾区
人民收到中国援助物资时会再次
将巴中友谊深植心中。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30
日说， 6月中旬以来， 强降雨在
巴基斯坦引发的各类灾害已造成
1136人死亡 ， 超过 3304万人受
灾。 图为载有中国援巴抗洪救灾
人道主义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
运输机停靠在巴基斯坦南部城市
卡拉奇。

今年7月以来 ， 长江流域持
续高温少雨， 江河水位走低， 旱
情快速发展。 记者8月30日采访
水利部和长江流域相关省市时了
解到， 各地积极应对旱情， 保供
水、 保丰收， 部分地区旱情得到
缓解。

据预测， 9月长江上游降雨
较常年同期总体偏多， 对旱情缓
解有利， 但部分重旱区旱情仍可
能持续； 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
鄱阳湖地区降雨较常年同期偏
少， 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 仍需
立足抗大旱、 抗久旱， 部分降雨
地区则需防范旱涝急转引发次生
灾害风险。

积极应对“汛期反枯”：部
分地区旱情缓解

“在这次旱情中， 江西省有
44条流域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的
河流断流， 鄱阳湖出现1951年有
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位。 8月29
日， 鄱阳湖湖区面积465平方公
里， 仅为历史同期的六分之一；
1734座水库在 ‘死水位’ 以下 ，
4.02万座山塘干涸 。” 江西省水
利厅相关负责人说。

江西省旱情是长江流域各省
市旱情的一个缩影 。 7月以来 ，
“汛期反枯” 一词成为长江流域
众多河流和水库的写照， 长江干
支流来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二成
至八成， 多处河流水位创有记录
以来同期最低， 一些水库水位跌
至 “死水位”， 洞庭湖、 鄱阳湖
提前 “入枯”， 高温干旱对一些
地区群众饮水和秋粮生长造成影
响。

面对近年来罕见旱情， 长江
流域各相关省市和水利部等相关
部门积极防旱抗旱， 力求将损失
减至最小。

江苏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
说， 据统计， 截至8月29日15时，
干旱造成江苏省农作物受灾面积
3.7万公顷 。 由于水利供水保障
有力， 全省秋粮生产特别是水稻
受干旱影响较小。

长江流域各相关省市和相关
部门全力防旱抗旱， 以及从8月
26日以来西南、 江淮等地出现降
雨过程 ， 使得四川 、 湖北 、 江
苏、 安徽等省旱情有所缓解。

水利部统计显示， 8月25日
旱情高峰时， 长江流域耕地受旱

面积达 6632万亩 ， 有 499万人 、
92万头大牲畜因旱供水受到影
响。 8月30日， 长江流域耕地受
旱面积减至4324万亩 ， 有473万
人、 71万头大牲畜因旱供水受到
影响。

严防旱涝急转： 近期长
江上游局地出现强降雨

四川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
说， 四川省今年遭遇了近10年来
最重夏伏旱， 旱情持续40多天，
无有效降雨。 四川省发挥大型灌
区骨干工程 “挑大梁” 作用， 强
化水资源精准调度和科学配置，
7月以来全省水库工程供水累计
抗旱浇灌面积378.52万亩， 解决
了146万人因旱饮水受影响问题。

“8月25日以来， 全省大部
陆续出现明显降雨过程 ， 除遂
宁、 内江、 泸州等旱区还未出现
有效降雨、 旱情持续之外， 其他
地区大部旱情有明显缓解。” 四
川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说， 据预
测 ， 未来10天盆地西北部 、 中
部、 南部、 西南部及攀西地区有
中到大雨， 其余地区有小雨， 水
田作物旱情将基本得到缓解， 因

旱饮水困难区域预计将在9月中
旬水源得到充分补充以及管网延
伸等应急措施完工后得到根本缓
解。

专家指出， 对四川、 重庆等
旱情严重省市而言， 除了需要继
续防旱抗旱， 还需严防旱涝急转
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风险。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
长王章立表示， 针对近期长江上
游金沙江、 大渡河、 渠江、 汉江
等流域的局地强降雨， 水利部将
指导相关地区严密防范旱涝急
转， 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
害防御工作 ， 确保群众生命安
全。

应对伏秋连旱： 长江中
下游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

“水利部通过实施 ‘长江流
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专
项行动’ 等措施抗旱减灾， 目前
大中型灌区的灌溉水源和城镇供
水总体可得到有效保障， 局部山
丘区供水受影响群众通过采取应
急措施可保障生活用水需求 。”
王章立说。

自8月16日12时起， 水利部

调度长江上游水库群、 洞庭湖水
系水库群和鄱阳湖水系水库群为
下游补水， 已累计补水31.7亿立
方米 。 湖北 、 湖南 、 江西 、 安
徽、 江苏等省农村供水工程受益
人口1385万人 ， 353处大中型灌
区灌溉农田2856万亩。

水利部８月30日发布汛情通
报， 据预测， 9月份长江中下游
及洞庭湖、 鄱阳湖地区降雨量较
常年同期偏少二成至五成， 旱情
可能进一步发展， 抗旱形势依然
严峻。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说， 根据预测， 8月31日
至9月5日长江中下游无明显降雨
过程， 至10月降水量偏少。 长江
水利委员会将继续做好旱情监测
预警 、 制定上游水库群蓄水计
划、 完善抗旱水源准备、 为抗旱
提供技术支撑。

王章立表示， 下一步， 水利
部将立足抗长旱、 抗大旱， 强化
旱情分析研判、 精准调度水利工
程、 精细用水管理、 抓紧建设抗
旱应急工程、 加强抗旱工作技术
指导， 提升抗旱供水保障能力。

据新华社

———来自长江流域防汛抗旱的最新情况

中国援巴人道主义物资运抵巴基斯坦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
新华社电 据乌克兰国家通

讯社8月31日报道， 国际原子能
机构专家团已离开基辅前往扎波
罗热核电站 。 国际原子能 机 构
总干事格罗西表示 ， 国际原子
能机构专家团将首次穿越前线，
前往交战区， 这不仅需要俄方的
明确安全保障 ， 也需要乌方保
障。

格罗西说， 国际原子能机构
专家团此行任务就是核查扎波罗
热核电站的真实情况， 尽可能帮
助稳定当地局势。 他说， 专家团
将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数天考

察 ， 同核电站工作人员进行交
流， 报告考察结果， 国际原子能
机构还计划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派
驻永久代表。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 30日报
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日在
首都基辅会见格罗西时表示， 扎
波罗热核电站只有实现 “非军事
化”， 才能解除现有风险。 泽连
斯基说， 当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存
在发生事故、 核反应堆故障和断
网等风险， 希望来访的国际原子
能机构专家团能够帮助找到化解
当地问题之道。

流血冲突
本轮流血冲突的直接导火索

是萨德尔8月29日的一项表态。他
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他决定
退出政坛， 其领导的 “萨德尔运
动”相关机构也将关闭。

这一表态发布后， 数千名愤
怒的萨德尔支持者推倒巴格达
“绿区”的路障，强闯包括共和国
宫在内的政府大楼， 并与安全部
队发生流血冲突。 支持和反对萨
德尔的民兵武装发生冲突。 面对
混乱局势，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
部宣布自当地时间29日晚7时开
始实施全国宵禁。

伊拉克军方一名不愿透露姓
名的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 从8
月29日至30日， 发生在巴格达的
抗议及其引发的冲突已造成22人
死亡、 200多人受伤。

本轮冲突是持续一个月的政
治抗议活动的高潮。 7月27日和
30日， 萨德尔支持者两度闯入伊
拉克国民议会大楼， 导致议会停
摆。 此后一个月来， 这波抗议潮
陆续蔓延到伊拉克多个省份。

伊拉克局势动荡引发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 包括联合国、 阿拉
伯国家联盟在内的国际组织已数
次表达忧虑， 呼吁伊拉克各派别
“停止暴力” “进行对话” “恢
复政府运作”。 但这些呼吁未能
阻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党派争斗
伊拉克此轮抗议浪潮源于持

续半年多的政治僵局 。 去年10
月， 伊拉克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

选举， 联邦最高法院同年底批准
了选举最终结果。 新一届国民议
会今年1月举行首次会议后本应
在30天内选出新总统， 随后新任
总统应指派议会最大党团推出的
人选出任新总理并在30天内提名
内阁人选 。 然而 ， 由于什 叶 派
主 要 政 治 派 别 以 及 库 尔 德 阵
营内部分歧严重， 新总统迟迟无
法产生 ， 新政府组建也遥遥无
期。

在新一届国民议会总共329
个议席中， 萨德尔领导的 “萨德
尔运动” 获得73个议席， 成为议
会最大党派 。 各方角力之下 ，
“萨德尔运动” 未能争取到足够
多议员支持， 每次出席总统选举
投票会议的议员人数都无法达到
法定人数， 导致新总统难产， 组
阁也无从谈起。

由于未能如愿组建多数派政
府， “萨德尔运动 ” 议员今年 6
月 12日集体辞职 ， 前总理马利
基所在阵营成为议会最大党派。
马利基有意推选的新总理人选遭
到 萨 德 尔 反 对 。 萨 德 尔 多 次
要求解散议会， 以便重新选举，
但 这 一 诉 求 遭 到 马 利 基 阵 营
反对 。 这便有了 7月底以来萨
德 尔 支 持者在伊拉克各地不断
举行示威游行， 继而爆发此次流
血冲突。

分析人士认为， 鉴于当前冲
突各派分歧依然严重， 伊拉克短
期内打破政治僵局的可能性不
大 。 约旦国际问题观察家阿米
尔·萨拜莱说， 萨德尔支持者的
街头斗争方式可能被其他政治力
量效仿 ， 进而导致新的社会冲

突， 危害社会稳定。

真正祸根
从表面上看， 伊拉克此次抗

议风波和流血冲突是由党派争斗
引发， 然而， 伊拉克分析人士一
针见血地指出， 美国强加给伊拉
克、 与伊拉克实际国情不符的政
治制度才是当前政治僵局和社会
动荡的真正根源。

2003年， 美国入侵伊拉克 ，
破坏了这个中东国家原有政治生
态。 此后， 在美国主导下， 伊拉
克建立了一套基于配额制的政治
分权体系， 即总统由库尔德人担
任， 总理和议长分别由什叶派人
士和逊尼派人士担任。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阿里·
穆萨指出， 这一制度建立在宗派
和民族分立的基础上， 最终导致
伊拉克社会分裂， 冲突频发， 民
生难以得到改善。 美国 “当年提
出的根本不是建设计划 ， 而是
‘破坏’ 计划”。

伊拉克智库 “政治与治理发
展学院” 学者亚希尔·朱布里表
示， 美国并未像其声称的那样给
伊拉克带来可靠的民主， 相反，
它带来的政治制度未能应对各种
问题。 事实证明， 美国最终带给
伊拉克的是混乱。

伊拉克大学新闻系教授穆罕
默德·朱布里说， 伊拉克问题根
源在于美国强加的错误政治体
制。 它故意根据不同教派和民族
割裂伊拉克人民 ， 无视公民权
利， 使伊拉克成为一个四分五裂
的国家。

据新华社

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8月30日下午发表电视讲话， 要求闯入
巴格达 “绿区” 的所有支持者60分钟内撤出。 随后，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
部发表声明， 宣布解除全国宵禁。 伊拉克8月29日爆发的流血冲突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 分析人士指出， 伊拉克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权力争夺是紧张
局势升级的直接原因， 而乱局根源则是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在当地进
行的强制性政治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