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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俄俄走走得得近近，，美美国国坐坐不不住住了了
副总统拜登24日访土，讨论引渡居伦事宜

近日，一段叙利亚5岁小男
孩的视频在全球社交媒体广泛
流传并引起巨大反响。视频中，
男孩满身是血和灰尘、目光茫
然，刺痛了无数人的心。幸运的
是，男孩目前已与其父母团聚。

不少西方媒体说，这名小男
孩刚从一次袭击中死里逃生，被
吓得哭不出来，并将矛头指向俄
罗斯，称是俄方支持的叙利亚政
府军对阿勒颇周边地区实施的
空袭制造了这场悲剧。俄罗斯国
防部１９日否认这一说法，称叙反
对派武装埋设的地雷或燃气瓶
才是罪魁祸首。

这段拍摄于１７日的视频中，
被医护人员指认为奥姆兰·达克
尼什的５岁男孩看上去极度茫然
震惊。他眼神空洞、静静地坐在
车上，血正顺着他一侧脸颊流
下，但他只是试图擦掉头上的
血，竟没有像一般孩童般哭闹。
报道称，奥姆兰当时刚被医护人
员从阿勒颇市东南部卡特尔吉
区的废墟中救出，那里现由叙利
亚反对派控制。

幸运的是，负责救治奥姆
兰的医生随后告诉英国广播公
司记者，男孩目前已与其父母
团聚，一家人据信都活了下来。
这名医生说，奥姆兰没哭是因
为被吓到了，直到见到其父母
才放声大哭。奥姆兰的父母告
诉医护人员，他们不会接受采
访，以防遭到报复。

西方媒体在报道奥姆兰命
运的同时也纷纷报道了叙政府
军与反对派在阿勒颇异常胶着
的战事，例如法新社称，反对派
占据的阿勒颇多个地区经常遭
遇叙政府军和俄罗斯军方密集
空袭。这些报道似乎在暗示空
袭酿就了奥姆兰一家所代表的
叙利亚普通民众的悲惨遭遇。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
柯比１８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也提到奥姆兰，并称其为叙
利亚内战的“真实面孔”。他表
示，数月来一直致力于与俄方
寻求结束战事途径的美国国
务卿克里也“继续要求俄罗斯
与其合作”，“以一种更为持久
的方式终止战争”。唯有如此，

才不会有更多像奥姆兰这样
的照片出现。

１９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伊戈尔·科纳申科夫出面否认西
方媒体的有关报道，称俄空军从
未将居民区设为攻击目标。

科纳申科夫强调，通过分
析照片和视频中的遇袭大楼损
毁情况可以发现，即便确有袭
击发生，也不会是空掷炮弹所
致，而是“恐怖分子经常使用的
地雷或燃气瓶”造成的。

此外，该照片还在网上引
发了争议。有一些网站称“小男
孩伤势严重，工作人员不赶紧
救治，而是在镜头前摆起了拍
照姿势”。有网站指出，工作人
员穿的外套上印有“白头盔”组
织的字样。“白头盔”组织是一
个非政府组织，网上有人揭发
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视频，几
乎都是按照类似的“脚本”。批
评者指出，“白头盔”组织的创
始人与现任负责人是英国陆军
军官，兼任英国外交部顾问，这
次的视频可能是“宣传战”的一
部分，目的是为西方国家干涉
叙利亚创造“人道主义”理由。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等

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定于本月２４日到访土耳其。美国官员１９日透露，拜登此次“安抚之行”
意在向土方示好，修复因未遂政变受影响的两国关系。双方将主要讨论引渡流亡美国的土耳其知名
宗教人士费特胡拉·居伦等事宜。

借借叙叙男男童童照照片片
美美国国““敲敲打打””俄俄罗罗斯斯
俄方拒绝“背锅”，否认其空袭酿悲剧

今年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面。(资料片) 新华/欧新中文

费特胡拉·居伦 (资料片)

为把居伦弄回国
土耳其送85箱材料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白
宫官员说，拜登将与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和总理比纳利·耶
尔德勒姆举行会晤，“向土方
重申两国牢固的盟友关系”。

这名官员说，拜登预计将
在会晤中向土方再次表示美
国对埃尔多安政府的支持，以
及对上个月发生的土耳其未
遂政变的谴责。

双方会谈将主要讨论引
渡居伦事宜。土耳其政府先前
多次指责居伦领导的“居伦运
动”企图推翻土耳其现政权。
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当局将矛
头再次指向居伦，指认他为幕
后主谋，要求美方引渡居伦回
土耳其。

美方此前对土耳其的引
渡请求反应消极，强调土耳其
方面必须提供“经得起考验的
合法证据”。为此，土耳其向美
方提供了好几批指认居伦参
与未遂政变的材料。一名土耳
其议员透露，土耳其向美方提
供的材料多达８５箱。

这名白宫官员透露，美国
司法部还在审阅土方提交的材
料，土方目前对居伦提起的刑
事指控罪名与未遂政变无关。

美国彭博新闻社１９日援
引一名匿名白宫官员的话报
道，美国司法部将在几天后派
出一支调查小组赴土耳其，与
土方商讨引渡居伦一事。暂不

清楚他们是否为拜登的随行
团队之一。

居伦不怕被引渡
“美国会按程序办事”

居伦１９日接受阿拉伯卫
视台采访时说，他相信美国会
拒绝土耳其的引渡要求，因为
他们在土当局提交的材料里

“不会找到法律依据”。
居伦说：“我相信美国政

府会按照正规程序办事……
当然美国政府也有可能被土
耳其给骗了。虽然技术层面上
有这个可能性，但我认为这种
可能性很小。”

居伦早年是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的亲密盟友，但其在
土耳其媒体、警察和司法系统
的影响广泛，与埃尔多安逐渐
产生嫌隙，两人最终分道扬
镳。１９９９年，居伦移居美国，此
后一直深居简出，很少出现在
公众视野。

被埃尔多安指控为政变的
幕后推手后，居伦本人多次发
表声明，否认参与政变阴谋，反
指埃尔多安自导自演。土耳其
一家法院本月早些时候对居伦
发出逮捕令，并下令没收他在
土耳其国内的所有资产。

居伦本月１２日在接受法
国《世界报》采访时说：“如果

（土耳其当局）针对我的指控，
有十分之一能站住脚，我承诺
回国，接受最重的判罚。”他当
时称，不会接受土耳其司法部
门调查，只有国际独立调查机

构认定他罪行成立，他才愿意
回土耳其向当局自首。

针对土耳其最近与俄罗斯
和解一事，居伦称，埃尔多安走
这步棋，是因为“没有其他选
择”。他说：“现在土耳其面临许
多问题。我认为这一举动是一
种孤注一掷的行为，这是因为
土耳其当局缺乏其他办法。”

埃尔多安９日访问俄罗
斯，与普京会晤。这是土耳其
去年１１月击落俄罗斯战机以
来，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也
是土耳其上月发生未遂政变
后埃尔多安首次出访。普京和
埃尔多安同意修复两国关系，
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冰封了
半年多的外交关系开始转暖。

不愿和土耳其闹翻
拜登打算好好谈

在土俄关系转暖、土美关
系趋紧之际，拜登访问土耳其
被认为是一次“安抚之行”。美
国媒体指出，拜登是奥巴马政
府中与土耳其政府的“关键对
话人”之一，近年来曾多次与
埃尔多安就地区局势问题通
电话。他的造访或将有助于双
方就一些棘手问题展开磋商，
缓和眼下的紧张关系。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土耳
其问题专家乔舒亚·沃克认
为，土方在引渡居伦问题上的
调门已经高得让美方很难找
到“合适的妥协方案”。美方既
不愿因为居伦而失去土耳其
这个重要战略伙伴，又不愿因
为土方的压力而违背美国的
法律程序。

土耳其智库国际战略研
究中心副主席乔班奥卢认为，
短期来看，引渡居伦问题会对
土美关系带来一定冲击，但随
着拜登即将来访，双方在此问
题上达成共识是可以期待的。
而且土美两国也有不少共同
利益，长期来看，土美盟友关
系可能不会改变。但不可否认
的是，在土美龃龉不断的背景
下，土耳其正在与俄罗斯迅速
走近，这也可能给土美关系再
添新变数。

综合新华社消息

有网友把奥姆兰的照片PS到奥巴马和普京中间，呼吁各国关注叙利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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