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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邻居调停
自家窝里反了
埃及总统穆尔西扩权引发大规模示威

野田仿效美大选

欲与安倍辩论

本报讯 据日本新闻网
报道，日本首相野田佳彦24日
在东京对记者称：“众议院大
选既是选择政党也是选择首
相的选举。执政党党首与在野
的第一大党党首进行辩论，有
助于选民了解不同的政党在
经济和社会保障等政策上的
分歧，是十分有意义的。”他表
示，有意在众议院选举前与自
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举行党首
辩论。

日本民主党代理干事长
安住淳也对媒体强调称：“想
仿效美国总统选举那样举行
几场辩论会。让选民看看哪位
党首更适合成为首相。”安住
表示，将于26日正式向自民党
方面提出这一要求。 (中新)

朝歌颂领袖标语

可被卫星识别

本报讯 据英国广播公
司报道，朝鲜当局在两江道一
处山坡上修建了歌颂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的大标语，每个字
20米高，标语全长548米。标语
上写着：“光辉的太阳金正恩
将军万岁！”报道称，这幅标语
的图像可以用卫星识别。

韩国媒体报道说，朝鲜在
山上刻写大标语歌颂金正恩
的举动，同过去歌颂金日成以
及金正日的做法完全一致。早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朝鲜就
在一座著名的山上刻写过歌
颂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大标语。

(中新)

阿拉法特灵柩

将于27日打开

据新华社电 巴勒斯坦
阿拉法特死因调查委员会主
席提拉维24日在拉姆安拉表
示，前领导人阿拉法特的灵柩
将于11月27日打开，瑞士、法
国和俄罗斯的专家们将在“几
小时内”提取样本。当天晚些
时候，阿拉法特的遗体将按照
军队礼仪重新下葬，仪式不会
对外开放。

提拉维说，调查委员会成
员依然相信，阿拉法特遭以色
列投毒杀害。以色列则否认

“投毒说”。阿拉法特2004年11

月11日在法国巴黎贝尔西军
医院逝世。洛桑大学放射物理
学研究所今年7月初在阿拉法
特生前衣物中检测出活度足
以致命的钋-210，怀疑他中毒
身亡。巴方随后同意开棺验
尸，以查明阿拉法特真正死
因。

FBI通缉要犯

在墨西哥落网

据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
调查局(FBI)洛杉矶办公室助
理主管刘易斯23日说，联邦调
查局十大通缉犯之一萨恩斯
在墨西哥落网，墨方打算尽快
启动引渡程序，本周末把萨恩
斯遣返至美国，FBI特工将全
程押送这名黑帮成员，萨恩斯
将面临谋杀、绑架和强奸罪名
指控。萨恩斯现年约37岁，据
信藏在墨西哥为一个贩毒团
伙充当打手。萨恩斯自2009年
与本·拉丹一起名列FBI十大
通缉犯名单。FBI曾悬赏10万
美元征集能够抓捕萨恩斯的
信息。

据新华社电 刚成功斡旋巴以停
火的埃及，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一外交成
绩，23日国内多座城市因总统穆尔西的
一则声明而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
行。此前一天，穆尔西发布新宪法声明，
规定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认定总统
发布的宪法声明、法令和政令在
新宪法颁布和新议会选出前为
最终决定，任何方面无权更改。
这被反对派解读为穆尔西企图

“篡夺一切国家权力”。
埃及国家电视台报道，示威

者在伊斯梅利亚和塞得港的穆兄
会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办公室纵火。
路透社援引一些目击者的话报道，在
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示威者冲入这一
政党办公室，把椅子和书籍扔到街上，
放火烧毁。示威者还与穆尔西支持者爆
发冲突，互掷石块，两辆汽车的玻璃被
砸坏。亚历山大安全部门警告，当地局
势紧张，安全部队将采取措施，维持秩
序，保护重要设施。

在首都开罗，大批示威者走上街
头，包括解放广场，要求政府下台。同
时，穆兄会组织民众在总统府外集会，
支持穆尔西。一些埃及政治家也打算加
入反穆尔西集会，其中包括国际原子能
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和埃及前外长、阿
盟前秘书长穆萨。巴拉迪在微博留言中
指认穆尔西“篡夺一切国家权力”，是

“新法老”，“使埃及革命遭受重创，可能
引发严重后果。”

穆尔西当天在开罗郊外一座清真
寺参加祷告活动，并发表讲话。穆尔西
说，他与“各方商讨后”才作出那样的决
定，“没有明确规划，就没有胜利。”路透
社援引穆尔西一些助手的话报道，他的
决定旨在尽快结束因一系列法律障碍
久拖不决的埃及过渡期。

围绕总检察长一职的争执，一直是埃
及政坛的焦点。今年10月11日，穆尔西一度
宣布解除总检察长马哈茂德的职务，但遭
后者拒绝，并引起1000多名法官和检察机关
工作人员集会抗议，穆尔西不得不收回成
命。不过，穆尔西一直想找机会把马哈茂德
撤掉。现在，穆尔西刚成功调解巴以停火，
受到美国等多国赞赏，觉得是在国内“施展
拳脚”的时候了，于是开始调整司法体系。

按照穆尔西上任后的行事作风，刚获
得的外交成绩只可能对颁布法令的时机产
生有限影响，归根到底，“收拢权力”的举动
是他的支持者，尤其是身后的穆兄会孜孜

以求的。只有这样，穆尔西才能更有效地按
照自己的意志推进治国理政的各项工作。

不过，穆尔西颁布总统令的时机并不
好。一是正值周末，埃及人平时就有举行

“周末大游行”的习惯。二是连续4天来，开
罗一直都有人游行，民众与军警大打出手，
石块、燃烧瓶和催泪弹你来我往。在上述情
况下颁发总统令，无疑是“火上浇油”。

根据埃及现行法律，司法是完全独立
的，总统无权解除总检察长的职务，总检察
长只有在自行辞职、接受其他职务或到了
退休年龄的情况下才能离任。埃及媒体报
道说，上月马哈茂德被解职时说，除非他被

杀死，否则不会离开岗位。
如今，根据新宪法声明，制宪委员会的

工作时限将延长两个月，而任何司法部门
都无权解散该委员会。有评论指出，在这期
间穆尔西能更从容、更彻底地将“前朝势
力”清除出司法系统，从而给制宪委员会足
够的时间来酝酿出一部反映穆尔西及其身
后穆兄会意志的宪法。当然，这种说法在逻
辑上可能成立，但穆尔西的一系列举动能
否让民众接受，还有待观察。阿拉伯媒体大
都认为，去年初埃及发生政权更迭以来，局
势就一直动荡，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乱
象。 据《人民日报》、国际在线

本报综合新华社消息 欧洲
理事会主席范龙佩23日宣布，欧
盟特别峰会未能就2014年至2020
年欧盟中期预算方案达成一致。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欧盟
2014年至2020年预算为1万亿欧
元左右，其中绝大部分资金将以
农业补贴、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的

“凝聚基金”、公路与其他基础设
施建设、研发投入等形式直接投

向成员国，剩余的6%为欧盟机构
的运行费用。该预算比此前七年
的预算增加5%左右。

以英国、瑞典、荷兰、德国为
首的几个欧盟“富国”(预算主要
出资国)认为，欧债危机背景下，
各国都在进行财政紧缩，欧盟机
构的支出也应减少。另一方以南
欧和东欧国家为主，它们反对减
少预算规模，强调要确保维持现

有的农业补贴以及“凝聚基金”。
分析人士指出，欧盟各国的

主要分歧在于预算规模，但实际
上主张和反对削减开支的双方提
出的具体预算数额差距并不大。
如果将这一差额平均到7年、再平
均到27个国家来看的话，就更微
不足道了。因此，中期预算难产的
关键原因在于，各国都在习惯性
地打着“小算盘”，竭力使预算的

分配更有利于自己。
如果欧盟最终无法就中期预

算达成一致，将给欧盟主导的价
值数千亿欧元的中长期公共投资
项目带来不确定性，从而打击已
经非常脆弱的欧盟经济。更为重
要的是，这还将分散欧盟各国在
应对债务危机方面的精力，挫伤
民众的信心，甚至会给欧洲一体
化进程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英德荷等“富国”要削减预算 东南欧“穷国”希望维持现状

“同床异梦”致欧盟中期预算“难产”

■ 新闻观察 ■

埃及陷动荡漩涡，未来或出更多乱象

▲23日，在埃及开罗街头，一位市民头
戴面具参加示威游行活动。 新华/路透

▲23日，在埃及开罗，总统穆尔西在总统
府附近对支持者发表演讲。 新华/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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