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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收的酒东窗事发

4月16日，新南威尔士州
的独立反腐委员会(ICAC)出
示了一张奥法雷尔亲笔书写
的表示感谢的纸条，上面写着

“亲爱的尼克和茱蒂，感谢你
们的盛情款待，以及这瓶精美
的葡萄酒。”在这张纸条作为
证据呈交前的几分钟，奥法雷
尔宣布辞职。

奥法雷尔收受的这瓶红
酒是2011年澳大利亚水务控

股公司总经理尼克·迪·吉罗
拉莫送给他的。该酒是一款奔
富格兰奇红葡萄酒，1959年陈
酿，正好是奥法雷尔出生的那
年。根据独立反腐委员会公布
的收据，该酒价值2 9 7 9澳元
(2789美元)，极其稀少，对于藏
酒者而言弥足珍贵。

4月15日，吉罗拉莫向独
立反腐委员会作证说，这瓶酒
是用澳大利亚水务控股公司
的账户购买的，是当年为了庆
祝奥法雷尔赢得大选而送出
的礼物。

“我还是不记得曾经收到
过一瓶1959年奔富格兰奇葡

萄酒。”奥法雷尔在辞职声明
中说，“但是我承认，这张表示
感谢的纸条的确是我亲笔签
名。我是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责任，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所以我愿意承担自己行为
的后果。”

无心之失也要担责

独立反腐委员会对奥法
雷尔的调查来自举报，有举报
说，吉罗拉莫曾经向奥法雷尔
游说，要和政府建立稳固的公
私合作关系以获取巨额利润，
且独立反腐委员会已经从快

递公司的记录中查到那瓶酒
的投递地址就是州长府邸，并
发现当天奥法雷尔与尼克28
秒的通话记录。

但是，协助该委员会的顾
问也同意这并不意味着奥法
雷尔就贪污腐败了，也不意味
着他就利用职权对澳大利亚
水务控股公司开了后门。

新南威尔士州独立反腐
委员会成立于1988年，是独立
于州政府之外的一个机构，负
责打击贪污腐败，提高政府诚
信度，其管辖范围为该州各级
政府，还包括议员、地方议员、
州长、公务员、警察以及大学和
国有公司雇员。任何人都可以向
委员会举报。委员会具有皇家委
员会赋予的强制权力，能强制要
求证人作证。一旦委员会裁定官
员腐败，该裁决可被检察院纳
入考虑，提起刑事诉讼。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对
奥法雷尔的辞职深表遗憾，他
深信奥法雷尔误导委员会定
是无心之失，但同时认为辞职
是必要的。他认为这是“非常
高尚的一步，彰显出极高的道
德水平”。

一一瓶瓶红红酒酒撂撂倒倒一一个个州州长长
——— 看澳大利亚如何反腐

“一次有灵感的任命”

澳大利亚政府3月31日宣布，在
西海岸的珀斯成立搜寻马航MH370
航班多国协调中心，以统筹协调不
同国家和机构对失联客机的搜寻和
事故调查工作。澳大利亚总理托尼·
阿博特当天宣布，澳大利亚退役空
军上将安格斯·休斯敦被任命为协
调中心负责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协调来
自7个国家的搜救团队到通知和安
慰乘客的亲属，这位66岁老人领导
的搜寻行动协调中心获得所有相关
各方的首肯。

他的工作包括：统筹协调来自
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等7个国
家的搜救团队；决定接下来的搜救
线索及采取的手段；通知和安慰失
事客机上239名乘客的亲属；管理一
大帮总是随时准备对无能或混乱迹
象进行深入报道的媒体。

休斯敦迄今所完成的这些既急
迫又相互矛盾的工作令各方深感满
意，这一事实证明，正如澳大利亚一
家报纸在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阿博
特总理选他担任此职“是一次有灵
感的任命”。

“对239个家庭有个交代”

这位年满66岁、身材瘦长结实、
说话轻声细语的老人于上世纪60年
代末从英国来到了澳大利亚追逐梦
想。因个头太高，休斯敦曾被英国皇
家空军拒绝，后来他终于在1970年
得以加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他驾
驶UH-1“易洛魁”直升机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上空做了多年的调查工
作，经常临危受命去搜寻在丛林中
坠毁的飞机。

1979年年底，他被派往美国犹
他州的希尔空军基地进行为期三年
的交流。交流期间，他娴熟的技能再
次派上了用场。休斯敦曾多次找到
在落基山脉被冻结的、发动机突然
熄火的以及坠毁的轻型飞机。

2001年6月20日，休斯敦开始担
任澳大利亚空军司令，2005年7月4
日担任国防部长，2011年7月3日退
休。此后他被任命担任过几个职务，
其中包括澳大利亚航空管理局的主
席。

“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非常
苛刻的条件下寻找坠毁的飞机。”他
总是如此形容自己的工作，尽管这
绝不是他获得最新任命的唯一资
格。

休斯敦具有直面真相的勇气，
也不乏同情心。正是这一优点使他
成为指挥搜救工作的最理想的人
选，因为这次搜救势必会出现更多
令人心痛的场面。“我们必须找到这
架飞机。”他表示，“因为我们需要知
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们需要找到它
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对239个家庭有
个交代。”

安格斯·休斯敦：

“必须找到

这架飞机”

对MH370航班的搜寻被描
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至
今人们对这项最具挑战性的搜
寻还抱有一线希望，部分原因
是搜寻目前仅限于海洋中一个
相对可控的范围，另外至少还
与3月底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马
航失联客机搜救总指挥的澳大
利亚退休国防部长安格斯·休
斯敦有关。

巴里·奥法雷尔

美美式式““钉钉子子户户””

紧张对峙

9架直升机、200名警察，美
国联邦土地管理局摆出这个阵
仗，是为了对付内华达州67岁
的牛仔柯来芬·邦迪。

在土管局看来，邦迪就是
个不折不扣的“钉子户”。他从
1993年起不给国家交放牧费，
如今欠了政府110万美元。在没
有放牧许可的情况下，他的牲
畜津津有味地嚼着政府土地上
的牧草，还威胁到了濒危动物
沙漠龟的生存。

而在邦迪看来，邦迪的祖
先早在1870年就开始在这一带
放牧，他家的放牧权比美国联
邦土地管理局的历史还长，而
且沙漠龟和他的牛群完全可以
和谐共处。他说：“沙漠龟可以
吃牛粪。”

土管局决定围捕邦迪放牧
的牲畜，但是遭到的抵抗超乎
预料。

且不说邦迪拥有14个孩子
52个孙子的大家族，许多邦迪
的支持者也纷纷从加利福尼亚
州、爱达荷州等地赶来声援。一
名叫斯科特的43岁男子和两个
同伴从爱达荷州赶来，他穿着
防弹衣，躲在掩体后，手里是一
支AR-15步枪，“一旦开火，我
就会扣动扳机。”

邦迪的支持者有反联邦政
府团体，也有右翼政客和持枪
支持者。高峰时期，聚集人数超
过千人。对峙过程持续了将近
一个星期，局面一度剑拔弩张。

握手言和

局势在4月12日迎来转机。
一开始，土管局收缴了邦迪家
近400头牲畜。他们计划将牲畜
卖掉后，再给邦迪一些补偿。但
是示威者们不干，坚持要求土
管局必须归还牲畜。12日，邦迪
同意与当地的治安官谈判。谈
了一个小时后，土管局作出让
步。指挥这次清场任务的警长
与邦迪握手言和，清场行动终
止，警方将收缴的牛群归还给
了邦迪。警方称，这场对峙没有
引发任何暴力冲突，也没有人
员伤亡。

“早安美国，早安世界。这
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在归还牲
畜后，邦迪对欢欣鼓舞的人群
说。他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人
的支持，“我很高兴，我们真的
在为了自由而战。我们已经失
去它很长时间了。”

内华达州的共和党人布莱
恩·桑多瓦评价：“在这种情况

下，今天的局面是我们能够想
象的最好结果。”

争执难解

这场对峙引发了人们对
于各州和联邦土地使用政策
的争论。人们对于警方的愤
怒，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对于
包括内华达州在内西部各州
土地被联邦政府征用的不满
情绪的爆发。

1989年，沙漠龟被列为濒
危物种。1993年，美国政府在拉
斯韦加斯附近划出几十万英亩
的联邦土地作为沙漠龟保护
区。根据保护政策的需要，保护
区内禁止放牧、限制机动车进
入。同时，牧场主手里的放牧权
也被政府买回。

当时，邦迪就拒绝交出
放牧权，并停止缴纳放牧许
可费用。1998年，联邦法院要
求邦迪停止放牧并每天给每
头牲畜交 2 0 0美元才能继续
放牧。15年后，邦迪仍然拒绝
执行法庭指令。2013年10月，
联邦政府又到法院拿到了新
的指令，命令“邦迪在45天内
转移走所有牲畜，否则政府
有权自行驱逐并没收邦迪的
牲畜”。

这么多年来，邦迪一直在
非法侵占联邦土地饲养牲畜？
他自己可不这么认为。邦迪对

放牧土地属于联邦政府存有异
议。他认为，就算土地不是自己
的，也应该是内华达州的，联邦
政府的征地行为就是“抢地”。

他说，他和土管局对抗
不仅仅是为了牲畜，而是美
国政府机构的大权力作风必
须改改了。

这事没完

对峙事件已告一段落，但
长达20年的纠纷不可能就这么
轻易结束。

罗杰·泰勒，一位亚利桑那
州土管局的退休人员说，政府
归还牲畜的决定留下了负面效
应。“土管局的处境将会更糟
糕，他们想让牛群迁走、让邦迪
遵纪守法会更难。”

有评论认为，内华达州农
场对峙事件的结局似乎在告诉
人们：法律被武装绑架了。

4月14日，内华达州的民主
党籍参议员哈利·瑞德说：“这
事儿还没完。我们不能让一个
美国人就这么违反法律还不管
不顾。”

对此，邦迪对瑞德隔空喊
话：别插手内华达州的事，回你
的华盛顿吧。他回应说：“我有
些事儿告诉哈利。哈利，内华达
州的州民，也就是我们，选你去
做美国参议员，是为了维护美
国的国家利益。”

柯来芬·邦迪

美国内华达
州农场上民众和
警察的紧张对峙
事件，最终以政府
宣布让步暂时结
束，农场主柯来
芬·邦迪继续做着

“钉子户”。虽然这
事肯定还没迎来
结局，但目前看，
在这场美式“强
拆”里，似乎美国
联邦政府成了“输
家”。

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
亚的最大州，近日，其州长巴
里·奥法雷尔因为收受了关
联企业送的一瓶价值2979澳
元(约合2789美元)的红葡萄
酒，于4月16日宣布辞职。澳
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又损失了
一名关键的政治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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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休斯敦

邦迪和执行清场任务
的警长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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