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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菲菲领领导导人人今今起起会会谈谈会会见见
杜特尔特抵京后表示，南海问题不在此访议程之内

本报讯 19日，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杜特尔特总
统19日会见在华菲律宾侨民，并
同中国一些企业界人士进行接
触。20日开始，中国领导人将与
杜特尔特总统举行会谈、会见。
习近平主席将为杜特尔特总统
举行欢迎仪式，同他会谈并举行
欢迎宴会。李克强总理和张德江
委员长将分别会见。张高丽副总
理还将和杜特尔特总统一起出

席中菲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
在1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针

对中菲领导人会谈是否会讨论
南海问题的提问，华春莹回应
称，在启程访华前，杜特尔特总
统多次表示，他到中国要多谈友
谊，多谈合作，要实现这一问题
软着陆。而中方一向主张并致力
于同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和磋
商妥善解决有关问题。

华春莹说，“中菲在南海问

题上正重返通过双边对话和协
商妥善处理有关分歧的正确轨
道，这是友好邻国相处的应有之
道。中方对于谁是朋友自有判
断，对于在什么问题上以朋友的
方式加以处理也自有把握。”

杜特尔特18日晚抵达北京
下榻酒店后也表示，希望通过此
访为菲律宾“谋求更多福祉”。而
对于南海问题，他说：“这不在此
访的议程之内，或许会偶然冒出

来，但对大家来说都会是软着
陆，不会成为负担”。

19日，华春莹还就中菲是否
会开展禁毒和军事合作问题表
示，随着中菲关系改善，相信双
方能在各领域拓展和深化务实
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与
菲方探讨在禁毒和打击毒品犯
罪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目前双
方有关部门正就此保持沟通。

一些西方媒体很关注杜特

尔特访华，其中有些“泼冷水”的
声音。对此，华春莹回应道，对于
此访，中菲两国人民都很高兴并
抱有期待，但的确也有人焦虑、
失落，五味杂陈。中菲关系重回
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无论
对于中菲两国，还是地区和平稳
定，都是利好消息。“只要是真正
希望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
荣的人，对此都会持欢迎态度。”

据外交部网站等

名嘴华莱士担当主持

第三场辩论将从美国东部
时间19日21时开始，持续90分
钟。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此前公
布了第三场辩论的6个话题：“债
务与应得权益”“移民”“经济”

“最高法院”“国际热点”和“总统
的健康”。第三场辩论的主持人
是美国福克斯新闻台《福克斯星
期天新闻》节目主播克里斯·华
莱士。华莱士凭此节目三获艾美
奖。他以犀利的采访方式著称，
曾在2006年专访克林顿时，逼问
其是否在任总统时尽力追捕头
号恐怖分子本·拉登。

美国《华盛顿邮报》首席记
者丹·巴兹认为，希拉里在第三
场辩论中至少有两大挑战。第一
大挑战是针对“邮件门”“健康
门”和操纵大选等指控作出回应
和解释，第二大挑战是为自己出
任总统提出强有力、肯定和有说
服力的理由。而特朗普则必须继
续面对侮辱女性言论，以及与共
和党高层不睦已经公开化所造
成的影响。

特朗普邀请两位奇兵

美媒19日报道，特朗普为最
后一场辩论准备了“重磅炸
弹”——— 他邀请班加西事件受害
者肖恩·史密斯的母亲帕特·史
密斯出席辩论，并把她安排在显
要位置就座。肖恩曾任美国国务
院信息技术顾问，在2012年美国
驻班加西领馆遇袭中丧生。

今年7月，帕特曾在共和党
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发表动情
演讲，指责希拉里与自己儿子的
死有直接关系，应为此负全部责
任。在演讲中，帕特指责时任国
务卿希拉里对4名遇难者的家属
撒谎。她宣称，希拉里错误地把
这次恐袭归咎于网上一段贬低
穆斯林的视频所引发的抗议，而
不是有预谋的攻击。演讲令许多
在场代表落泪，帕特最后得出的
结论是：希拉里应该去坐牢。

此外，特朗普18日还邀请与
奥巴马同父异母但“不太亲近”
的哥哥马利克·奥巴马出席最后

一场辩论。力挺特朗普的马利克
对于受邀表示“很激动”。他认
为，媒体关于特朗普的负面报道
存在偏见，“不相信”那些指认特
朗普“咸猪手”的女性。马利克还
批评希拉里，称她担任国务卿时
加剧了中东局势的恶化，“看看
利比亚现在的情况吧”。

明星名流力挺希拉里

不少美国明星名流则发声
力挺希拉里。１７日，芭芭拉·史翠
珊、朱莉娅·罗伯茨和海伦·米伦
等人齐聚纽约百老汇，为希拉里
竞选募资，表演票价最高１万美
元。歌手珍妮弗·洛佩兹和邦·乔
维下周将加入希拉里阵营，各自
在佛罗里达州举办演唱会，呼吁
民众为希拉里投票。而早些时

候，小罗伯特·唐尼和斯嘉丽·约
翰逊等２０多名好莱坞明星曾发
起“拯救这一天”的社交媒体活
动，劝民众不要投票给特朗普。

美国华尔街和硅谷的社会
名流对希拉里的偏爱也显而易
见。本月早些时候，“脸书”联合
创始人达斯廷·莫斯科维茨宣布
将向支持希拉里的超级政治行
动委员会捐款５００万美元，而上
个月，他和妻子刚刚向民主党阵
营捐款２０００万美元。

以“股神”沃伦·巴菲特和高
盛总裁劳埃德·布兰克芬等为首
的富商精英早就坚定支持希拉
里，而“维基揭秘”最新曝光的电
邮显示，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
与希拉里早有“交情”。

希拉里在摇摆州领先

目前，特朗普在民调中落后
于希拉里，这场辩论可能是特朗
普在距大选投票日不到三周时
改变颓势的最后机会。共和党长
期战略分析人士费西里预计，希
拉里将求稳，因为她认为自己保
持着领先。而特朗普将破釜沉
舟，全力以赴，因为他相信必须
穷追猛赶，并攻击希拉里。

最后阶段，两人将会把注意
力集中在一些可能决定大选结
果的摇摆州。特朗普必须确保在
俄亥俄、佛罗里达、内华达、北卡
罗莱纳等州和其它一到两个战
场州获胜。而希拉里如果拿下特
朗普所需的一到两个关键州，可
能会确保她成为下届美国总统。

目前，希拉里在很多关键的
摇摆州都保持领先，尽管在一些
州的领先幅度很小。她的竞选阵
营还考虑在竞选的最后几周，扩
大在一些传统的共和党州的竞
选活动，其中包括佐治亚和亚利
桑那州，那里的民调显示两人选
情胶着。

据新华社、中新网

奥巴马要反恐成绩单
希拉里借此扩大优势

奥巴马18日在与到访的意
大利总理伦齐举行联合记者会
时表示，他相信摩苏尔战役将
会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成功
赶出他们在伊拉克的最后据
点，并将成为美国主导的主要
针对“伊斯兰国”的中东反恐战
争的“关键里程碑”。

奥巴马政府如此看重摩苏
尔战役，目的有二：一是要以这
场战役的胜利为奥巴马总统任
期画上一个亮丽的句号；二是
要在美国大选投票日临近之
际，让美国选民的关注点重新
回到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焦
点上来。

奥巴马任内一再表示“反
恐”是其内政外交工作的重中
之重，但至今拿不出一份像样
的成绩单：利比亚一片混乱、埃
及“民主化进程”出现倒退、也
门内战看不到尽头、叙利亚乱
局加深，而“伊斯兰国”等极端
组织依然猖獗。美国共和党总
统候选人特朗普频繁指责奥巴
马对恐怖主义软弱无力、束手
无策，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
拉里对当局反恐政策的辩解也
苍白无力。

为摆脱选战中涉及反恐议
题的被动，奥巴马和希拉里都
需另辟蹊径。摩苏尔之战原本
就在伊拉克政府和美国打击

“伊斯兰国”的计划内，不存在
打不打的问题，而是何时打的
问题。在11月8日美国大选投票
日之前的２０多天打响摩苏尔战
役，如果能对希拉里的选情带
来正面影响，则将正中奥巴马
和民主党的下怀。

伊国内各派或再分裂
各大国重塑地区局势

尽管军事行动让“伊斯兰
国”离覆灭更近一步，但外逃的
极端武装人员极有可能混在难
民中逃窜或回流至欧洲、北非
和东南亚等地，伺机发动恐袭。

欧盟安全事务委员朱利
安·金说，目前约２５００名欧洲人
仍在冲突地区与“伊斯兰国”并
肩作战，即便只有一小撮极端
分子回流，都可能对欧洲构成
严重安全威胁，必须为此做好
准备。随着“伊斯兰国”遭遇重
创，该组织将进入以游击战或
恐袭为主线的新阶段。

摩苏尔战役后的另一大隐
忧在于，参与这场战役的各方
在“伊斯兰国”溃退后势必将争
夺地区主导权，为今后的地区
局势动荡埋下伏笔。

眼下伊拉克境内各武装力
量都团结起来打击“伊斯兰
国”，但在军事行动胜利后，共
同的敌人被消灭后，眼前的合
作局面可能因各方陷入利益争
夺而崩塌。伊政府军、什叶派和
逊尼派民兵、库尔德武装都把

“伊斯兰国”视为最大的敌人，
但这些力量相互之间也缺乏信
任。更重要的是，各方背后的支
持力量也在暗中角力，美国、海
湾国家、伊朗和土耳其都想介
入伊拉克政局，这可能会给地
区局势带来更严重的动荡。

法国外长艾罗说，美国、英
国、沙特和土耳其等国外长２０
日在巴黎举行会谈，商讨如何
在“伊斯兰国”溃退后“重塑摩
苏尔和平与稳定”。值得一提的
是，伊朗和俄罗斯外长并未被
邀请参会。 综合新华社消息

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最后一场辩论在即

特特朗朗普普扭扭转转颓颓势势在在此此一一举举
美国东部时间19日21时

（北京时间20日9时），美国大选
总统候选人第三场电视辩论将
在内华达大学拉斯韦加斯分校
举行，这次辩论是11月8日大选
投票日之前，共和党候选人特
朗普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最
后一次正面交锋。

18日，在摩苏尔以南的盖亚拉镇，伊拉克政府军向前线进发。新华/法新

伊拉克政府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协助下，１７日开始对“伊斯兰
国”所控制的最大城市摩苏尔发动攻势。美国总统奥巴马给摩苏
尔战役贴上了反恐战争“关键里程碑”的标签。在美国总统选举
投票日临近之时，这场战役能否对选情产生影响值得关注。

奥巴马同父异母的哥哥马利克。

第三场辩论主持人华莱士。

帕特7月在共和党大会动情演讲时，一位支持者在台下高举反希拉里标语。

摩摩苏苏尔尔的的枪枪炮炮声声
牵牵动动美美国国大大选选投投票票箱箱
摩苏尔一役将改变伊拉克和中东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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