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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又是是公公投投惹惹的的事事
土耳其多位部长为修宪公投赴欧洲拉票遇阻

荷兰拒绝土外长降落
将另一部长请出国境

恰武什奥卢原定１１日访问
荷兰，在鹿特丹参加集会并就土
耳其修宪公投发表演讲。但荷兰
政府以“安全因素”为由拒绝批
准集会并取消了恰武什奥卢的
航班降落许可。

荷兰首相吕特９日表示，荷
方已向土方释放最强烈信号，

“我们这样告诉北约盟友的外长
（恰武什奥卢）：‘我们知道你要
来荷兰，但请别来！’假如你非要
来，我们不会派司机，不会派陪
同人员，不会给予任何支持。也
许有人会说：‘你得到（阿姆斯特
丹）斯希普霍尔机场逮捕他！’我
们也就差这么做了。”

不过，这并未打消土耳其官
员前往荷兰演讲的念头。荷兰媒
体报道，土耳其家庭和社会政策
部长卡亚·萨扬11日晚乘车从德
国抵达鹿特丹，试图进入土耳其
领事馆发表演讲。她在入境荷兰
时就遭荷兰警方阻拦，在鹿特丹
的土耳其领事馆外又被荷兰警
方拦住。双方对峙数小时后，卡
亚·萨扬被荷兰称为“不受欢迎
的外国人”，被要求离境。她最终
于１２日凌晨在荷兰警方陪同下
乘坐另一辆车被“请出”荷兰。

荷兰首相吕特１２日凌晨发
表声明说，卡亚·萨扬不顾荷兰
政府反对，执意前来荷兰为土耳
其公投举行政治活动是“不负责
任的行为”。

针对荷兰的做法，土耳其外
交部１１日发表声明说，已向荷兰
驻土耳其大使馆临时代办发出
外交照会。土方还告诉目前不在
该国的荷兰驻土耳其大使，最近
一段时间不要返回土耳其，并称
荷兰将承担外交、经济、政治等
领域的严重后果。土耳其总统埃
尔多安11日指责荷兰是“纳粹余
党”、“法西斯主义者”，并表示将
采取报复措施。他说：“从今以
后，让我们看看，你们的飞机如
何降落在土耳其。”

土耳其将于４月１６日投票决
定是否将政体从议会制改为总
统制，以赋予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更多实权。由于不少拥有投票资

格的土耳其选民生活在欧洲多
国，土耳其内阁高官近来纷纷赶
赴欧洲拉票，招致一些欧洲国家
反感。根据荷兰中央统计局的数
据，荷兰１７００万人口中有１３０万
人拥有双重或多重国籍，其中３１
万人拥有土耳其国籍。

三位部长在德国碰壁
奥地利四地取消活动

几天前，恰武什奥卢访问德
国时也受到冷遇。他原计划在汉
堡一处场地演讲，但当地政府6
日以“消防措施不到位”为由撤
销了这处场地的使用权。最终，
他不得不改在土耳其驻汉堡领
事馆内演讲。而恰武什奥卢并非
首位在德国讲话遇阻的土耳其
官员。２日，土耳其司法部长博兹
达原定在德国加格瑙出席与土
耳其选民的见面会并讲话。但当
地政府撤销了活动场地使用许
可，理由是会场容量不足。５日，
土耳其经济部长泽伊贝克奇原
定在德国科隆的演讲计划也因
场地安全隐患被迫取消。

自去年７月发生未遂政变以
来，土耳其内外政策发生较大调
整，与德国在多个问题上分歧加
深。当年７月底，约４万民众在科
隆集会抗议土耳其未遂政变，表
达对埃尔多安的支持。埃尔多安
原打算通过视频直播向集会民
众发表讲话，但德国宪法法院出
于“安全考虑”叫停了这一方案。
此举曾招致土耳其外交部召见
德国驻土使馆代办以示抗议。

对于土方高官在德讲话行
程屡次遇阻，埃尔多安曾将德方
举动比作“纳粹行径”，并警告德
方，如果他想赴德面对土耳其选
民发表讲话，德方最好不要阻
拦。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办
公室发表声明说，土方将德国政
府与纳粹类比的说法“荒谬且不
合适”。二战后大量土耳其务工
人员移民德国，德国拥有目前最
大的海外土耳其人群体，其中有
投票资格的选民高达１４０万人。

此外，奥地利的四个城镇１０
日取消了拟在当地举行的土耳
其修宪公投造势活动。奥地利内
政部长索博特卡７日曾表示，奥
地利正在起草一项法律修正案，

以阻止他国政治人士赴奥地利
从事竞选活动。现有１１.６万名土
耳其公民居住在奥地利。

土修宪被指民主倒退
土欧关系前景不乐观

欧洲国家之所以不欢迎土
耳其官员来拉票，主要是因为这
些国家认为土耳其修宪是“民主
的倒退”，进一步破坏本已脆弱
的三权分立机制，并有可能发展
为埃尔多安的集权统治。此外，
这些国家担心土方的拉票活动
将加剧本国土耳其社群的内部
对立，引发国内安全问题。

土耳其与德国、荷兰等国之
间的“口水仗”，也为土耳其与欧
洲的关系前景投下阴影。去年7

月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
进行了大规模肃清行动，欧盟对
土方举动大加挞伐，认为土耳其
不尊重基本权利和法治，并以此
为由搁置了签证自由化进程。欧
洲议会全会还在去年１１月２４日
高票通过一项决议，认为欧盟委
员会以及欧盟各成员国应该冻
结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土耳其一直想加入欧盟，但
由于多种原因，入盟谈判进展缓
慢。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去年７
月明确表示，土耳其离入盟还非
常遥远。由于与欧盟的关系若即
若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多次
表示，土耳其有意愿加入上合组
织，采取“向东看”的策略。但考
虑到经贸、军事等因素，土耳其
的这一转向可能并不容易。经贸

往来是土耳其和欧盟之间的重
要纽带。数据显示，欧盟是土耳
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土耳其是欧
盟第七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
市场。欧盟还是土耳其最大的外
资来源地。此外，土耳其与大部
分欧盟国家同属北约成员，双方
在军事上仍有合作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难民问题已
成为欧盟处理对土关系的软肋。
尽管去年３月欧土达成“援助换
遣返”的难民安置协议，但埃尔
多安出于对欧盟相关言论的不
满，曾多次扬言要对难民放开入
欧边境。这一威胁对于经历过上
百万难民涌入的欧盟来说极具
杀伤力，令其在处理对土关系时
不得不掂量再三。

综合新华社消息

土耳其内阁高官为将于4月16日举行的修宪公投拉票，兵分多路前往欧洲国家进行演讲，却屡次
碰壁。１１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的航班在荷兰降落遭拒后，另一名部长从德国乘车进入荷兰遭拦
截，１２日晨被送回德国边境。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称，连续发生摩擦后，土耳其方面出于安全考虑，
暂时封锁了荷兰驻土耳其的使领馆。

12日晚，在土耳其驻荷兰鹿特丹领事馆附近，一名身披土耳其国旗的抗议者从防暴警察面前走过。 新华/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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