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奥斯陆5月22日电 挪威
首相斯特勒、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
斯、爱尔兰总理西蒙·哈里斯22日分别
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总统
府随后发表声明，对三国承认巴勒斯坦
国的决定表示欢迎，并呼吁尚未承认巴
勒斯坦国的国家承担起责任，承认巴勒
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斯特勒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挪威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将
于5月28日生效。这一决定已通知巴

勒斯坦和以色列当局。与此同时，挪威
也将支持给予巴勒斯坦联合国正式会
员国地位。

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当天表示，挪威
致力于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希望承认巴
勒斯坦国的决定能够鼓励巴以双方重
启和平谈判。艾德说，目前最紧迫的是
在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停火，确保足够的
人道主义援助到达加沙人民手中，并妥
善解决被扣押人员问题。

同一天，桑切斯在西班牙议会宣

布，西班牙承认巴勒斯坦国。该决定将
于5月28日生效。桑切斯说，西班牙作
出这一决定只为“和平与正义”，并强调
解决巴以冲突的关键是双方展开对
话。他表示，以色列正在“摧毁加沙”，

“以饥饿和恐怖惩罚巴勒斯坦人”，这样
的举动只会延续仇恨，“我们不能允许
这样的情况发生”。

哈里斯当天在都柏林举行的记者
会上说，这一天对巴勒斯坦和爱尔兰来
说都是“历史性和重要的一天”。哈里

斯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是一项明确
支持“两国方案”的决定，是以色列、巴
勒斯坦及其人民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唯
一可靠途径，承认巴勒斯坦国将有助于
中东的和平与和解。爱尔兰承认巴勒
斯坦国的决定也将于5月28日生效。

多年以来，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受
阻，但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国家已得到广
泛承认。1988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宣布巴勒斯坦建国，并先后得到130多
个国家承认。

挪威、西班牙、爱尔兰
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挪威首相斯特勒(左）、爱尔兰总理西蒙·哈里斯（中）、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22日分别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新华社／法新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战时内阁
成员甘茨等高官近来接连对总理内塔
尼亚胡的决定公开提出反对意见，甘茨
甚至以退出战时内阁相威胁。分析人
士认为，这些举动让以色列高层早已存
在的内部分歧公开化，背后是以色列在
加沙冲突中陷入困境引发的国内民意
变化。如果代表中左翼的甘茨退出战
时内阁，以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
策或将更加“向右”。

内部分歧公开

在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后成立的以战时内阁中，总理内塔尼亚
胡、国防部长加兰特、主要反对党国家
团结党领导人甘茨是拥有表决权的3
名核心成员。甘茨本月18日在记者会
上发布一份有关加沙冲突及后续事项
的六点方案，包括解救全部在加沙的被
扣押人员，终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对加沙的控制和加沙地带
非军事化，冲突结束后由美国、欧洲国
家、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共同对加

沙地带进行民事管理，与阿拉伯国家实
现关系正常化等。

甘茨要求内塔尼亚胡最晚6月8日
接受这套方案，否则他将退出战时内
阁。“如果你选择狂热道路，把国家领向
深渊，我们将被迫退出政府，并依靠民
众组建一个能取得真正胜利的新政
府。”

另据以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说，以战时内阁18日晚审议了一份
重启与哈马斯进行人员交换谈判的提
案，其中包括在停火第二阶段延长停火
期的内容，该提案得到加兰特和甘茨等
人的支持，但内塔尼亚胡仍强调他“不
愿接受任何会导致结束战争的建议”。

此前，加兰特于15日发表视频讲
话说，自本轮加沙冲突爆发以来他就一
直在内阁提出应建立一个非敌对的巴
勒斯坦人政府以取代哈马斯，但没有得
到任何回应。加兰特说，在没有替代方
案的情况下，只能放任哈马斯重新统治
加沙或由以色列对加沙实行军事统治，
但他反对后者，并敦促内塔尼亚胡放弃
这一选项。甘茨当时发声支持加兰特，
称他说的是“实话”。

以色列舆论指出，以高层在处理加
沙战事方面早有分歧，加兰特和甘茨的
表态让内部矛盾公开化。这是新一轮
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受到的

“最严重政治挑战”。

民意发生变化

有分析认为，此次加兰特和甘茨公
开叫板内塔尼亚胡，反映出以色列当前
面临的战场困境及其带来的民意变化。

以色列为加沙军事行动定下三大
目标，即解救被扣押以方人员、消灭哈

马斯和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
成威胁，但这些目标至今均未实现且似
乎遥遥无期。

以方视加沙地带最南端城市拉法
为哈马斯的最后根据地，本想大规模进
攻，但遭到包括主要支持者美国在内的
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目前只能采取“切
蛋糕”的方式一块一块扩大打击范围。
而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近日也不得不
恢复空袭并重新派出地面部队，以应对
哈马斯在这里“重新部署武装力量”。

冲突爆发7个多月以来，以色列与
哈马斯进行了多轮谈判。自去年11月
达成短暂停火并换取部分被扣押人员
获释之后再无新进展，剩余100多名被
扣押人员的回归看不到希望。

此外，在以黎边境地区，以色列与声
援哈马斯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持续交火
至今。据以方统计，冲突已造成以北部
边境8万以色列居民逃离家园。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反战、反
政府游行愈加频繁、规模越来越大。以
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东和非
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哈雷尔·霍雷夫说，此
次以色列高层分歧公开化反映了以国内
民意的变化，越来越多以色列人认为需
要就加沙战后安排拟定一个计划。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专
家约纳坦·弗里曼认为，甘茨公开反对
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是着眼新一轮大
选，他意图通过提出鲜明政治主张获取
选民支持。最新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
行大选，甘茨的支持率为35％，内塔尼
亚胡为32％。

政府或更“向右”

对于甘茨的提案，内塔尼亚胡18

日晚发表声明称，这些要求是“过时的
言论”，意味着“以色列的失败，大部分
人质被抛弃，哈马斯继续存在，建立巴
勒斯坦国”。

此外，以色列极右翼代表人物、国
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9日呼吁内塔
尼亚胡免去甘茨和加兰特的职务。另
一名极右翼人士、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
19日呼吁在加沙地带保持长期“军事存
在”，并向黎巴嫩发动进攻。

以色列现政府由右翼和极右翼
势力组成，被称为“史上最右政府”，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态度强硬。其中，
极右翼势力尤其如此，他们主张继续
在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直至彻底
消灭哈马斯，并要求禁止援助物资进
入加沙地带。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内
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需要极
右翼政党的支持才能维持执政地位，
因此极右翼能在相关政策上对政府
形成绑架。

霍雷夫表示，甘茨退出战时内阁并
不能迫使内塔尼亚胡解散议会、重新举
行大选。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拒绝接
受甘茨的提案而甘茨退出战时内阁，中
间派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将减弱，以政
府的政策将更加“向右”。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甘茨此次表
态可能只是“作秀”。弗里曼说，甘茨
感到目前舆论对他继续留在战时内阁
的批评增加，这次表态旨在向公众表
明，他留在战时内阁可以影响决策。
以色列《国土报》18日刊文指出，内塔
尼亚胡需要来自中左翼的甘茨留在战
时内阁，以对冲极右翼势力带给他的
压力，而甘茨自己也未必真会退出战
时内阁。

新华社耶路撒冷5月22日电

以色列高层为何“内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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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前矢口否认自己是“台独金孙”，
一上台便现了原形。此人就是台湾地
区新领导人赖清德。5月20日，其发表
所谓“就职演说”，通篇充斥诡诈的政治
谎言，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恶毒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鼓噪“倚外谋独”

“以武谋独”。这灌满分离主义邪念、野
心、挑衅与算计的言论，就是一份赤裸
裸的“台独自白书”，充分暴露其不折不
扣的“台独工作者”、彻头彻尾的“麻烦
制造者”的真面目，让世人更看透其为
权欲不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推
向更危险境地的本性。

一段时间以来，台海形势持续复
杂严峻，甚至紧张动荡。两岸同胞和
国际社会普遍期盼两岸关系缓和，重
回和平发展正轨。然而，仅以四成得
票率上台的赖清德对各方各界良言劝
诫置若罔闻，不图改善两岸关系，反而
择恶固执，大放厥词。其讲话表面堆
砌“和平”“稳定”“共荣”“互惠”等虚浮
辞藻，实质上自相矛盾、逻辑错乱，蹩
脚骗术一戳就破，谋“独”祸心暴露无
遗。其释放善意是假，大搞对抗是真；
追求和平是假，图谋“台独”是真；希望
两岸对话、交流、合作是假，继续恶化
两岸关系是真。

——包装“台独”，公然宣扬“两国
论”。赖清德鼓吹两岸“互不隶属”，在
所谓“国家”认同上大做文章，处心积
虑将大陆标注为“外国”，企图偷渡“台
独”主张、搞“和平分裂”。有岛内人士
直言痛批，在“台独”道路上，赖清德已
超越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独’性
前所未有”。

——攻击大陆，升高两岸对立对
抗。赖清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恶意
炒作大陆“军事威胁”，制造“中国并吞
台湾”的恐惧。此人诬指大陆是“全球
和平稳定最大的战略挑战”，叫嚣“全民
防卫”，企图把台湾2300万民众绑上“台
独战车”，字里行间在在证明其根本不
是“和平的舵手”，而是和平的毒手，根
本不是“视民如亲”，而是视民如草芥。

—— 挟 洋 壮 胆 ，妄 图“ 倚 外 谋
独”。赖清德打着“民主”的幌子贴靠、
迎合美西方反华势力，甘当马前卒，乞
求外国主子为其打气撑腰。其所谓

“民主”根本就是煽动“反中抗中”、进
行谋“独”挑衅的“遮羞布”，其媚外求
荣根本是拿着卖台、害台甚至毁台来
当作“投名状”。

过去 8 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的
事实充分证明，民进党的“台独”路线、
对抗路线、害台路线是台湾陷入兵凶战
危、社会极度撕裂对立、经济民生严重
受损的祸根乱源。赖清德扬言要秉持
所谓“四个坚持”，摆明是要延续过往错
误“路线”，接着走谋“独”挑衅的邪路，
让台湾离和平、繁荣越来越远，离战争、
衰退越来越近。此人的极端危险性显
而易见，难怪岛内舆论担忧其会比“前
任们”更可怕，制造更大麻烦。

赖清德上台即刻撕掉选前伪装，
袒露心迹的一纸荒唐言暴露本性，与
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
交流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的岛
内主流民意完全背道而驰。其罔顾民
意、逆流而动，在谋“独”邪路上一条道
走到黑，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大险境，给
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大
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意
志坚如磐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能力坚不可摧，反对“台独”分裂
和外来干涉的行动坚决有力。对于任
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大陆决不
容忍、决不姑息。赖清德、民进党当局
及“台独”分裂势力不要低估大陆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
定意志、强大能力。任何谋“独”挑衅，
必会遭到强有力的反制。

“台独”分裂是对台海现状最危险
的改变，也是对台海和平最重大的破
坏。广大台湾同胞要擦亮眼睛，察大
势、担大义、顾大局、走大道，坚定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反对“台
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挺身维护自
身利益福祉，与大陆同胞一道坚决守
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动两岸关系
朝正确方向前进。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不
管岛内局势怎么变，岛内谁当权，都改
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改
变不了两岸关系基本格局和发展方
向，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
势。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实现国
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一致要
求，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台独”
是历史逆流，是绝路。玩火者，必自
焚！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在“台独”错
误路线上胆敢铤而走险，必遭沉重打
击，难逃覆灭的历史铁律。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评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

玩火者必自焚

新华社布鲁塞尔 5 月 21 日电
欧盟理事会21日通过系列法案，批准
将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在欧盟中央证
券存管机构产生的净收益用于向乌克
兰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支持乌国防
工业能力和重建需求。

新规涉及持有俄罗斯主权资产和
储备超过100万欧元的欧盟中央证券
存管机构自今年2月15日起累积的
相应净收益。这些机构须每两年向欧
盟支付一次累计产生的净收益，其中
90％通过欧洲和平基金框架对乌军
援，10％纳入欧盟预算，用于支持乌
克兰的国防工业能力和重建需求。

欧盟理事会说，资金的分配将每
年进行一次审查，首次审查将于明年
1月1日前进行。

法新社报道，俄乌冲突升级后，作
为对俄制裁的一部分，欧盟冻结了俄
罗斯央行价值约2000亿欧元的资产，
欧盟境内约90％的被冻结俄资产由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控
制，这批资产每年产生约30亿欧元利
息。

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此前警告
说，如果欧盟这样做，将“搬起石头砸
自己的脚，破坏现代金融体系，损害欧
洲乃至整个西方的信用”。

欧盟批准

使用俄被冻结资产收益支持乌克兰

美国肯塔基和俄勒冈两州总统选
举初选于21日结束，2024年美国总
统选举初选阶段随之接近尾声。当天
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民主
党推定总统候选人约瑟夫·拜登的支
持率本月跌至近两年来最低水平。

据美联社报道，拜登与共和党推
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已确认
赢得上述两州的初选。21日初选结
束后，民主党仅剩8场、共和党仅剩4
场初选未举行。

拜登和特朗普将分别在8月和7
月举行的民主、共和两党全国代表大
会上正式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

虽然早已锁定提名，但拜登和特
朗普在21日的肯塔基州初选中依然
遭遇本党选民表达不满。在约80％
已完成计票的民主党初选选票中，约
18％选民未把票投给拜登，而在选票
上勾选“不作承诺”。约6％共和党选
民也未投票给特朗普，而选择了美国
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利。美联
社称，“不作承诺”选民主要不满拜登

政府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处理方式。
与此同时，21日公布的路透社与

益普索集团联合民调结果显示，拜登
5月在美国公众当中所获支持率跌至
36％，环比下滑两个百分点，与2022
年7月历史最低水平持平。

据路透社报道，本次民调17日至
20日展开，误差范围为3个百分点。拜
登支持率的跌幅虽然在误差范围内，但
对他而言可能依然“不是好兆头”。

多项美国全国性选民意向调查结
果显示，拜登与特朗普支持率相差无
几，但在多个可能决定总统决选结果的
关键“战场州”，特朗普保持微弱领先。

21日公布的民调涉及经济状况、
非法移民、政治极端主义和国外冲突
与恐怖主义等议题。其中，经济状况
被较多受访者视作美国面临的最严重
问题，分别有40％和30％的受访者认
为，特朗普或拜登的经济政策较好。

路透社称，美国经济状况可能是
影响拜登成功连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新华社专特稿

拜登支持率下滑

美国总统初选接近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