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民主党正式提名拜登
全国代表大会关注三大挑战

    本报特稿 当地时间 18日，美国民主党

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副总统乔·拜登为
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近期，拜登在多

项民调中领先于总统特朗普。
为期 4 天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17日开幕。新冠疫情、疫情导致的经济持续
低迷、长期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不平等问

题这“三大决定性挑战”成为大会重点议题。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每逢选举年召开，
今年主题为“团结美国”。根据日程，前副总统

拜登将于 20日晚即大会闭幕夜在其居住地
特拉华州发表远程演讲，正式接受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提名。
新党纲概述了民主党中长期政治愿景和

政策目标，批评总统特朗普抗疫不力；主张对

新冠病毒进行免费检测、治疗，并最终向所有
美国人免费提供疫苗；提出创建公共保险选

项以向全民医保迈进；要求联邦政府在 4年
内投入 4000亿美元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投

入 3000亿美元研发新技术和清洁能源。
大会主办城市是中西部摇摆州威斯康星

州密尔沃基，原先预计有约 5?人赴会。但受

疫情影响，会议规模、时长和议程大大缩减，
主要活动以远程在线形式展开。密尔沃基作

为主会场，会议规模被限制在 250人以内。与
会者需提前至少 72小时自我隔离、穿戴个人

防护设备、每天接受病毒检测，并避免去酒吧
和餐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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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美方霸权行径戳破“遮羞布”
美商务部出台新措施 打压华为再升级

    新华社北京 8? 18日电 针对美国商务

部宣布对华为进一步限制措施，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 18日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蓄意抹

黑和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美方所作所为彻
底戳破了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

争原则的“遮羞布”，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有记者问：美国商务部宣布了对华为进

一步限制措施，企图切断华为通过商业渠道

获取芯片的能力，在 5月对华为限制措施基
础上将华为在 21个国家的 38家附属公司列

入实体清单。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蓄意抹黑

和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一段时间来，美方在

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泛化国家安
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华为等中国企业采

取各种限制措施，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美方所作所为彻底戳破了美方一贯标

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的‘遮羞布’，
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价值链，这也必将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和自

身形象。”他说。
赵立坚说，美方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

压越歇斯底里，就越证明这些企业的成功，也
越证明美方的虚伪和霸道。历史上，许多其他

国家的成功企业也都有过类似遭遇。美方这

种不光彩做法已经并将继续遭到其他国家的
广泛反对和抵制。

他说，美方指责华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毫无根据。事实证明，过去 30年里，华为在全

球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 1500 多个网
络，为 228家全球 500强企业提供了服务，服

务全球 30多亿人口，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

“斯诺登事件”“维基解密”的网络安全事件，
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棱镜门”“方程式组织”

“梯队”系统的网络监听监视行为，也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能够拿出华为产品存在“后门”的

证据。

赵立坚说，美国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名
副其实的黑客帝国。思科、苹果等美国公司几

年前就已承认其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和“后
门”。美情报部门长期以来对包括盟友在内的

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无差别的非法窃
密监听活动，包括美本国公民基本没有任何

秘密可言。这是公开的事实。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污蔑
抹黑中国，停止打压中国企业。中国政府将继

续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
益。”他说。

    军人扣留总统总理，将他们带去军营，

一同被扣的还有国民议会主席、外交部长和
财政部长，司法部长的住所着了火。首都的

街头一辆辆军车驶过，到处是穿着迷彩服、
手持枪械的军人和抗议民众，时不时还传来

枪声……
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当地时间 18日

发生在西非国家马里的一场军人哗变。最

终，75岁的总统凯塔（见上图）宣布辞职让这
场哗变暂告一段落。但，接下来呢？

枪声四起
上半年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以来，马里一

直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反对派组织的针对总

统凯塔的示威游行不断。然而，西非国家经
济共同体 7月开始介入的调停似乎并没能

够缓和危机。
18日一早，住在距离马里首都巴马科约

15公里的库利科罗地区卡蒂镇的居民被四

起的枪声惊醒。枪声来自于镇上的一处军
营，据说是有军官在早操时间利用军人对军

饷和政府的不满鼓动哗变，一些军人于是前
往军火库，拿上武器，朝天上开枪。

在卡蒂军营的迪亚上校、卡马拉将军和
登贝莱将军的鼓动下，持枪的哗变军人随后

一路朝着首都巴马科前进。他们封锁了街

道，包围了国家电视台，冲进了总统府，抓扣

了正在那里的总统凯塔和总理西塞。凯塔的
儿子、国民议会议长、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

也被一并抓扣。

等他辞职
西塞曾试图同军人对话。“没有对话无

法解决的问题。”他在声明中表示，承认人们

的愤怒有“正当理由”。

但这并没有什么用，他和凯塔被哗变军

人当做战利品一般带回了军营，因为哗变军
人的诉求只有一个———总统凯塔辞职。一整
个下午，抗议民众也在首都独立纪念碑附近

举着“告辞，凯塔”的标语。“听说军人正在和

总统对峙。我们会等在这里，直到他辞职。”31

岁的罐头制造商易卜拉欣·登贝勒说。
反对派组织“6月 5日联盟”也从 18日

起举行一系列抗议活动，要求凯塔下台。
马里的政局受到了外界的关注。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其发言人谴责哗变，呼
吁立即恢复马里的宪法秩序和法制，要求立

即和无条件释放总统及其内政成员。非盟委

员会主席法基以及欧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法国等都对这起事件表示谴责。

“我决定辞职。”在被哗变军人羁押了数
小时后，凯塔同意了军人的要求，结束自己

对这个西非国家长达 7年的统治，同时解散
国民议会和政府。

历史重演
这一幕似乎是历史的重演。2012 年 3

月，也是在卡蒂镇的这处军营发生的军队哗

变演变成政变，时任总统杜尔辞职。而 8年
后的这次军人哗变似乎也并非意料之外。

今年 3月底至 4月初，马里举行了国民
议会选举，然而宪法法院却在 4月底推翻了

31个选取的选举结果。根据宪法法院裁定的

最终选举结果，总统凯塔领导的马里联盟党
获得国民议会 147席中的 51席，成为议会

第一大党。但这也为 75岁的凯塔招来了越
来越多的不满。反对派“6月 5日”运动不接

受选举结果，也不认同西共体发出的组建联
合政府的呼吁。但这似乎只是个导火索，当

地民众对凯塔的不满不止于此。
2013年和 2018年两次当选总统的凯塔

曾誓言要为这个陷入动荡的国家重建和平，
但这并不容易。“基地”组织成员和“伊斯兰

国”极端分子在这里恣意妄为，令安全局势日
益恶化，许多马里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远走他

乡，不少马里军人在与极端分子的战斗中丧
命。据统计，2016年以来马里各地因极端恐怖

主义而丧命的人数猛增了 5倍，2019年超过
4000人，而 2020年到目前为止死亡人数已经

超过了去年。加上当地民众生活本就不易，

43%的人每日生活费不足 13元人民币，而新
冠疫情又加剧了生活的艰难，以及政府内部

的腐败、对经济治理的不力……累积的不满
情绪爆发，最终导致了凯塔及其政府下台。

然而，军人哗变、政府下台并不能解决

马里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8年前的那场军
人哗变之后，马里人迎来的是北部地区日益

恶化的安全局势，8年后的今天和未来呢？

本报记者 齐旭

极端分子恣意妄为 疫情加剧民生艰难

马里军人哗变 总统凯塔被迫下台

■ 哗变的军人在街头向民众致意 本版图片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