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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倡议难解七年也门危机
胡塞武装加大攻势 沙特摧毁对方武装船

    沙特阿拉伯媒体 28日报道，由沙特领导

的多国联军摧毁两艘由也门反政府胡塞武装
操控、载有爆炸物的船艇。

胡塞武装对沙特方面所提结束也门危机
的和平倡议不感兴趣，坚持要求多国联军全

面解除海上和空中封锁，并连续数周加大对
沙特攻势。

冲突还在继续
沙特媒体 28日报道，多国联军摧毁两艘

载有爆炸物的船艇。船艇由胡塞武装操控，从

也门红海港口荷台达起航。
另据多国联军同一天的消息，联军拦截

并摧毁 3 ?飞赴沙特南部地区的武装无人
机，其袭击目标包括海米斯穆谢特市。

胡塞武装方面尚未证实上述消息。

沙特方面近期频繁拦截或摧毁胡塞武装
操控的军事武器。多国联军 25日拦截和摧毁

多?胡塞武装操控、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胡
塞武装的袭击目标包括两所大学。次日，胡塞

武装宣称利用 18?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多处
石油和军事设施。

沙特国有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两处设

施 2019年 9月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原油生
产一度中断。沙特和美国指认胡塞武装所用

导弹由伊朗提供。伊朗否认并指责美方做局
陷害。

战火何时能停？

胡塞武装 2014年夺取也门首都萨那，后

续控制也门大片地区。多国联军 2015年介

入，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并实施封锁，
战事持续至今。胡塞武装近期加大针对沙特

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在也门境内对天
然气资源丰富的马里卜省发动地面攻势。

沙特本月早些时候提出一项旨在结束也
门危机的和平倡议，内容包括在联合国监督

下实现也门境内全面停火，重开萨那机场，允

许船只和货物进出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
港，也门各方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始磋商以达

成政治解决冲突的方案等。
也门政府欢迎这一倡议。胡塞武装则认

为倡议“毫无新意”，敦促多国联军全面解除
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海上和空中封锁。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里菲思 26日在

周边国家阿曼与胡塞武装高级成员穆罕默

德·阿卜杜勒-萨拉姆会面，敦促这一武装停
火、与多国联军达成协议。格里菲思办公室在

社交媒体推特留言，证实两人会面期间谈及
联军解除对荷台达港限制措施的必要性以及

敦促胡塞武装重启与也门政府的政治对话。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贾利娜·波特说，美国

政府也门事务特别代表蒂姆·伦德金 26日身

处阿曼。波特没有说明伦德金是否与胡塞武
装代表会面。

路透社报道，沙特政府现在面临来自美
国政府寻求结束也门战事的压力。总统拜登

领导的美国政府已宣布，不再支持多国联军
在也门的军事行动，不再认定胡塞武装为恐

怖组织。 杜鹃 （新华社供本报稿）

亚美尼亚总理宣布
将于四月提交辞呈

    新华社第比利斯 3? 28日电 亚美尼亚

总理帕希尼扬 28日宣布，为了将于 6月提前
举行的议会选举，他将于 4月正式辞职。

帕希尼扬是当天在亚美尼亚西部阿尔马
维尔视察时宣布这一消息的。他表示，选举前

他将行使看守总理职责。
帕希尼扬 1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提

前举行议会选举是“解决当前亚政治困境的

最好办法”。
今年 2月 25日，亚军总参谋部发表声

明，称“政府施政不力和错误的外交政策导致
国家处于毁灭边缘”，并要求帕希尼扬及其内

阁辞职。帕希尼扬以“企图政变”为由，宣布解
除总参谋长加斯帕良的职务并将相关提案提

交给总统萨尔基相。虽然总统拒绝签署该提
案，但总理府 3月 10日发表声明说，加斯帕

良当日被依法免职。
亚美尼亚议会实行一院制，每届任期 5

年。亚美尼亚上一次议会选举于 2018年 12

月举行，帕希尼扬领导的党派联盟当时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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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曾这样打断埃及强国之路

棉花、运河，无疑是
当下最受瞩目的两起事件。
两者看似关联不大，但对于非洲
大国埃及来说，它在 19 世纪就跻
身工业化国家的努力与梦想，就因为
这两样财富而破灭。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西方
列强主导的秩序下，绝大多数亚
非拉国家遭受的困苦与悲
剧，一如埃及，早已

注定。

报道边境难民危机
美联社避提“危机”

    本报特稿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日前报道，

美联社向其员工发布一则内部备忘录，要求
在报道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特别是未成年

人激增现象时，不能使用“危机”一词。

该备忘录补充，只有在移民激增使官员
无法在安全或卫生的条件下为移民提供住

所时，可以使用“人道主义危机”一词。另外，
可以形容移民在自己的祖国“面临人道主义

危机”。 （杨时）

土库曼斯坦昨日举行
首次人民委员会选举
    本报特稿 当地时间 28日，土库曼斯坦

举行首次人民委员会选举。
据土库曼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当日发布

的消息，人民委员会选举当日顺利举行。数据
显示，共有 112名候选人竞争 48个席位，选

民投票率达 98.7%。选举结果将在投票结束
后 5日内公布。

此次选举系土库曼斯坦举行的首次人民

委员会选举。据土库曼斯坦于 2020年 9月通
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库曼斯坦将设立由

人民委员会和议会组成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国
家委员会。其中，人民委员会相当于上院，共

设 56个席位，其中 48名成员通过选举方式
产生，8名成员由总统任命。议会将由选举产

生的 125名议员组成。按照宪法修正案，若土
总统因某种原因无法履职，在产生新任总统

前，议会主席将代行总统职权。 （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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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埃及追寻强国之道
这 10年来，埃及一些民众曾寄望“阿拉

伯之春”带来的改变并没有兑现：贫困人口

依然居高不下，大批失业青年仍在街头无所
事事。

但埃及本有希望不是这样。
19世纪 10至 40年代前后，当大清帝

国还在“天朝上国”的梦境里沉睡不醒时，远

在亚非两大洲衔接处的埃及正在总督穆罕
默德·阿里的领导下酝酿一场以西方工业革

命为蓝本的改革。
当时，埃及虽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领

土，却早已沦为英法等欧洲列强意欲吞并的
猎物。1798年，拿破仑率军侵入埃及，意欲

占领这块战略要地，打通向东进攻英属印度
的道路。其勃勃野心虽因法国地中海舰队的

覆灭而破产，但是阿里却在抗击拿破仑的战
争中被埃及民众推举为总督，成为埃及的实

际统治者。
不同于奥斯曼帝国昏聩的苏丹，阿里清

醒地认识到欧洲列强的船坚炮利，以及工业
革命赋予英国的巨大力量。为避免埃及沦为

鱼肉，也为了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宰，阿里开
启了以工业化和强军为核心的改革进程。

可任何改革都需要本钱。当时的埃及屡
遭入侵，人口尚不及 10世纪时的一半，农业

产出也不及当时的四分之一，传统工商业也
一派凋敝。想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工业

化，着实难于登天。
但阿里敏锐捕捉到了一样关键产

品———棉花。

复兴 棉花成为强国希望
棉花，这个在今天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产

品，却是欧洲列强全球扩张的源动力之一，

也是让西方世界取得决定性优势的工业革
命的开端。

不同于可直接掠夺的金银等贵金属，棉

花从农作物到布料再到变成财富，既需要源

源不断的资金和劳动力投入，也需要成规模
的纺织业。由于欧洲缺乏棉花所需的气候条

件，欧洲殖民者疯狂开拓海外殖民地；为了
大规模种植棉花，他们开启了罪恶的奴隶贸

易和种植园经济。就这样，欧洲国家把渗着
鲜血的棉花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加工出售，

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同时，促成机器的发

明，以及工业资本和战争资本的结合。
从这其中，阿里也看到了强国的希望。

埃及的水土及气候条件得天独厚。阿里
在没收教会和旧贵族土地并分给农民后，强

行推广种植自海外引进的海岛棉。同时，他
建立了国家垄断的专卖制度，通过出售棉花

为国家积累资金，引进机器和技术，发展本
国的棉纺织业。

阿里的改革不乏铁腕色彩，但极大地促
进了埃及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长。到

1834年，埃及棉纺织业拥有机器纺锭达 40

万个，占世界第九位，甚至位居比利时等欧

洲国家之前。同时，棉花及其制成品出口的
兴盛为埃及兴修运河等基础设施，建立新式

学校和军事工厂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1839年，即鸦片战争前夜，埃及已经建

立了一支近 30万人的近代化军队和配套的
军事工业，并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了如今

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麦加等中东核心地
区。如果历史就此延续，一个统一的、工业化

的阿拉伯国家或许将不是泡影，而中东地区
将绝不是现在的样子。

夭折 埃及工业之路被毁
但对于欧洲列强而言，他们可以接受一

个虚弱且听话的奥斯曼，却难以忍受在世界

级的战略要冲上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埃及。

于是，这些自诩文明的列强，以卑劣不已的手

段强行逆转了阿拉伯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契机。
首先，是最直接的军事入侵。1840年，

英国联合奥地利直接出兵叙利亚。战败的阿
里被迫接受屈辱条约，放弃了大片领土，并

交出全部海军，仅保留十分之一的陆军。阿
拉伯统一自此成为泡影。

之后，英国强迫埃及放弃国家专卖权，

以关税和倾销打压埃及的棉纺织业。在战败
后，埃及就失去了以军队、法律和关税保护

本国市场的能力。军需订单的减少、欧洲产
品的倾销，使埃及的工业生产一蹶不振，不

到 10年时间工厂就大批倒闭，失业开始大
量出现。同时，列强及其买办纷纷压价收购

棉花等农产品，也使农民生活再度恶化。埃
及的近代工业化之路，至此彻底完结。

但这还不是列强要求的全部。1856年，
不甘沉沦的埃及在法国的诱导下签署了开

凿苏伊士运河的条约，埃及同意无偿提供劳
动力，并将运河出租 99年，以换取每年 15%

的运河收益。
然而，运河的工期与成本远远超过预

期。最终，埃及牺牲了 12万人的生命，承担
了 1600万英镑的成本，负债累累。而欧洲诸

国只花费了区区 400万英镑，却取得了运河
的所有权。

从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至 1930年，仅纯
利润就高达 35亿法郎，其中绝大部分落入

英法两国的口袋。而其母国埃及为偿还债务
不得不以关税、主权等为抵押，向西方国家

举债，日益沦为西方世界的半殖民地和原料
供应地。

一段棉花与运河的历史，写尽埃及和阿

拉伯人的屈辱与不甘，也照亮帝国主义的无
耻与贪婪。100多年后的今天，当有人再拿棉

花兴风作浪时，这段历史或许可以给我们别

样的启示。 本报记者 杨一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