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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众议院选举在即 各党舌战
难见灾后复兴议题 规避核污染水问题

    新华社今晨电 距离日本国会众议院选

举仅剩一周，朝野党派 24日加紧宣传各自政
策，涉及防疫政策、老龄化、分配公平等方面

话题。
共同社注意到，各方讨论中鲜见东日本

大地震灾后复兴相关议题，核污染水处理问
题在各党舌战中被忽视。

众议院选举定于 31日投票。日本媒体依

据民调预测，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
联盟可能在选举中赢得多数议席，但议席数

可能减少。
共同社 24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执政联盟的政党支持率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共同社报道，自民党在东日本大地震、福

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第二年，即 2012年
众议院选举中夺回执政权，随后打出“没有东

北的复兴就没有日本的重生”口号。然而震灾
发生逾 10年后，仍有近 4万人至今无家可

归，灾区未解课题堆积如山。
在这家媒体看来，各党在选战中的政策

主张折射出他们应对灾区民众呼声的姿态。

目前看来，在公示候选人前一天举行的党首

辩论会上，没有出现如何处理核污染水等灾
区相关议题。各党党首 24日参加日本广播协

会电视台辩论节目，议题也主要集中于少子
化、老龄化等社会保障议题。

日本政府 4月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
污染水经稀释过滤处理后排入大海，招致国

内渔业界强烈反对。

围绕这一问题，岸田政府在选战开始前
曾表示，不会改变排污入海的方针，立宪民主

党、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则要求撤回这一决
定。甚至，首相岸田文雄 17日考察福岛核电

站后依旧对记者称，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至关重要，不能推迟。

日本政府决定排污入海同样遭到周边国
家质疑和批评。

尽管日方宣称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前将经
过净化处理，以大幅降低所含放射性物质水

平，但海洋生态学专家和环保人士指出，这一
方案对人类社会和海洋生态环境健康的潜在

威胁难以估量。

拜登一通电话，马克龙想通了？

    在潜艇合同纠纷发生后，美国总统拜登

这两天继续对法国的安抚工作：同法国总统
马克龙又一次通电话，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

将在 11月访问巴黎……而爱丽舍宫也很快
公布了哈里斯将要访法的消息。

一番攻势之下，美国和法国重修旧好？

两国重修旧好？

此前一通同拜登的电话之后，法国驻美
国大使迅速返美。不久前，法国驻澳大利亚

大使也回到了工作岗位。
而在本周的欧盟峰会结束后，法国总统

马克龙又匆忙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赶回
巴黎。因为他当晚同美国总统拜登又有一场

电话之约。这是美英澳建立三国安全联盟

（AUKUS）、潜艇合同纠纷引爆美法关系后，
两人的第二次通话。

拜登很清楚，想要修复同法国的关系，
这通电话需要打动法国人。

“拜登和马克龙评估了他们的团队为支
持萨赫勒地区稳定与安全以及加强在印太

地区合作所做的努力。”白宫的新闻稿含蓄
表达了美方用支持法国在非洲萨赫勒地区

的行动，换取法国对潜艇纠纷谅解的意思。

“加强欧洲防务”也是拜登在通话中伸
出的橄榄枝，因为这也正是马克龙在其任内

最后 6个月的优先事项。
拜登的攻势不止如此。

他不仅本月底要在罗马举行的二十国
集团会议上，亲自同马克龙进行一番面对面

的“恳切”对话，还派出了副总统哈里斯 11

月中旬赴法国参加巴黎和平论坛和利比亚

问题国际会议。

当然，一场论坛、一场会议并非哈里斯
此行的重点。拜登希望的是，哈里斯与马克

龙的会面进一步凸显美国同法国“在应对全
球挑战方面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纠纷到此为止？

但其实法国人依旧意难平。“这是一场
失去信任的双边危机。”法国驻美大使埃蒂

安日前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专访时说，
“这不仅仅是一个合同或者工业伙伴关系的

问题，而是比这要更广泛。”前总统奥朗德也
公开批评马克龙，称后者“随着事情的发展

轻易改变主意”。

欧盟则宣布再度推迟同潜艇合同纠纷
中的另一方———澳大利亚的下一轮自由贸

易谈判。“因为法国对 AUKUS潜艇交易的愤

怒仍在继续”，澳大利亚媒体写道。

甚至，连美国人自己都觉得，为了针对
中国而踢开法国、抢下澳大利亚的潜艇订单

是“一种相当冷血的算计”。
只是，面对拜登一番“情真意切”的示

好，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愤怒似乎“熄火”得有
点太快。

有意思的是，就在潜艇合同纠纷发生

后，美国媒体曝光了一则间谍案———一对美
国夫妇向外国出售美国的核潜艇机密。

如此劲爆的案件，主流美国媒体竟然只

“满足”于报道间谍本身的情况。这似乎有些
不太寻常。而基于对美媒炒作套路的认识，

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石板》杂志都分析认
为，案件中那个收到间谍邀约数月，最终还

是将线索交给联邦调查局，并配合抓捕的
“神秘买家”似乎应该是美国的盟友。“比如

法国”，英国广播公司写道。《石板》杂志更是

为此做了一番详细的推演。还有分析称，这
会不会是美国对法国的敲打？
但无论“神秘买家”是不是法国，充当美

国的盟友实属不易。正如美国媒体说的，“他
（拜登）非常急于制定他的对华战略，并且不

介意在这么做的过程中相当粗暴地对待欧
洲人”。

本报记者 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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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执政党总统候选人深陷贪腐案
在野党要求揪出“幕后黑手” 李在明“领跑”优势不复存在

    新华社今晨电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所涉贪腐案
持续发酵，检方 24日再次传唤涉案关键人

物。按韩国媒体说法，这起案件因关联总统选
举，已成为韩国近期最热门话题之一。

检方和警方怀疑，位于首尔以南的京畿
道城南市 2015年的一个地产开发项目涉及

贪腐，投资者可能通过贿赂政府官员、国会议

员等有影响力的人物拿下这一项目，进而获
取巨额利润。李在明当时担任城南市市长。

检方当天传唤的两名涉案关键人物分别
是金万培（音译）和南旭（音译），均为资产管

理公司“火天大有”股东。检方怀疑，金万培与
负责这一项目的前城南城市开发公社企划本

部长刘东圭（音译）共谋，通过这一项目获利，

使城南市支付高达 1100亿韩元（约合 9200

万美元）资金。

刘东圭据信是李在明的助手，已因受贿
罪被起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指认李在

明是这一项目背后“主谋”，呼吁展开独立调
查并敦促他退出总统选举。李在明否认与这

起案件有关。

本月中旬，检方申请对金万培的逮捕令，
但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目前，案件已调

查一个月左右，对金万培的问询多达 4轮，却
没有取得突破，这使一些检察官认为有必要

启动独立调查。
这一呼声得到在野党阵营支持。在总统

选战即将打响之际，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对李

在明加大攻势，要求彻查此事以揪出“幕后黑
手”。国民力量党成员 22日前往韩国大法院

（最高法院）示威，并发表书面声明呼吁组建
独立检察组。

李在明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国民力量
党的前检察总长尹锡悦 23日发表声明，质疑

检方阻碍扩大调查。按他的说法，检方应尽早

成立独立检察组，以防证据被销毁。
韩国定于明年 3月 9日举行总统选举。

韩国社会舆论研究所一项最新民调结果
显示，李在明在总统候选人中的“领跑”优势

已经不复存在，支持率与主要竞争对手、来自
国民力量党的尹锡悦和洪准杓不相上下。

    新华社今晨电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一

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拜登执
政第三个季度支持率比第一季度下降 11.3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以来的美国总统中最高。

盖洛普咨询公司 22日发布的民调结果
显示，拜登就任总统第一季度支持率为

56%，第三季度支持率为 44.7%，下滑了 11.3

个百分点。
相比来看，前总统奥巴马上台前九个月

也经历较大支持率下滑，第三季度支持率比
第一季度下降 10.1 个百分点；1977 年至

1981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卡特第三季度支持
率比第一季度下降了 8.9个百分点。

盖洛普咨询公司说，由于美国新冠疫情
恶化，拜登的支持率7月下降至50%。随着阿

富汗塔利班8月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仓促从
阿富汗撤军，十几名美军士兵8月26日在喀布

尔机场外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中丧生，美
国政府的阿富汗政策被指惨败，拜登支持率

进一步下滑，8月跌至49%，9月至43%。

拜登支持率下降幅度
超二战后历任美总统

    本报特稿 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

说他已指示外交部长宣布 10国驻土耳其大
使为“不受欢迎的人”，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

代表表示美方正在寻求土耳其外交部的解
释。

埃尔多安提及的这 10个国家是美国、法
国、德国、加拿大、挪威、瑞典、丹麦、荷兰、芬

兰和新西兰。这十国驻土耳其大使 18日发表
联合声明，呼吁土耳其立即释放被土方指控

参与 2016年未遂政变的奥斯曼 ·卡瓦拉。
卡瓦拉现年 64岁，拥有家族企业和基金

会，一些西方媒体称他为慈善家和人权活动
人士。他 2017年 10月在伊斯坦布尔市被拘

留，先后受到与土耳其 2013年反政府示威和

2016年未遂政变相关的指控，一直被羁押，
其案件下一场听证会定在 11月 26日。

埃尔多安 23日说：“我给外交部长下了
命令：必须宣布这 10国大使为‘不受欢迎的

人’，立即办理。”
土耳其外交部尚未宣布这 10个西方国

家大使“不受欢迎”。媒体评述，一旦驱逐大
使，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将严重恶化。也有外

交人士认为，眼下紧张局势有可能缓解。

十国大使“不受欢迎”？

美国要求土耳其解释

■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7日到访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 图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