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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载偷渡客卡车
车祸已造成 人死亡

    新华社上午电 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 9日发生一起严重车

祸，一辆塞满人的货运卡车发生车祸，已导致至少 54人死亡、54
人受伤，死伤者多为前往美国的中美洲偷渡移民。

恰帕斯州民防部门主管路易斯 ·曼努埃尔 ·莫雷诺说，据初
步判断，卡车行至首府图斯特拉-古铁雷斯郊区一处弯道时，由

于人数超载失控翻倒，撞上一座人行天桥基座。卡车倾覆前似乎
正在加速行驶，随后由于载重过大而失去控制。

出事卡车是密封箱式货柜车，常用于运送生鲜产品，货箱已
经破损。尚不清楚卡车搭载的确切人数。有救援人员推断，这辆

卡车实际运载人数可能更多，原因是部分偷渡者害怕遭拘留和
遣返，即使受了轻伤，也在车祸后逃离现场。

据美联社报道，就死亡人数而言，这是墨西哥近年来最严重

车祸之一，也是 2010年后单日移民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
幸存者透露，他们在墨西哥与危地马拉边境搭上这辆卡车，

每人向蛇头支付 2500至 3500美元。卡车抵达墨西哥中部普埃
布拉州后，他们将与另一帮蛇头联系，由后者带往美国边境。

新增 例奥密克戎感染
日紧急准备万间隔离房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政府 10日通报，新增 8例变异新冠病

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累计 12例。为了备战奥密克戎毒株
可能带来的新一波疫情，防疫部门紧急准备 1万个房间，用于隔

离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日本厚生劳动省官员说，新确诊的 8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于

上月 28日至本月 7日由境外输入。这 8名感染者抵达机场时均无

症状。现阶段，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3人出现发烧等症状。

中方：公器私用是彻头彻尾反民主
美国多家媒体批“民主峰会”煽动全球性对峙

    当地时间 12月 9日，美国所谓“民主峰

会”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在开

幕式上声称“民主需要捍卫者”。
针对美方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 10日表示，美国将民主公器私用，打着民
主旗号煽动分裂对抗，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

行径，必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公然挑动分裂对抗
汪文斌表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不

是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美国为维护自身霸

权地位，将民主公器私用，打着民主旗号煽动
分裂对抗，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彻头彻
尾的反民主行径。

汪文斌说，实现民主要讲平等，而不能高

人一等；要讲法治，而不能霸凌胁迫；要讲团
结，而不能对立对抗。“自封为‘民主灯塔’的

国家，恰恰是民主病态尽显、民主赤字高企的
国家。对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别的

地方，恰恰来自那些打着民主旗号肆意干涉

别国内政、任意施加单边制裁、到处发动军事
干涉的国家。”

汪文斌表示，事实早已证明，把一国的民
主模式强加给世界根本行不通。美国试图按

照美式标准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和“非民主”
两大阵营，公然挑动分裂和对抗。这种行径只

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动荡和灾难，必然受到

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冷战思维划分阵营
美国组织的这场局看似声势浩大，但越来

越多的人认清了其空洞虚伪、别有用心的本质。

一些美国媒体认为，“民主峰会本身并不民
主”，将进一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外交政策》杂志专栏作家史蒂芬 ·沃尔
特表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促

进与各国的合作，而不是将世界简单划分为

“好”和“坏”两个阵营，“这场有意识地将许多
重要国家排除在外的峰会可能会适得其反”。

而美国《国家》杂志则在文章中直批“拜

登不应挑起更多冷战”。文章指出，拜登再三
强调“美国回来了”，这一口号背后的主旨是

煽动更多的全球性对峙。“在灾难性的气候变
化和持续的新冠疫情对人类发起挑战之外，

拜登似乎依然活在冷战思维中。”
“争取通过投票权保护法案的事情怎么

样了？都是陈词滥调，我们没看到你做什么。”

一名网友在社交媒体留言。
《华盛顿邮报》认为，翻看参会名单，美国

根本就是在打自己的脸，这其中充满了地缘
政治上的盘算。“民主一词已成为政治操纵的

借口，这只是一场虚伪的表演。”“以民主的名
义分裂和侵略国家是一种欺骗行为。”在社交

媒体上，也有众多网友尖锐批判。

美国民主摇摇欲坠
尴尬的是，习惯打着民主旗号指摘他国

的美国，自身的民主却正在摇摇欲坠。

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的全球民主制度排

名已经连续第 15年下滑。美国的民主状况被

评为远低于智利、哥斯达黎加和斯洛伐克等
国，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有色人种被剥夺

权利是表现不佳的原因。
19个州颁布了 33项法律，使美国人的投

票权受限；剥夺有色人种社区选举权；一些无
党派管理者被有党派倾向的人取代……《纽

约客》认为，“当我们自己的国家深陷民主困

境时，举办峰会号称加强世界各地民主的做
法，实在是一厢情愿”。

“美国政府的真正出路是，为本国公民提
供更安全和满意的生活。”《外交政策》刊登文

章表示，美国在这一方面并不处于优势位置。
“美国不少人仍拒绝接受 2020年总统选举的

合法性，还在竭力粉饰对国会山的暴力袭击”。
有媒体指出，美国自身还有很多“病症”

需要治愈，美国政府与其将时间花在关注其
他国家是否尊重民主或人权上，还不如多关

心一下就业、疫情、教育、经济安全等与美国
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 王若弦

▲ 阿桑奇的未婚妻莫里斯 新华社 发

荨 支持者在法院外要求释放阿桑奇

英国高院批准向美引渡阿桑奇
未婚妻表示要上诉 最终命运仍有悬念

    英国媒体当地时间 10日报道，英

国高等法院当天推翻了此前的裁决，
允许将“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阿桑奇

引渡至美国受审。
阿桑奇创办的“维基揭秘”网站曾

曝光美国政府众多丑闻。伦敦中央刑
事法院今年 1月拒绝引渡他到美国，

美国政府之后提出上诉。

高院推翻此前裁决
今年 1月，英国地方法院法官瓦

妮萨 ·巴雷策在位于伦敦的中央刑事

法庭做出裁决，拒绝美方引渡要求，理
由是阿桑奇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

被引渡至美国后有较高自杀风险。
但在 10日的判决中，英国法官表

示，他对美国作出的一揽子保证感到

满意，基于美方一系列承诺，上述风险
可以被排除。

美方律师此前表示，阿桑奇被引
渡至美国后，在接受审判前不会被关

押在安全等级最高的监狱或处于严密
隔绝状态。如果定罪，可被允许在其出

生地澳大利亚服刑。
这项裁决使阿桑奇距离被引渡到

美国又近了一步。是否引渡阿桑奇到
美国，还需英国内政大臣做出最终决

定。阿桑奇也可向英国最高法院提起

上诉。

阿桑奇的未婚妻斯特拉 ·莫里斯
表示，这一判决是“危险的和受到误导

的”，并指责美国的保证“本质上是不
可靠的”，她表示已决定提出上诉。

美国眼中“头等大事”

阿桑奇 2006年创建“维基揭秘”
网站。2010年，该网站公布了大量美

国政府有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
争的机密文件，以及中央情报局涉及

各种黑客工具和秘密黑客基地等的机
密文件，其中曝光的大批丑闻让美国

的外交形象遭到巨大打击，引起轰动

和争议。
美国政府指控阿桑奇犯有 18项

与“维基揭秘”发布大量美国机密军事
记录和外交电报有关的罪行，声称这

使一些安全人员处于生命危险之中。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担任中央

情报局局长时曾说，“维基揭秘”是“非
国家的敌对情报机构”。美国司法部将

逮捕阿桑奇列为“头等大事”，认为阿
桑奇所涉案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机

密信息泄露案之一。
2010年 11月，国际刑警组织以

涉嫌强奸和性侵犯两名女性为由，对
阿桑奇发出国际逮捕令。当年 12月 7

日，阿桑奇向伦敦警察厅投案，但否认

相关指控。2012年 6月，在英国最高
法院裁定可以引渡阿桑奇至瑞典的决

定后，阿桑奇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
尔驻英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理由

是瑞典在向美国引渡人犯方面有“不
幸的历史”。

2012年 8月，阿桑奇获厄瓜多尔

政府政治庇护，之后被迫在大使馆禁
足近 7年。在此期间，全球多国出现声

援阿桑奇的运动，呼吁美国停止迫害。
阿桑奇 2015年向法国提出庇护申请，

但法国政府以阿桑奇当时“没有面临
危险”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

2019年 4月 11日，伦敦警察厅
声称获得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批

准，入馆拘捕阿桑奇。当阿桑奇被警方
架出来时，不少人惊异于他老态尽显，

苍白的肤色、花白的头发、后移的发际
线，与 2012年寻求庇护时判若两人。

尽管瑞典检方 2017年就宣布终
止对阿桑奇强奸罪指控的调查，但美
国检察机构发表声明，指认阿桑奇与

美国陆军前情报分析员切尔西 ·曼宁
合谋破解美国国防部电脑密码，面临

最长 5年监禁。美方就这一罪名向英
方发出引渡阿桑奇的请求。

本报记者 杨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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