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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据新华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

前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就俄乌冲突抛出新

的停火提议，表示在乌克兰控制的领土被纳

入北约保护的前提下，他愿意停止俄乌间热

战。在乌控领土被纳入北约后，乌克兰将通

过外交渠道解决被占领土归还问题。

这是自乌军2023年夏季反攻不利以来，

泽连斯基首次公开支持先让乌控区纳入北约

的提议。然而，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

员会主席斯卢茨基在社交媒体回应称，“乌克

兰加入北约的愿望说明乌克兰想要继续而非

结束战争，这种想法不可接受”。

立场发生变化
分析人士指出，泽连斯基立场发生变化

的主要原因在于战事不利。2023年夏季以

来，虽然西方援助不断增加，乌军却非但没有

占据优势，反而在各条战线面临越来越大压

力。同时，近期乌克兰民意出现变化。最新

盖洛普民调显示，52％乌克兰人支持通过谈

判尽快结束战争，比一年前的27％大幅上升。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就任后美国对乌政

策可能转向，也是泽连斯基改变口径的原因

之一。特朗普已经亮出自己的“和平方案”，

要求乌克兰20年内不能加入北约，但仍可获

得西方军援。

泽连斯基此时提出迅速加入北约的停火

方案，并寄希望于能够得到北约中欧洲各国

的支持。他11月29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当天他分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挪威首相斯

特勒通话，讨论乌克兰获邀加入北约以及北

约加强对乌援助等事宜。

泽连斯基的另一手棋是12月起将乌克兰

居民的战争税由个人收入的1.5%提高到5%，

并将对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征收战争税。但这

些举措过于杯水车薪，毕竟近三年的冲突，乌

克兰经济在许多领域飘摇不定。

方案不切实际
泽连斯基观察到通过军事手段短期内无

法收复乌东失地，于是提出以现有乌控区加

入北约的计划。可是，西方恐怕很难接受一

个处于战争状态的乌克兰加入北约。

无论美国总统拜登还是国务卿布林肯在

不同场合都曾提及，“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

不可逆，但短期内，在乌克兰危机结束之前，

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在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苟利武看来，哪
怕拜登政府目前极力希望乌克兰以现有乌控

区加入北约，北约内部也很难达成共识，更何

况拜登政府正进入与特朗普交接之时，并没

有工夫深入探讨乌克兰火速入约之事。

“泽连斯基提出的停火方案不切实际，不

符合北约宪章规定，因此北约不可能达成共

识。对欧洲来说，如果目前接受乌克兰加入

北约，代价或许是非常大的。”苟利武说，“北

约成员国虽然有德法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

但并不意味着同意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他分析，乌克兰希望在拜登任期的尾声

得到更多支持，尽管有消息称拜登在卸任前

将为乌克兰准备军援“大礼包”，但美国内部

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并不明朗。而俄罗斯国家

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明确表

示，已吸取此前明斯克协议的教训，不会再允

许西方国家“在协议掩护下”武装乌克兰。俄

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重申解决俄乌冲突的两大

条件：乌克兰中立化、基于当前现实确定俄乌

边界。很明显，泽连斯基的提议内容与普京

的两个条件相距甚远，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

姜浩峰

让现有乌克兰控制领土纳入北约保护？

乌开停火条件 俄称不可接受

新华社上午电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11月30日发布一段被扣押以色

列人的视频。视频中，据报道具有美以双重

国籍的亚历山大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喊

话，呼吁他确保被扣押人员安全获释。

亚历山大是一名20岁以军士兵，去年

10月7日被哈马斯武装人员带到加沙地

带。在这段三分半钟的视频中，他先用希伯

来语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弃以色列

士兵和公民的生命于不顾，后又用英语请求

特朗普以谈判方式促成被扣押人员获释，不

要重复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犯下的“错误”，即

向以色列供应武器，因为那可能导致剩余被

扣押人员死亡。

据多家媒体报道，目前哈马斯在加沙地

带扣押约100人，其中半数可能已经死亡。

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发布这条视频是

一场“残酷的心理战”，表示他已经与亚历山

大家人通电话，向他们保证政府将为带回被

扣押人员不懈努力。

亚历山大的母亲娅埃尔当晚在特拉维

夫举行的一场集会上说：“视频给我们带来

希望。”她说，内塔尼亚胡在电话中告诉她，

在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协议后，“让所有人

获释回家的条件已经具备”。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萨韦特则

表示，目前“有一个关键机会”达成一份停

火、释放在押人员和向加沙地带增加援助的

协议，美国正在力促协议达成。

另据报道，同样在11月30日，以军在加

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附近空袭一辆汽

车，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慈善组织

“世界中央厨房”工作人员。

以军称，死者中包括一名参与去年10

月7日袭击以色列的人员。“世界中央厨房”

则表示，不清楚车内有谁涉嫌参与袭击，同

时将暂停该机构在加沙地带的工作。

以军4月1日就曾空袭“世界中央厨房”

车队，导致7名工作人员死亡，遭到国际社

会谴责。以军后续辩称系误炸，以军在黑夜

中没有看到“世界中央厨房”标识，错认为哈

马斯武装人员控制车辆。

哈马斯发布以色列被扣押人员视频
以军空袭致死多名慈善组织工作人员

新华社大马士革12月1日电 叙利亚总

统巴沙尔1日说，叙利亚将全力以赴，坚决打

击境内所有极端组织。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巴沙尔当天在

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

时表示，“打击恐怖主义、瓦解恐怖主义结构、

切断恐怖主义根源”不仅对叙利亚有利，也对

地区国家和整个地区稳定与安全有利，在打

击有外国支持的恐怖行动时“盟友和友好国

家的支持至关重要”。

阿拉格齐在会见时重申，伊朗将坚定与

叙利亚并肩打击恐怖主义，并愿意在这方面

提供各种支持，相信叙利亚有能力战胜恐怖

主义及其支持者。

巴沙尔当天还与伊拉克总理苏达尼通

话，讨论叙伊两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苏达

尼强调“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安全是一体的”，

并表示愿意向叙利亚提供一切必要支持以对

抗恐怖主义及极端组织。

叙利亚军方1日晚宣布，政府军增援部

队已抵达中部哈马省北部地区。此前军方发

布消息说，反对派武装11月30日已进入叙利

亚北部城市阿勒颇的大部分地区，政府军在

哈马省北部乡村抵御反对派武装，打死数十

名极端分子。目前政府军已加强在哈马省北

部地区军力部署，并已重新控制该地区一些

城镇。

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及极端组织

近日在西北部地区发生大规模交火，叙利亚

国家电视台1日报道，政府军在过去3天的军

事行动中打死约1000名反对派武装和极端

组织分子。

叙总统：坚决打击极端组织
伊朗表示将提供各种支持

新华社上午电 韩国媒体1日报道，由于

医疗界与政府、执政党之间分歧难弥合，为化

解医生“辞职潮”建立的协商机制已于当天暂

停运作。

该协商机制由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国民力

量党9月提议建立，11月正式组建。韩国政

府、执政党和医疗界学术团体三方原计划就

化解医生“辞职潮”、让医生返岗等事项展开

讨论，希望在年底前取得“有意义成果”。

参与协商的大韩医学会代表1日说，经

过多次会议，医疗界认为“政府和执政党没有

解决当前问题的意愿，继续谈判毫无意义”，

因此决定退出协商机制。

国民力量党代表表示，医疗界坚持要求

调整明年医学院招生名额，但招生程序已经

启动，这一条件难以接受。“有鉴于此，协商机

制各方代表决定中止正式会议程序”，暂时无

法确定何时重启，“但政府与执政党将继续与

医疗界商谈相关事宜”。

韩国医生“辞职潮”
协商机制暂停运作

新华社日内瓦11月30日电 世界气象组

织发布新闻公报说，活跃的2024年大西洋飓

风季于11月30日正式结束。这是连续第9

个活跃度高于平均水平的飓风季，造成一系

列严重破坏、人员伤亡以及巨大经济损失。

今年大西洋飓风季从6月1日持续至11

月30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显

示，2024年大西洋盆地共记录18个命名风

暴，其中11个为飓风，5个增强为强飓风，明

显高于平均水平。

今年大西洋飓风季中，3场飓风造成的

破坏尤为严重。7月飓风“贝丽尔”是有记录

以来大西洋盆地出现时间最早的5级飓风，

对加勒比地区造成重大影响，飓风“海伦妮”

和“米尔顿”则在美国境内造成严重破坏。

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从1970年到

2021年，热带气旋（包括飓风）是全球造成人

员和经济损失的首要原因，共带来超过2000

次灾难，2010年至2019年所致死亡人数接近

2万人，造成经济损失5732亿美元。

今年大西洋飓风季
活跃度创下新纪录

■以色列民众游行示威，要求让被扣押人员早日回家 图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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