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1月  日/星期六 本版编辑/丁珏华 本版视觉/黄 娟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国际新闻

特朗普“施压”普京结束俄乌冲突
普京：已准备好谈判但乌克兰在阻碍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首日签署行政令，

宣布将废除非法移民和合法临时居留者在

美国出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权”。美国22个

州的检察长和多个民间团体发起诉讼，反对

该行政令。

华盛顿州一名联邦法官23日作出此类

诉讼首个裁决，发布为期14天的临时限制

令，暂时阻止该行政令在全国范围执行。

“违宪一目了然”
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科夫

努尔23日裁定，批准华盛顿、亚利桑那、伊

利诺伊和俄勒冈四州诉求，签发针对该行政

令的临时限制令。

“这一命令公然违宪。”科夫努尔说，他

担任法官40多年，不记得还有哪一桩案件

如本案般违宪得“如此一目了然”。他定于2

月6日再次听取控辩双方陈词，决定是否发

布后续禁令。

亚利桑那州检察长梅斯等人对科夫努

尔的裁决表示欢迎。民主党籍华盛顿州检

察长布朗说，他不认为司法部能够在上诉中

推翻科夫努尔的裁决，即便官司打到联邦最

高法院。

特朗普要上诉
移民政策被认为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

任期的核心政策之一，特朗普23日表示将

提起上诉。

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将就总统行政

令作出有力辩护，该行政令“正确解释”了美

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司法部表示，将在

下周提交文件，敦促法官不再发布期限更长

的禁令。

“出生公民权”政策在美国已有100多

年历史，保证在美国出生的所有人都享有公

民身份，无论其父母身份如何。这意味着，

哪怕是持有旅游、工作或其他类别签证的在

美人员甚至是非法入境者，他们的孩子只要

在美国出生，就可成为美国公民。

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对“出生公民

权”作出了规定，但特朗普政府对修正案的

解释提出异议。特朗普20日签署的行政令

称，美国官方将不再承认两类人的美国公民

身份：其一，在此人出生时，其母在美非法居

留、其父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其

二，在此人出生时，其母在美合法临时居留、

其父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该行

政令将于签署30天后正式生效。

陈立希（新华社上午电）

美法官：总统行政令“公然违宪”
重新定义“出生公民权”被叫停14天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农林水产省24日

说，鉴于近期大米价格高企，日本政府计划首

次投放储备米，以缓解流通紧张，平抑米价。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江藤拓当天出席记者

会时说，政府计划将储备米出售给全国农业

合作协会联合会等收购商，条件是政府今后

能回购同等数量的大米，农林水产省将于31

日召开会议讨论具体事宜。

截至2024年6月底，日本政府共有91万

吨储备米。江藤拓表示，农林水产省“有义

务”保持粮食供应稳定。

去年夏季以来，受极端高温导致大米歉

收等因素影响，日本大米价格持续上涨。去

年8月，气象部门发布日本东部太平洋南海

海槽发生大地震可能性增高的警示，引发民

众囤积大米，一度出现“大米荒”。

随着新米上市，“大米荒”有所缓解，但价

格依旧居高不下。截至去年12月，批发商收

购新米的平均价格为每60公斤糙米23715日

元，为1990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最高。

日本大米价格飙升
政府拟投放储备米

新华社首尔1月25日电 韩国首尔中央

地方法院24日晚对延长被停职总统尹锡悦

拘留期限的申请作出不予批准决定后，检察

机关25日凌晨再次申请延长拘留尹锡悦。

韩国检察机关在25日发布的新闻公告

中表示，从以往案例看，检察机关对高级公职

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移交案件的补充调

查权是得到认可的，因此再次向首尔中央地

方法院申请延长对尹锡悦总统的拘留期限。

公调处23日把尹锡悦涉嫌发动内乱、滥

用职权案移交检察机关，要求检察机关提起

公诉。检察机关当晚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

出申请，要求把对尹锡悦的拘留期限延长至

2月6日，以便展开后续调查。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4日表示，以《公调

处法》关于“分离调查和起诉”等相关规定为

判断依据，决定对延长拘留尹锡悦的申请不

予批准。法院表示，对公调处移交的案件，检

察机关可以判断是否提起公诉，但没有继续

调查的理由。

检察机关再申请
延长拘留尹锡悦

新华社上午电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3

日访问黎巴嫩，表达对黎巴嫩新总统和总理

的支持。这是两国关系恶化后，沙特高级官

员近15年来首次访问黎巴嫩。

费萨尔当天在贝鲁特与黎巴嫩新总统奥

恩举行会晤后说，沙特对奥恩和黎巴嫩新总

理萨拉姆的能力充满信心，相信两人将“启动

必要改革”、加强黎巴嫩的安全、稳定和团结。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说，奥恩在会谈中感

谢沙特“为帮助黎巴嫩所作努力”，特别是帮

助黎巴嫩“结束总统真空”。奥恩此前还表

示，他的首次正式海外访问将前往沙特。

黎巴嫩议会9日投票选举军队总司令奥

恩为总统，结束总统职位空缺两年多的政治

真空局面。奥恩13日任命联合国国际法院

院长萨拉姆为总理，萨拉姆随即辞去联合国

国际法院院长职务。

一些媒体分析说，黎巴嫩选出新总统和

新总理意味着国内教派势力重组，对黎巴嫩

真主党是打击。真主党议员党团负责人拉德

13日说，真主党在黎巴嫩政坛遭到排挤，但

为了国家利益将“冷静行事”。

由于多年经济凋敝，加之去年黎巴嫩真

主党为声援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对抗造成的损

失，黎巴嫩领导人正寄希望于富裕海湾国家

提供迫切需要的重建资金。

因真主党势力不断壮大，沙特与黎巴嫩

关系遇冷。但中东近几年出现“和解潮”，沙

特等国与叙利亚、伊朗等国改善关系乃至复

交。2022年4月，沙特将大使派回黎巴嫩。

近  年以来首次 沙特高官访问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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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兑现竞选期间

“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的承诺。据央视新

闻报道，特朗普23日表示，希望尽快与俄罗斯

总统普京会晤，讨论结束俄乌冲突。

俄乌冲突将满三年，美国总统“上新”对

局势有何影响？专家认为，特朗普避免俄乌

冲突升级的意愿和尝试有一定积极意义，但

目前来看他的实际筹码并不多。在“美国优

先”思路下，特朗普或许不愿消耗过多国力，

更可能“借力”盟友，这对结束俄乌冲突会发

挥多大作用有待观察。

威胁严厉制裁
“现在就解决，停止这场荒谬的战争！”特

朗普22日在社交平台发帖，呼吁就俄乌冲突

尽快达成协议，不然美国将对俄罗斯征收高

额关税，实施严厉制裁。但他同时称“不想伤

害俄罗斯”，并“一直与普京保持着非常良好

的关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表示，俄罗斯已准

备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包括与美国对

话，但乌克兰正在阻碍谈判进程。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者郑润
宇指出，特朗普结束俄乌冲突的想法似乎有
些一厢情愿。“俄罗斯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停

火，而是一个长期、稳定的结果，核心之一在

于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他指出，俄乌冲突

背后是俄罗斯寻求保障周边安全，防止西方

尤其是北约的进一步压力，而特朗普对此并

不关心，美俄在这个关键点上有脱节。

至于特朗普威胁的征税与制裁，因为美

国此前已经禁止进口几乎所有俄罗斯商品，

新的威胁并不会有实际效果。

谈判筹码不多
郑润宇认为，相对于前任拜登，特朗普与

俄罗斯加强沟通的意愿更明显，但具体可以

拿出来谈的筹码不多。如果特朗普能与普京

直接沟通，将有助于避免冲突升级。“相对于

2024年完全排斥俄罗斯而举行的乌克兰和平

峰会，特朗普重新将俄罗斯设为和谈参与者，

至少提高了和谈的有效性。”

而俄罗斯同样有沟通意愿。俄罗斯总统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日表示，俄罗斯正密切

观察美国的所有言论，仍然准备在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

可能“借力”盟友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拒绝透露是否会

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与此同时，乌克兰

总统泽连斯基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至少需

要欧洲国家派遣20万名士兵充当维和部队，

以执行俄乌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并称必须

要有美军参与。

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和已显疲态的

欧洲，会挺身而出吗？

郑润宇指出，特朗普的执政重点是解决

美国国内问题，并不愿意消耗过多力气在俄

乌冲突上。他预计，特朗普更有可能选择牺

牲盟友的利益，寻求一定程度上解决俄乌冲

突。“特朗普习惯性的操作是，如果无法正面

战胜对手，那就消耗盟友的力量来为自己服

务。对他来说，盟友的价值不是美国能为它

们做什么，而是它们能为美国做什么。这在

他对待北约盟友、欧洲盟友以及乌克兰上都

有所体现。” 本报记者 王佳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