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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首
都科伦坡14日晚
发生垃圾山坍塌
事件，至16日，死
亡人数已增至20
人，其中包括5名
儿童，另有近180
人受伤。图为4月
16 日，在斯里兰
卡科伦坡，人们
参 加 救 援 行
动。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受“脱欧”因素
影响，英国人对外国护照的兴趣激
增。爱尔兰外交和外贸部 15 日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
度，申请爱尔兰护照的英国公民人
数较去年同期激增68％。

根据这份数据，今年 1 月至 3
月，超过5.1万名英国公民申请了
爱尔兰护照，而去年同期，这一数
字为3.03万。

对于个中缘由，爱尔兰外交
和外贸部长查尔斯·弗拉纳根告

诉英国《卫报》记者，申请人数
大幅增加主要是受英国“脱欧”
因素影响，“同时也有理由认为，
在爱尔兰与英国关系变化的时
刻，大量爱尔兰人后裔仍希望继
续做欧盟公民”。

去年 6 月的“脱欧”公投是英
国历史上第三次以公投形式决定
国家重大事务，有近 52％的投票
者支持英国“脱欧”。上月29日，英
国向欧盟递交“脱欧”信函，标志着

“脱欧”程序正式启动。

申请爱尔兰护照的英公民激增

据新华社电（记者易爱军）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6 日夜间宣
布，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和支持者
力推的修宪草案在当天举行的全
民公投中获得通过，他将把恢复死
刑列为第一要务。

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对媒
体说，支持修宪草案的阵营赢得
2500 万张选票，比反对阵营多出
130万票。他表示，土耳其当天就
治理体制作出了一个“历史性决
定”，土耳其视为盟国的国家应当

“尊重这一决定”。
埃尔多安随后对支持者发表

讲话说，修宪草案获得通过后，他
的第一要务是讨论恢复死刑问题，
可以就此问题再次举行全民公投。

此次公投涉及18项宪法修正
条款，其中最具争议的条款是将土
耳其共和国政体从议会制改为总
统制。修宪将赋予总统更多实权。

一直反对修宪草案的最大反对
党共和人民党表示，公投中存在不当
行为，将会要求重新统计部分选票。

修宪草案宣布获得通过，土耳
其将从2019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
举后开始正式实施总统制，自
1923年建立共和国以来实行的议
会制将宣告结束。

去年7月中旬土耳其突发未遂
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等提出恢复死
刑问题，而欧盟则将恢复死刑作为土
耳其入盟不能触碰的一条“红线”。

土总统修宪草案获得通过

叙利亚15日发生针对运送平民车队的严重
袭击事件，造成百余人死亡、百余人受伤。这一
事件是叙利亚人民当下深重苦难的缩影。这幕
苦难的背后，既有西方列强瓜分中东和“分而治
之”的历史因素，也有外部势力出于一己私利肆
意干涉、无视叙民众利益的现实原因。

苦难深重

时至今日，叙利亚战乱的性质，已经很难用
一个词概括。这里既有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
间的冲突，也有恐怖组织的肆虐暴行，还有教派
冲突、少数民族自治运动以及外来军事干预。6
年来，叙利亚局势混乱，民众蒙受着乱局带来的
最深重苦难。

叙利亚2011年陷入政治动荡和武装冲突。
据估计，这个近2000万人口的国家6年来已有大
约30万人死亡，近半数人口流离失所。如果战乱
持续，死亡和流离失所人数还将进一步增加。

不仅如此，包括首都大马士革、最大城市阿
勒颇在内的叙利亚主要城市，许多居民区被夷
为平地，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当地人忍饥挨
饿、断水停电、缺医少药，很多人被迫离开家园。

历史与现实

叙利亚是一个宗教、民族多元化的国家。什
叶派穆斯林占其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一，而阿拉
维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及其父亲、前总统阿萨德就来自阿拉维派。

叙利亚上世纪40年代独立之后长期处于动
荡状态，政变频发，直到 1970 年阿萨德开始执
政，叙利亚才进入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状态。
2000年阿萨德去世，接受过西方教育、从小就立
志当医生的阿萨德之子巴沙尔意外成为叙利亚
总统。

在1970年到2011年的40多年间，叙利亚在
阿萨德父子统治下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国
民经济有发展，生活水平在提高。而且，叙利亚
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升，成为该地
区无法忽略的重要国家。

但是，2011 年，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叙利
亚爆发内乱。西方国家借反对派介入叙利亚内
政，靠提供军事支持使得政治动乱演变成武装
冲突。

伊拉克极端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曾派遣一

支远征队进入叙利亚。这支只有不到10个成员
的远征军在叙利亚趁乱发展，不久后便形成规
模并打出“努斯拉阵线”的旗号。其最高头目祖
拉尼后来回忆：“如果没有那场‘革命’，叙利亚
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地盘。”后来，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也派遣武装人员从伊拉克进入叙利亚，迅
速夺取叙北部大片领土。

西方干涉

西方一直强调叙利亚发生的是“内乱”，但
这场“内乱”之所以演化成目前生灵涂炭、民不
聊生的悲剧，“外力”才是魁首。对此，西方国家
的责任不容推卸。

首先，内乱发生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顾
叙利亚具体国情，一心想把叙利亚引上所谓“民
主化”道路，从而把这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东
地中海国家纳入西方势力范围，为此大力支持
叙利亚反对派，导致叙利亚内乱性质发生转变。

第二，西方国家一直把推翻巴沙尔政权视为
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关键。但纵观叙利亚历史，阿萨
德父子执政的40多年恰恰是叙利亚近现代史上最
稳定发展的阶段。相反，随着内乱爆发和西方国家
介入，叙利亚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平衡被打破，新平
衡在短时间内又难以建立，战乱愈演愈烈。

第三，西方国家无意推动叙利亚政治进程。
反政府武装在西方国家支持下，明知叙利亚政
府不可能接受巴沙尔下台的主张，却坚持把该
主张作为开启政治过渡先决条件，使得和谈陷
入僵局。以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与巴沙尔政权
谈判的条件，本身就是伪命题。

第四，西方国家一直把叙利亚冲突当做是
把俄罗斯势力赶出中东和削弱伊朗在该地区影
响力的契机。本月初在叙利亚发生疑似化学武
器袭击事件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再次要求俄
罗斯停止支持叙政府，并重申把伊朗赶出叙利
亚是西方主要目标之一。

西方意欲“改造”叙利亚的诸般说辞中，唯
独缺席的，是叙利亚民众对和平与稳定的渴望。
正因如此，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叙利亚政策清单
中，反恐和打击极端组织不是先决要务，推动政
治和解进程也只是说说罢了。违背历史发展、罔
顾民众关切、忽视稳定诉求，使得西方在叙利亚
问题上频频乱弹琴、屡屡下错棋，叙利亚民众利
益也因此成为西方介入的牺牲品。

谁在加重叙利亚苦难
新华社记者 邵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