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生猛”的水产品越好吗？
在国内， 很多消费者更愿意挑选

“生猛”的活体水产品作为新鲜食材。但
在欧美水产品市场中，活体水产品几乎
绝迹，冰鲜和冷冻商品却是主角。 究竟
哪类水产品更好？ 又该如何挑选呢？

不少消费者认为“眼见为实 ”的鲜
活水产现杀现做一定更新鲜，但这并不
是绝对的，因为活体水产在运输过程中
面临诸多风险，例如空间拥挤、运输环
境不良以及外来污染物等，都可能会导
致水产品表体破损、真菌感染等，需要
较高的成本投入才能保证水产鲜活；部
分商家为降低损失会在运输过程中添
加国家命令禁止的药物 ， 例如孔雀石
绿，这样的水产品不仅不新鲜，还会危
害健康。其实目前已有一些技术在捕捞

活体水产后可以让其迅速冷冻，并在短
时间内保持生物特性，最大程度降低营
养素和风味的流失。 因此，冰鲜和冷冻
的水产品也是非常好的食材，从营养的
角度来讲，不亚于鲜活的水产品，而且
更安全。

消费者在选购水产品时，也可多选
择深海水产品， 由于深海海域污染较
少，食品安全风险较低，例如南美对虾、

黄鱼 、鳕鱼 、石斑鱼 、金枪鱼 、三文鱼
等。 此外，还可以选择捕捞类水产品，

例如白米虾、鲥鱼、刀鱼，这类水产品无
法圈养， 因此受到污染的可能性更小，

也相对更安全。

近年来近海、湖泊污染也为食品安
全增加了一丝隐患，而麦德龙旗下麦咨

达作为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督者，一直高
度关注养殖基地的情况，监控其饲养管
理，从源头上保卫消费者“舌尖上的安
全”。此外，所有麦咨达产品都全程可追
溯，消费者可通过扫描可追溯码来获取
产品所在水域、 捕捞记录等一系列信
息，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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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脱欧”策略全线溃败
在下议院6次投票中6次落败;英议会正式进入休会状态

在英国议会正式休会前最后一日

的鏖战中，首相约翰逊在3回合的辩论

中3次落败，这意味着他在下议院一周

内举行的6次投票中满盘皆输。议会随

后开始5周休会，直至10月14日。

不过， 这样的结果却导致了英镑

兑美元汇率9日达到了近一个半月来

的最高位。 为何政府的失利却迎来了

市场的反弹？ 答案是“无协议脱欧”的

可能性大大降低。

但约翰逊在议会遭挫后再次强

调，不会延期“脱欧”。

回顾9日发生在下议院的3场辩论

结果： 反对党敦促约翰逊政府必须遵

守法律的动议获得通过、 要求政府公

开关联“无协议脱欧”的机密文件的动

议获得通过；此外，下议院再次否决约

翰逊政府提出的解散议会、10月15日

提前选举的动议。 加上约翰逊上周经

历了失去议会控制权 、 反对党 “脱

欧” 延期草案获得通过等重大挫折，

现在的局面基本堵住了 “无协议脱

欧” 可能发生的几种路径。

首先，在10月31日“脱欧”大限以

前举行大选的希望已基本破灭。 9日

晚， 约翰逊再次向议会提出提前大选

的动议，该动议因只有293票支持（未

达到650名国会议员中2/3以上支持

率）再次被否。如果约翰逊要实现10月

底前提前大选， 他必须采取自己发起

对自己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或提交一

份只需简单多数票通过的提前大选议

案等极端做法。但议会在10日凌晨2点

已正式休会，如此一来，这些程序上需

要议会通过的极端做法在议会10月14

日复会之前无法施行， 约翰逊几乎自

断了10月底前举行大选的后路。 观察

家分析， 提前大选可能最早可能在11

月举行。

其次， 约翰逊已无法逃避延期 “脱

欧”法案生效带来的约束。该法案在上周

获得了上下议院的通过，9日正式交由英

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生效。在9日下

议院辩论中， 科尔宾提出了敦促约翰逊

政府遵循法律的动议， 保守党当场放弃

了辩论机会， 使得该动议未经表决即获

得通过。 外交大臣拉布在放弃辩论时表

示“这个政府将永远尊重法治”，这意味

着英国政府既“不会”也“无法”绕过延迟

“脱欧”的法案、强制推行“无协议脱欧”。

第三， “无协议脱欧” 后果的透明

化降低了其发生的可能。 9日早上， 约

翰逊与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会谈后表

示： “和你一样， 我仔细研究过 ‘无协

议脱欧’ 带来的影响……尽管英国可以

挺过 ‘无协议脱欧’， 但这种结果无疑

是治国战略上的失策。” 当天晚些时候，

下议院就以311票赞成、 302票反对通过

投票 ， 要求政府公开有关 “无协议脱

欧” 后果的机密文件。 该文件名为 “黄

鹀行动”， 涉及能源、 食品、 医疗等12

个领域， 是筹备 “无协议脱欧” 的应急

方案。 据知情人士上月18日向 《星期日

泰晤士报》 泄露的信息， 文件中包含恢

复北爱尔兰硬边界、 新鲜食品价格将上

涨等问题。 这一机密文件的公布会让反

对 “无协议脱欧” 的呼声更为响亮。

据路透社报道， 高盛最新发布的数

据已将“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从25%下

调到20%，将 “不脱欧 ”的可能性从30%

下调到25%，把“有协议脱欧”的可能性

从45%上调至55%。

一周来议会步步紧逼的态势， 让约

翰逊不得不调整其“脱欧”策略。 此前他

试图借“无协议脱欧”反制欧盟，借开除

党籍来威胁可能“反水”的同党，借提前

大选来抵制“脱欧”延期。事实证明，这些

“勇敢者游戏” 反而加剧了国内民众、反

对派和保守党内部的质疑和反抗。现在，

约翰逊若要实现按期“脱欧”，则势必

从制定新协议本身和利用欧盟不同意

英国延期“脱欧”这两方面上下功夫。

但仅凭放手一搏的胆量和投机取巧的

小聪明远远不够， 理性务实的计划和

开诚布公的态度必不可少。

据《卫报》分析，尽管约翰逊不得

不依照新法案向欧盟提交延期“脱欧”

的书面申请， 但他可以同时附上第二

封信， 希望欧盟领导人不要同意这一

请求。同时，欧盟27个成员国中只要有

一国否决延期申请，那么英国“脱欧”

进程就将在10月31日完成。

另据“政客”网站报道，法国外交

部长勒德里昂8日告诉法国媒体：“请

英国告诉我们它究竟想要什么， 我们

不会让延期申请每3个月来一次。 ”如

何利用欧盟成员国反对 “脱欧” 变成

“拖欧”的立场，并提出一个合理的新

协议，也许是约翰逊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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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 ， 吉尔吉斯斯坦外长艾

达尔别科夫对媒体表示 ， 近期将有 70

名吉尔吉斯斯坦儿童从伊拉克交战区域

返回本国。

艾达尔别科夫表示， 吉尔吉斯斯坦

同伊拉克政府就此问题的谈判工作已经

进入最后阶段， 吉国政府已经着手筹划

工作组前往伊拉克。 他表示： “现阶段

计划将有 70 名儿童从伊拉克撤回， 但

具体的名单则要参考孩子父母的意见在

当地拟定。” 他同时表示， 关于吉国公

民从叙利亚交战区返回的相关谈判工作

也在积极进行。 但据记者了解， 因吉国

在叙民众很多仍处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或极端组织控制区域， 所以遣返工作的

难度要大于伊拉克。

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统

计， 截至目前， 共有约 800 名吉国民众

前往叙伊战场， 其中约有 200 人已在该

地区丧生 。 这些人出走的原因各不相

同， 有的是受极端思想影响前往叙伊战

场直接参战， 有的则是被亲属裹挟举家

前往。

一段时间以来， 随着极端组织在叙

伊战场趋于瓦解， 交战区的局势也渐趋

稳定。 因此， 包括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

克斯坦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考虑， 如何

撤回被裹挟前往叙伊战场的本国民众，

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今年初开始， 哈萨克斯坦已经开展

了名为 “朱桑” 的人道主义行动。 经过

3 个阶段的行动， 从叙利亚撤出数百名

哈萨克斯坦民众。 仅在 5 月开展的两轮

行动中， 就分别撤出了 231 名和 171 名

本国公民 ， 其中 ， 儿童超过总人数的

80%。 哈总统托卡耶夫在 6 月 1 日发表

的声明中称， 今年 1 月份和 5 月初， 哈

萨克斯坦实施的 “朱桑” 行动的第一、

二阶段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返回国内

的哈萨克斯坦公民放弃了原来极端主义

的生活方式， 重新就业， 并和亲属恢复

了联系。

8 月开始， 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学界

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也变得十分活跃。

政府随后宣布， 已经为此成立了跨部门

工作组 ， 该工作组将于 9 月前往巴格

达， 处理本国在伊儿童的撤回事宜。

（本报比什凯克 9 月 10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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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家外媒 10 日报道， 由于担心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最敏感的情报不能

“守口如瓶”， 美国情报机构曾于 2017

年不得已从俄罗斯撤走了一名 “最高级

别的间谍”。 报道称该间谍甚至可以直

接翻阅俄罗斯总统办公桌上的文件。

特朗普 10 日表示对于报道 “毫不

知情”， 美国情报界人士则担心总统与

俄罗斯之间 “剪不断” 的关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

日援引了 5 名分别来自美国白宫、 国会

和情报机构的不具名人士消息称， 美国

于 2017 年撤回了 “该国在俄罗斯政府

内部最高级别的秘密消息来源之一 ”，

部分原因是担心特朗普及其政府在处理

对俄机密情报时会发生不当行为， 危害

国家安全 。 CNN 称 ， 多名涉事官员对

特朗普的涉俄事务无法完全信任。

让政府官员、 特别是情报机构产生

不信任感的直接导火索是 ， 2017 年 5

月， 特朗普突然解雇了当时正在进行希

拉里 “邮件门” 和特朗普竞选团队 “通

俄门” 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

科米。

同月， 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当时的俄罗斯

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会面 。 CNN 称 ，

特朗普向他们透露了以色列提供的关于

伊斯兰国的绝密情报信息。

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联邦情报局决

定让这名 “最高级别的” 情报人员紧急

撤离 。 因为在他们看来 ， 这样级别的

“线人” 对美国而言是一笔资产， 不能

因为总统的 “大嘴巴” 暴露身份。

10 日 ， 俄罗斯 《生意人报 》 对这

名重量级间谍的身份进行了追踪报道，

该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此人可

能是普京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的助

手奥列格·斯莫林科夫。 据称， 斯莫林

科夫自 1998 年乌沙科夫担任俄罗斯驻

美大使时起就是其助手 ， 深得后者信

任 ， CNN 称 ， 斯莫林科夫甚至能够阅

读到普京办公桌上的文件 。 《纽约时

报》 则表示这位重要人士 “数十年前”

就被中情局招募和培养。

《生意人报 》 报道称 ， 2017 年 6

月， 斯莫林科夫在黑山共和国度假期间

与家人一起失踪， 当时俄罗斯调查人员

将其失踪事件作为一起谋杀案处理， 但

后来发现目前他还在华盛顿生活， 而其

失踪的时间正好与 CNN 称撤回 “线人”

的时间相一致。

10 日下午 ， 克里姆林宫新闻发言

人佩斯科夫就 《生意人报》 的报道作出

回应称， “总统侧近确实有一位这样的

员工， 他在某一时间被解雇了。 但是无

法证实他是中情局的间谍。” 佩斯科夫

称关于斯莫林科夫的报道是典型美国式

的 “低俗小说”。

持相同态度的还有特朗普 。 10 日

早间特朗普表示自己对 CNN 报道的内

容 “一无所知”， 接着他又在推特上发

文抨击 CNN 因为制造假新闻， 只能维

持惨淡的收视率。 “最重要的是， CNN

对美国是有害的， 他们向全世界输送了

虚假的信息。” 特朗普说。 白宫和中情

局也做了类似的声明。

尽管如此 ， 还是有情报人员对

CNN 称 ， 损失 “像斯莫林科夫级别的

线人” 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 因为没有

办法在短期内再培养这样的人。 这名消

息人士也抱怨特朗普与俄罗斯之间让人

生疑的关系。 在斯莫林科夫被撤回仅仅

两个月后 ， 特朗普即与普京在当年的

G20 汉堡峰会上私下会晤， 并当场拿走

口译人员的记录， 按照程序， 记录应由

中情局存档。

此外， 特朗普对情报安全的忽视也

遭业内人士诟病。 《卫报》 称， 其曾一

次在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电话会谈

中泄露美国在朝鲜附近有两个核潜艇的

消息； 在 2017 年英国曼彻斯特竞技场

爆炸事件后， 将英国政府与之共享的敏

感信息透露给媒体， 而让时任首相特雷

莎·梅暴跳如雷； 他还曾在推特上公开

发布过疑似伊朗核发射场的高清图像。

意大利议会众议院以 343 票支持、

263 票反对和 3 票弃权通过对孔特的信

任投票。 参议院定于 10 日举行第二轮

信任投票。

孔特对投票结果 “满意”， 誓言专

注发展经济， 坚定支持欧洲团结。

孔特在议会投票前承诺， 鉴于意大

利庞大的公共债务， 将与欧盟建立更具

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促使欧盟放松财政

规则。 他还将与欧盟探讨新的移民分配

政策。

意大利反对派对 “没有举行新选

举， 而是组建新政府” 不满。 数千名极

右翼政党联盟党支持者聚集在议会外的

广场， 要求提前举行选举。

支持新政府的议员里卡尔多·马吉

说， 如果孔特新政府垮台， 意大利倒向

“狭隘和反欧洲” 立场的风险将更大。

联盟党和五星运动于 2018 年 6 月

组建执政联盟 ， 无党派人士孔特任总

理， 但两党就移民、 税收等诸多议题意

见不合。

联盟党党首、 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

马泰奥·萨尔维尼今年 8 月初宣布联盟

执政基础不复存在， 随后发起针对孔特

的不信任动议， 孔特辞职。

五星运动和最大在野党民主党随后

开始组阁谈判。 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

塔雷拉 8 月 29 日授权孔特组建新政府。

孔特 9 月 4 日发布内阁名单， 新政府 5

日宣誓就职。

刘江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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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 波黑主席团组建政府的

努力伴随着截止日期的到来而付诸东

流。 距离大选结束约一年后， 由于棘

手的与北约关系问题， 波黑主席团依

旧没有达成共识， 也没有找到解决方

案， 这直接影响了波黑政府的组建。

这个西巴尔干国家的政治僵局如

同被贯穿全境的迪纳拉山脉所割裂的

封闭国土一般， 难见融合的曙光。

与北约关系影响波黑
脆弱的团结

2018年10月7日波黑举行了四年

一度的对主席团和各级议员的大选，

但创下新低的53%的投票率折射出选

民对波黑低效复杂的政治局势的冷

漠， 也体现出波黑民众对现有政治体

制和经济状况的不满。

大选后， 波黑政府却迟迟未能建

立， 与北约的关系一直是影响政府成

功组建的最大制约因素。 据 《萨拉热

窝时报》 报道， 8月5日， 也就是波黑

新一届主席团成立10个月后， 眼见政

局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 主席团3人

终于达成了关于组建政府的联盟协

议， 并承诺在一个月内组建联邦一级

的政府。

波黑现任主席团由塞族独立社会

民主人士联盟主席多迪克、 波族民主

行动党人扎费罗维奇和克族民主阵线

党主席科姆希奇3人组成。 联盟协议

的第三条关于北约和波黑的关系遭到

多迪克的强烈反对。 在这条原则中规

定， 波黑将根据宪法和法律继续实施

北约一体化的进程， 并将向北约递交

所需的年度国家计划。

作为塞族领导人， 多迪克以 “亲

俄的塞族领袖” 出现于公众视野， 向

来反对波黑加入北约。 俄罗斯塔斯社

曾在报道中援引多迪克对北约的态

度： “这个组织希望我们加入他们？ 我

的回答是 ‘不’”。 与此相反， 扎费罗维

奇和科姆希奇则对加入北约抱有强烈的

热情。 主席团的意见不一成了波黑迟迟

未能组建联邦政府的主要原因。

8月， 多迪克提交了关于任命泽盖

里基亚担任部长会议 （波黑政府） 新主

席的提案， 但遭到了扎费罗维奇和科姆

希奇的反对， 两人均表示支持泽盖里基

亚的前提是多迪克同意波黑向北约递交

年度国家计划， 这是激活波黑加入北约

的关键一步。 但这显然触动了多迪克的

敏感神经。 由于对待北约的态度大相径

庭， 主席团3人在政府人事任命上的冲

突难以调和。

在波黑 ， 部长会议行使政府的职

能， 通常由主席和各部长组成， 部长会

议主席主要由波黑主席团任命， 后须经

代表院 （波黑的议会之一） 批准。

眼见在协议到期后依旧无法组建政

府， 欧盟委员会专员哈恩提议与主席团

3位成员进行会晤， 希望从中进行斡旋。

但是据波黑 《萨拉热窝时报》 的报道，

扎费罗维奇和科姆希奇拒绝这一提议，

表示 “一次会晤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

并希望借助哈恩的影响力说服多迪克同

意向北约递交年度国家计划。

独特的政权结构难以弥
合民族分歧

波黑战争给这片土地的人民留下难

以弥合的伤疤， 也同时给经历战争洗礼

后的国家出了一道政治难题。 战后 《代

顿协议》 的签署为凝聚波黑国内四分五

裂的宗教和民族现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是由此奠定的复杂的波黑政治体制却

可谓 “独树一帜”。 三人轮值主席团等

设计既是波黑特有的民族构成的体现，

也是波黑在纷繁割裂的民族熔炉中寻求

妥协的现实图景。

波黑国土面积狭小， 却聚居着塞尔

维亚族 （塞族）、 波什尼亚克族 （波族）

和克罗地亚族 （克族 ） 三大主要民

族， 三大族彼此信仰不同， 民族认同

也各异。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波黑内战

正是基于民族矛盾而爆发的一场骇人

听闻的局部战争。

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波黑的民

族问题， 波黑宪法规定主席团由3人

组成， 分别来自波族、 克族和塞族，

3人轮流担任主席团主席行使国家元

首职责 ， 各自的任期分别为8个月 。

而且波黑的候选人只能拥有一种民族

身份， 这就很容易造成候选人只对本

民族负责的局面。 反过来， 三大民族

也都倾向于在大选中只投给代表本民

族利益的政党。 所以， 在波黑存在着

政治效忠基于民族认同的特征。

波黑目前由两个政治实体构成，

分别是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 这意

味着， 除了波黑的中央政治系统外，

还分别存在着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

的独立而庞大的行政系统。 其中塞族

共和国拥有很大的自治权， 现任塞族

领导人多迪克一再表示波黑不该作为

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 并希望举行全

民公投， 带领塞族人民脱离波黑。 面

对波黑加入北约的前景时， 多迪克毫

不掩饰地表示波黑只接受作为欧盟成

员国而存在， 而非北约成员国。

而克族领导人科姆希奇作为温和

的政治人物主张向西方看齐 。 几天

前， 在乌克兰就多迪克在克里米亚问

题上发表的 “亲俄” 言论向波黑政府

交涉时， 科姆希奇便表示 “这只是多

迪克的个人立场”。 《萨拉热窝时报》

报道援引科姆希奇的话表示， 波黑作

为欧盟候选成员国， 坚持致力于欧盟

的立场。

波黑的现状 ， 或正如英国 《卫

报》 撰文所称， “过去的分裂可能已

经被冻结， 但它们的复杂性和伤痕仍

然深深地体现在议会、 政府的选举和

组织方式上。”

9月10日，

首相约翰逊在

英国议会下议

院的辩论全盘

皆输， 神色凝

重。 视觉中国

3月 ，多迪克 （左 ）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 （中 ）等官员会

晤。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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