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彼得堡地铁恐袭案后续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 寒

嫌犯父母赴俄罗斯协助调查
4 月 3 日发生在圣彼得堡地铁的

恐袭的后续调查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
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安全部

门在 4 日先后确认，此次恐袭事件的制

造者———阿克巴尔容·贾利洛夫是一名

1995 年出生的吉尔吉斯斯坦裔俄罗斯

公民。 恐袭发生后，贾利洛夫的父母于

比什凯克时间 3 日深夜被吉国家安全

委员会奥什分局紧急传唤，并已于 5 日

抵达圣彼得堡协助调查。
根据吉国安委的通报，贾利洛夫出

生在吉第二大城市奥什的市郊，并一直

在这里成长， 直至 2011 年随父母前往

俄罗斯。 经俄罗斯驻奥什总领事馆确

认， 贾利洛夫和他的父亲于 2010 年底

申请获得俄罗斯国籍，并于次年 2 月获

得批准。 据信，贾利洛夫的父母后来返

回吉尔吉斯斯坦生活，而他本人则继续

留在俄罗斯。 案发前，贾利洛夫在圣彼

得堡的一所高校学习，并在一家寿司店

工作，曾在今年 3 月初短暂返回家乡。
随着嫌犯身份的确认，吉尔吉斯斯

坦媒体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贾利洛夫

的成长环境，试图从他的成长历程中找

出些许发动恐袭的动机。尽管相比于吉

尔吉斯斯坦北部，以奥什市为中心的整

个南部地区的宗教氛围更为浓厚，但贾

利洛夫的家庭似乎有些与众不同。恐袭

事件发生后，贾利洛夫家邻居对前来采

访的当地媒体表示：“这是一户普通的

人家……这户人家的宗教氛围并不浓

厚，而是更世俗一些。 ”关于阿克巴尔

容·贾利洛夫本人，尽管已经多年未见，
但这位邻居还是有些印象。 在他眼里，
贾利洛夫“是个十分安静”的男孩子。也
正因为如此，这位邻居表示，很难把这

户人家以及贾利洛夫本人同这次恐怖

袭击联系起来。贾利洛夫究竟是出于怎

样的目的发动了这次袭击，他在俄罗斯

生活的数年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变

化，还有待侦查部门进一步调查。

吉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对恐袭死难

者家属表示哀悼，并严厉谴责恐怖分子

的行为。吉国安委新闻局长苏莱曼诺夫

对媒体表示，目前正在就此事件与俄罗

斯情报部门保持积极联络，随时准备向

其提供必要信息。
另据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 5 日

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
安全局和国民近卫军当日在圣彼得堡

开展联合抓捕行动，逮捕六名来自中亚

的 恐 怖 嫌 疑 人 。 被 抓 捕 的 嫌 疑 人 自

2015 年 11 月起在圣彼得堡招募来自

中亚的移民参加恐怖组织 “支持阵线”
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行动小组在这

些嫌疑人的住处搜出宣扬极端思想的

读物、 证件和物品等。 俄罗斯联邦调

查委员会表示， 目前获取的信息暂未

表明这些人与 4 月 3 日发生的圣彼得

堡地铁爆炸事件有关联。
（本报比什凯克 4 月 5 日专电）

韩国军方称朝鲜试射导弹
新华社首尔 ４ 月 ５ 日电 （记者杜白

羽 耿学鹏）韩国军方 ５ 日称，朝鲜当天

早晨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发射

物，疑似弹道导弹。
韩联社援引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

消息报道 ， 朝鲜当地时间早晨 ６ 时 ４０

分左右 ， 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发射一枚

飞行物，飞行距离大约 ６０ 公里。发射物具

体类型不详，军方正在进一步分析。 韩国

军方表示，朝鲜当天试射在地面而非水下，
排除潜射可能。 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金宽

镇当天紧急召集安保会议，商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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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成“靶子”遭“围攻”
法国总统候选人第二次电视辩论

法国总统选举候选人第二次电视辩

论 ４ 日晚举行。与第一次辩论不同，登记

参选的全部 １１ 名候选人参加了本次辩

论，这在法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在此前民调中位居前列的极右翼候

选人玛丽娜·勒庞在辩论中遭遇“围攻”。
中间派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指责

她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会导致 “经 济

战”，勒庞和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理弗朗

索瓦·菲永的“空饷门”丑闻也成为众矢

之的。
按美联社说法， 本次辩论的主题包

括对全球化的不满、 对极端暴恐分子的

担忧以及对欧盟的怀疑情绪。 九男二女

共 １１ 名候选人面朝记者呈半圆形就座，
在电视镜头前激辩了约四个小时。 法国

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 ４ 月 ２３ 日举

行。 目前马克龙和勒庞的民调支持率不

相上下， 但仍有约三分之一选民没做好

选择。
马克龙和勒庞的“嘴仗”从辩论一开

场就开始了，两人对如何创造就业、提振

经济的主张截然相反。 马克龙支持自由

市场，而勒庞支持保护主义；马克龙希望

减税、放松劳工规则、推动工会与雇主谈

判， 勒庞则主张对雇用外籍员工的企业

加税。马克龙称，勒庞的一系列主张会使

法国与周边国家陷入“经济战”。 勒庞弃

用欧元、回归法郎的建议还会使“法国人

的购买力下降”。 法新社称，这一主张是

勒庞几大软肋之一， 因为目前只有三成

选民支持弃用欧元， 理由是担心货币贬

值会影响存款、诱发通胀。
辩论中， 勒庞主动发难， 称马克龙

“在使用 ５０ 年前的老观点 ， 一 点 也 不

新”。 马克龙也毫不示弱，还击称：“你用

的谎言我们已听了 ４０ 年，是从你父亲口

中说出的。”另一名极右翼候选人弗朗索

瓦·阿瑟利诺还指责勒庞在“脱欧”问题

上不够强硬。按英国广播公司说法，勒庞

主张举行“脱欧”公投，而阿瑟利诺干脆

宣称，胜选后马上启动“脱欧”程序。
当谈及法国政坛道德问题时， 辩论

开始白热化。 勒庞和菲永极力否认其他

候选人对他们涉嫌贪腐的指责， 为自家

清白辩护。
由于此次辩论有六名候选人首次参

加，他们的表现广受关注。电视辩论结束

后的即时民调显示， 极左翼候选人梅朗

雄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
海洋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多名中亚

人涉嫌为 “伊
斯兰国”和“支
持阵线” 招募

人员， 在俄罗

斯圣彼得堡被

捕。 东方 IC

拉美“左翼保卫战”获重要胜利

厄瓜多尔总统选举执政党胜出

厄瓜多尔全 国 选 举 委 员 会 ４ 日 宣

布，厄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
前副总统莫雷诺在 ２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

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当选总统。
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拉美地区政治

格局近两年呈现“左退右进”之势，而厄

瓜多尔又是拉美左翼执政的重要国家，
因此厄左翼执政党此次胜选被视为拉美

“左翼保卫战”的一次重要胜利，使地区

左翼力量从接连受挫中初步稳住阵脚。

急需的胜利

厄全国选举委员会说， 根据已完成

的对 ９９．６５％选票的统计结果，莫雷诺赢

得 ５１．１６％的选票，中右翼创造机会运动

候选人拉索获得 ４８．８４％的选票。 可见，
双方得票率非常接近， 莫雷诺最终获胜

实属不易。
莫雷诺胜选让拉美左翼力量欢欣鼓

舞。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徐世澄认

为， 这反映出近年来接连受挫的拉美左

翼力量急需一次胜利来鼓舞士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连续执政 １２ 年的阿

根廷左翼执政联盟在大选中失利。此后，
左翼力量在拉美多国接连受挫。 徐世澄

说，在此背景下，这次厄瓜多尔大选被视

为拉美左翼一场“关键的保卫战”。 厄左

翼执政党的胜选不仅是对拉美目前仍在

执政的左翼政府的鼓舞， 更为今明两年

面临总统选举“大考”的智利、巴西、墨西

哥、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等国左翼和中

左翼政党增加了底气。

民生换民心

分析人士指出， 拉美左翼力量受挫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一些左翼政府在执

政期间未能实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
导致这些国家的民生受到影响。不过，在
政权更迭后， 原本让前任左翼政府头疼

的难题摆在了新上台的右翼政府面前，
而它们的执政成绩单目前看来也没有那

么亮丽。
由中右翼政党执政的巴西和阿根廷

２０１６ 年经济表现均不理想 ， 分别衰退

３．３％和 １．８％。 阿根廷最近发生罢工，抗

议政府经济政策造成贫困率和失业率高

企。 巴西民众对总统特梅尔的不信任指

数也上升至 ７９％。
徐世澄说，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执政，

关键是要制定出有效和符合国 情 的 政

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治理政策，在

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民生。在关注公平、
扶贫、 普及免费教育和医疗等民生建设

方面，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左翼政府

采取的社会政策为中下层民众谋取了实

际利益， 因此不能全盘否定左翼政府的

努力和贡献。
尽管遭受国际油价大跌、 强烈地震

等不利因素冲击，总统科雷亚在任的 １０
年间， 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 ３．９％，高

于拉美地区 ２．９％的平均水平，低收入居

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徐世澄认

为，莫雷诺将基本延续前任的核心政策，
这也是他能赢得选民支持的重要原因。

转型任务重

专家同时指出， 虽然厄瓜多尔左翼

执政党的胜选暂时稳住了拉美左翼力量

的阵脚， 但拉美左翼面临的挑战依然严

峻。若想完全站稳脚跟，逆转“左退右进”
的趋势， 拉美左翼应从多方面进行反思

和调整。
徐世澄认为， 腐败是拉美多国首先

需要解决的顽疾。 与腐败做坚决斗争是

获得民心的基础， 也能为振兴拉美经济

起到积极作用。
其次， 应及时调整政治经济发展战

略。 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于低位的背

景下， 执政的左翼政府或准备参选的左

翼政党都应当进行反思， 制定切实可行

的经济治理政策， 带领国家走出一条可

持续发展之路。再次，左翼政府或政党应

更加务实和实事求是， 在制定社会发展

计划和竞选纲领时不可许下脱离实际的

诺言，导致日后无法兑现。
此外， 拉美多国面临调整与美国关

系的问题， 左翼政府或政党有必要制定

更加多元化的对外政策。
新华社记者 陈瑶 郝云甫

（据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５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