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旁观者》 3 月 17 日

前特工 “中毒” 疑云

英国前特工 “中毒” 事件在过去一
周持续升级， 面对来自英国的 24 小时
最后通牒和种种报复措施， 俄罗斯始终
强调自己没有参与在索尔兹伯里市发生
的事件。 在 18 日的总统选举中， 普京
不出意外地赢得了自己的第四个总统任
期， 在 《旁观者》 看来， “这位满嘴谎
言的俄罗斯领导人就想用 ‘毒权’ 轻易
说服人们， 世界上本无真理存在”。

《新闻周刊》 3 月 23 日

内塔尼亚胡将垮台？
在以色列政坛纵横多年并四次出任

总理， 内塔尼亚胡如今陷入多起涉腐丑
闻， 舆论场上有关其执政生涯或因此走
到尽头的讨论也沸沸扬扬。 就在内塔尼
亚胡本月初访问美国期间， 作为贪腐案
关键人物之一的总理前新闻发言人尼
尔·赫菲兹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新
闻周刊》 认为， 如果内塔尼亚胡就此垮
台， 以色列 “将陷入长期的、 难以弥补
的分裂”。

■本报记者 陆益峰

《纽约客》 3 月 26 日

暴露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一次登上了 《纽
约客》 的封面———他一丝不挂地站在演
讲台前， 面对一众媒体记者的提问。 这
幅由巴利·布里特创作的水粉画所要表
现的是美国总统与媒体间风波迭起、 相
杀相爱的关系。 这似乎印证了鲍勃·迪
伦在歌中所唱的： 即便是美国总统， 有
时也只能赤裸地站在公众面前。

世界多条知名河流都“病”得不轻
河流干涸、 污染严重……3月22

日是联合国世界水日， 然而世界上几

条重要的河流，如中东的约旦河、印度

的恒河以及非洲的尼罗河，都“病”得

不轻：约旦河面临干涸风险，据世界气

象组织预计， 到2025年沿河三分之二

的居民将无水可用； 恒河主要是污染

问题， 历届印度政府都信誓旦旦要治

理恒河，但成效甚微；而尼罗河则是水

资源分配的问题， 今年埃及和埃塞俄

比亚关于尼罗河水资源的分配再起波

澜，甚至有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索。

约旦河：“最危险”的河
流面临干涸

提起约旦河， 关注国际新闻的人

会经常听到“约旦河西岸”这个词，这

一般是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法塔赫”
控制的地区。 其实， 约旦河的名气更

大， 在基督教历史上它可谓一条 “圣
河”。 根据《圣经》记载，约旦河是当年

耶稣基督接受约翰洗礼之处， 用约旦

河 圣 水 来 洗 净 自 己 凡 世 的 罪 孽 ，旧

“我”死去，新“我”重生。 2010年1月19
日， 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

约旦时，还专门前往约旦河进行洗礼，
而这一天也是俄罗斯传统宗教节日洗

礼节。据俄新社当时报道，在约旦河前

梅德韦杰夫用河水洗了脸。
约旦河发源于叙利亚境内的赫尔

蒙山，向南流经以色列，在约旦境内注

入死海，全长360多公里，是世界上海

拔最低的河流。然而，这样一条具有重

要宗教意义的河流， 如今却面临干涸

风险。 根据环保组织“中东地球之友”
的报告，上世纪30年代，约旦河的年流

量曾达到13亿 立 方 米 ， 而 如 今 仅 剩

2000万至3000万立方米。 另据世界气

象组织的报告预计， 到2025年沿河三

分之二的居民将无水可用。
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了约旦缺水

的故事：机械维修工塔里克·艾克塞一

家住在约旦河畔的一座小城市， 去年

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干旱， 约旦河水量

减少， 使得艾克塞所在的城市时不时

中断自来水供应。“没法洗衣服和脏盘

子，”刚回到家的艾克塞衣服上沾了些

机油和汗渍，“甚至连澡都没法洗。 这

是耻辱，没有人应该像这样生活。 ”
如今， 约旦河部分河段水量与小

溪差不多，已经到了干涸的边缘。一方

面，中东地区本来就降水稀少，近些年

气候变化导致该地区干旱愈发严重，
约旦河得不到有效降水的补给。 更严

重的是，流域内人们无节制地用水，导
致约旦河入不敷出。 “中东地球之友”
的报告显示，过去50年间，以色列、约

旦和叙利亚使用了九成以上的约旦河

水用作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其中，以
色列从约旦河中转移的水量最多，高

达46%，其次是叙利亚 ，占25%，约旦

和巴勒斯坦分别占24%和5%。 这也意

味着， 每年约旦河几乎没有多少水最

终注入到死海， 这也导致死海的面积

越来越小。按照这个趋势下去，死海也

终将“死去”。
中东人常说“水比油贵”，事实上

也是如此。 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曾表

示：“中东地区水比石油更重要。 ”因

此，约旦河就成为了一种战略资源，经
常引发流域内各国的争夺。 早在上世

纪60年代，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以色列

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 于是制定

了争夺约旦河水资源的战略。 以埃及

为首的阿拉伯国家针锋相对， 在1964
年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也制定了转移

约旦河水的计划， 筹措资金准备购置

机械设备。没想到1967年，以色列突然

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 虽然战争原因

很多且复杂， 但争夺约旦河水无疑是

其中重要的一点。战争结束后，以色列

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 得到

了这些土地上一半以上的水资源。
复杂的地缘环境， 再加上各国争

夺水资源的冲动， 使得治理约旦河的

努力步履维艰。2011年后，随着中东政

局出现动荡，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更
增添了约旦河的危险性。 《新闻周刊》
报道称，美国情报部门预计，未来十年

内约旦河的水资源很可能成为恐怖组

织抢夺的新目标， 届时这块土地上将

会发生更多的冲突。

恒河： 一直在治理，从
未有改善

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甫一上任，
就雄心勃勃地推出 “恒河净化计划”，
计划在其五年任期内拿出30亿美元来

治理好印度的母亲河恒河。 然而四年

过去了，这一计划成效甚微，恒河依旧

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恒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流

经印度北部几个人口密集、 经济发达

的邦后， 进入孟加拉国与布拉马普特

拉河汇合， 最后注入孟加拉湾， 全长

2525公里。在喜马拉雅源头，恒河水清

澈透明，但流经印度后，清澈的河水就

成了回忆———据英国路透社报道，恒

河流经印度工业城市坎普尔时， 工业

废水将河流染成了深灰色， 许多泡沫

漂浮在河面上， 有一段时间甚至变成

红色；在加尔各答，恒河两岸砖窑厂、
皮革厂林立， 生活垃圾堆也是随处可

见，人们就在垃圾堆旁沐浴、刷牙……据

报道， 在印度每天大约有48万升废水流

入恒河， 其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废水

得到处理。66岁的阿肖克·库马尔对路透

社表示：“恒河越来越脏， 但是没人关心

这件事，哪怕是她所孕育的孩子们。恒河

是我们的母亲。如果她消亡了，我们也就

没有未来了。 ”
那么，恒河水到底有多“毒”呢？美籍

印度裔医生葛文德在描写其父去世的书

籍《最好的告别》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身为印度教徒的长子， 葛文德必须扶灵

回到印度， 喝一口恒河水才算尽了自己

的义务……尽管做足了防御措施， 甚至

提前注射了疫苗， 但喝了恒河水的葛文

德回到美国后还是一病数月……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恒河的

污染问题并不严重， 甚至由于其流域内

充沛的雨量和湿热的环境， 恒河的自净

能力非常强。80年代后，随着大量工厂如

雨后春笋般在恒河两岸建立起来， 工业

废水阻断了恒河的自净能力， 这导致恒

河的污染愈加严重。
对于治理恒河， 印度历届政府都是

雷声大雨点小，治理资金时不时被挪用，
莫迪政府也不例外。据最新审计显示，为
“恒河净化计划” 拨出的30亿美元中，只

有不到四分之一真正用来治理污染。 印

度水资源部长乌玛·巴蒂曾在2016年表

示，印度政府要在2018年7月前完成对恒

河的水质治理工作， 以恢复恒河水生环

境，对此，印度网民似乎已经习惯了政客

的表演，表示这是个“年度笑话”。

尼罗河：谁来分配我的水

今年1月20日，埃塞俄比亚政府总理

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表示，拒绝世界

银行仲裁埃塞俄比亚、 埃及与苏丹三国

之间围绕尼罗河上游 “复兴大坝” 的争

端。埃塞俄比亚总理的这一表态，凸显了

尼罗河水权之争的激烈程度。
说到尼罗河， 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是

埃及，尼罗河孕育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
其实， 尼罗河发源于东非大湖地区的卡

盖拉河， 卡盖拉河水注入非洲最大湖泊

维多利亚湖， 湖水经欧文瀑布流入基奥

加湖，出湖后又称维多利亚尼罗河，此后

又经卡巴雷加瀑布注入艾伯特湖， 湖水

自北端流出，名为艾伯特尼罗河。该河自

南苏丹城市尼穆莱以后， 称之为白尼罗

河。随后，白尼罗河与尼罗河的另一条重

要支流、 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青尼

罗河在苏丹首都喀土穆汇合， 成为我们

熟知的尼罗河，最后经埃及注入地中海。

尼罗河全长6670公里，是世界第一长河。
从尼罗河的流经地可以看出， 这是

一条不折不扣的国际河流， 流域国家有

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

达、刚果（金）、南苏丹、苏丹、埃塞俄比亚

和埃及等10个国家。与中东一样，东非北

非缺水严重， 因此尼罗河沿岸10国对水

资源的争夺由来已久。早在1929年，英国

殖民统治时期埃及与苏丹签署了 《尼罗

河水协定》， 规定在尼罗河上游或支流

上， 未经埃及同意不得兴建水利工程。
1959年埃及和苏丹又签署补充协议，规

定埃及每年从尼罗河获得555亿立方米

水，苏丹获得185亿立方米水，两国合计

用水量约占尼罗河水资源的90％。
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 尼罗

河上游国家纷纷独立 ， 直到南 苏 丹 于

2011年建立， 至此尼罗河流域一共出现

10个国家。 上游国家对苏丹和埃及 “独
占”尼罗河水资源十分不满，经过多年谈

判，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

达和肯尼亚五国于2010年5月签署《尼罗

河合作框架协议》。新协议要求设立一个

永久的尼罗河流域委员会， 规定流域各

国平等利用尼罗河水， 开发水电或灌溉

只需得到该流域多数国家同意即可，但

该协议遭到了埃及和苏丹的强烈反对。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指出， 目

前埃及、 苏丹、 肯尼亚对尼罗河水资

源的依赖度分别为96%、 77%和33%。
埃及甚至把尼罗河水资源的管理权由

水资源部 、 外 交 部 移 交 至 国 家 安 全

部。 更为严重的是， 除肯尼亚和埃及

外， 其他尼罗河流域国家都在全球最

穷的50个国家之列， 要摆脱贫穷， 发

展经济， 对水的需求也将日益增加。
因此未来各国对尼罗河水资源的争夺

也将更加激烈。
此次埃塞俄比亚和苏丹、 埃及关

于 “复兴大坝” 的争议， 就是这种争

夺的缩影。 埃塞俄比亚正在青尼罗河

上游修建 “复兴大坝”， 青尼罗河虽

然不是尼罗河干流， 但水量充沛， 提

供了下游绝大部分水量。 所以， 位于

下游的埃及和苏丹认为， 这座水电站

会威胁本国水安全。 但埃塞俄比亚认

为， 国内6000万民众用不上电， 修建

水坝是发展需要。 “复兴大坝” 总投

资约47亿美元， 建成后年发电量约为

6400兆瓦， 将大幅提升埃塞俄比亚发

电能力， 并缓解干旱和饥荒。 对此，
有分析认为， 在非洲这片广袤而炎热

的土地上， 围绕尼罗河水资源的争夺

也许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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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０ 欧元

法国政府定于 21 日发布一项

打击性暴力的法案， 新规包括对街

头性骚扰当场罚款以及延长提出强

奸指认的期限。 据悉街头性骚扰的

罚款数额从 90 欧元到 750 欧元不

等， 如果是累犯或情节严重， 罚款

数额可能更高。 此外， 法案允许未

成年强奸受害人在 48 岁之前提出

指认， 即他们成年后提出指认的期

限将从现在的 20 年延长到 30 年。

５００ 件

在澳大利亚一座小镇， 一个邮

筒遭邮政部门遗忘将近半年， 积压

约 500 件邮件而 “爆仓”。 澳大利

亚邮政部门发言人 20 日承认， 由

于邮差人员变动， 比奇沃思镇上两

个邮筒中的一个被 “疏漏 ”。 3 月

初， 一位居民去寄邮件时发现邮筒

被塞得满满当当， 随后致电邮政部

门， 后者才意识到这一疏漏。 一名

邮政人员前往查看后， 发现邮筒内

堆积大约 500 件邮件。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消失中的咸海令人唏嘘
中 亚 地 区 虽 然 地 处 欧 亚 大 陆 内

部 ， 原本却也并 不 缺 少 水 草 丰 茂 之

地， 里海、 咸海、 伊塞克湖、 巴尔喀

什湖等众多大型湖泊均集中在这一区

域。 但是因为近百年来的人类开发、
气候变化， 这些湖泊都或多或少地面

临着种种问题， 其中， 当属咸海的命

运最令人唏嘘。
咸海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的交界处， 因为径流量小于湖水

的蒸发量， 咸海的含盐量比淡水湖高

得多。在咸海全盛的时候，曾经是中亚

第一大、世界第四大咸水湖，其面积几

乎与斯里兰卡的国土相当。 之所以说

“曾经”，是因为上世纪中叶以后，咸海

的面积就不断缩减。据统计，20世纪60
年代初，咸海的面积大约为6.8万平方

公里，至1987年，由于水位持续下降，
咸海中间的陆地露出，将其一分为二，
成为南北两部分。

进入21世纪， 这一趋势并未被遏

止。 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

片中可以看到， 在2014年8月19日，咸
海已经萎缩到原来西面和北面的零星

部分，而东部的河床已经消失。咸海基

金会官网的消息显示， 咸海的面积如

今已经萎缩了74%， 而其水量减少近

85%。 有专家认为， 这很可能是拥有

550万年历史的咸海，600年来首次完

全干涸，照此发展下去，等到2020年或

将完全消失。
意为 “岛之海” 的咸海， 原本有

大小岛屿 1500 余个。 苏联军方曾经

在咸海中选定岛屿设置生化武器研究

基地， 取名 “复兴岛”。 随着咸海的

日渐干涸， “复兴岛” 先是从四面环

水的岛屿变成了与大陆相连的半岛；
如今 ， 早已褪 去 神 秘 面 纱 的 “复 兴

岛” 直接就成了大陆的一部分， 再也

没有 “岛” 的样子。 其他的岛屿大致

也难以逃脱类似的命运。
原本，咸海水质很好，水的透明度

很高， 深蓝色的湖水在阳光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美丽。如今，这样的美丽景色早

已无处可寻， 剩下的只是触目惊心的生

态灾难———频繁的盐沙尘暴、 严重盐碱

化的农田、锐减的生物物种，还有与之伴

随的当地居民高发的各种慢性病。
咸海本来渔业非常发达， 鱼类多达

600 余种。 1921 年苏联大饥荒时期， 咸

海地区的渔民们甚至可以提供 莫 斯 科

14 节火车皮的鱼作为支援 ， 以助其渡

过难关。 但现在， 咸海因为面积和水量

锐减， 水中含盐量不断上升， 导致大量

鱼类绝迹。 仿佛只有岸边荒废已久、 锈

迹斑斑的渔船还在告诉世人， 这里曾经

有过发达的渔业。 面对这样的情景， 有

上了年纪的当地居民感叹： “以后， 对

这里的孩子们而言， 咸海里有鱼就是一

个神话了。”
咸海的迅速消失有着多种原因， 但

人类的过度开发加速了这个过程， 是无

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因素。 咸海的主要

水源是中亚地区的两条著名河流锡尔河

和阿姆河。 1918年， 苏联政府决定将阿

姆河和锡尔河分流至附近的沙漠地区，
用以灌溉和种植稻米、 棉花和谷物等农

作物。 此举导致流入咸海的水量开始减

少 ，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 苏联 政 府 从

1954年开始改造这两条河的自然水道，
将河水引入土库曼斯坦东部和乌兹别克

斯坦中部， 以扩大灌溉面积， 并修建了

卡拉库姆列宁运河 ， 分流阿姆 河 的 流

量。 经过这番浩大工程， 该地区变成了

重要的粮食与棉花产地， 与此同时， 却

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 原本作为咸

海水源的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河水被用作

了灌溉， 咸海也就是从那时起走上了日

渐干涸的不归路。

苏联政府曾经试图从西伯利亚引

水缓解咸海的情况， 最终因为工程量

太过庞大而作罢。苏联解体后，哈萨克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也没有放弃

对咸海的拯救。2003年10月，哈萨克斯

坦宣布耗资2.6亿美元的拯救计划，建

造一个大坝将东西两湖完全分离，并

于2005年竣工。 此举成功将咸海北部

的海域面积由2003年的2550平方公里

增加到2008年的3300平方公里， 增加

了30%。 而海水深度也从原来的30米

增加到42米。 未来，哈、乌两国还将建

立联合工作组， 解决咸海的生态恶化

问题。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国际社

会拯救咸海的努力一刻不曾停歇，但

据俄罗斯专家的评估， 即使采用目前

已获成功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也很难

再重现咸海当年全盛时的风采了。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寒

在加尔各答， 一名男子在恒河河畔清理垃圾。 但印度历届中央政府治理恒河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视觉中国

对比 1987 年的卫星图 （左） 和 2010 年的卫星图 （右） 可以发现， 咸海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 均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