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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通过涉巴勒斯坦入联相关决议

以色列代表惊人举动表抗议

以色列军方11日向巴勒斯
坦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东部
以及加沙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
发送信息，要求他们尽快撤离至
以方指定的“人道主义区”。以
军这一最新命令扩大了针对加
沙民众的“疏散令”实施范围，向
外界发出以方决意推进对拉法
军事行动的信号。

以军方6日首次下令拉法东
部居民撤离，以政府同一天晚些
时候宣布推进对拉法军事行动、
向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施压的决定。以军方11日
发表声明说，已有大约30万加沙
居民撤离拉法东部，前往位于加
沙中部、加沙城以西的马瓦西

“人道主义区”。
以军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

伊在社交媒体X的平台上用阿拉
伯语发布了这一最新命令，涉及
拉法的沙布拉难民营和另外三
个区域的居民和难民，以及加沙
北部的杰巴利耶、拜特拉希亚等

十余个地区。阿德拉伊称这些
地区属于“危险的战斗地带”，

“哈马斯企图在该地区重建势
力，以色列国防军将对该地区的
恐怖组织施以强力打击”。

最新疏散令指定目的去向
仍是马瓦西的“人道主义区”。
联合国和国际援助机构官员先
前说，该地区已过于拥挤，难以
承受大批人员涌入。

以军方还通过散发传单、向
居民手机发文字和音频消息的
方式扩散这一最新命令。一些
居民向媒体证实收到了手机信
息，也有传单照片在社交媒体上
流传。

据法新社报道，拉法的科
威特专科医院院长苏海卜·哈
姆斯向媒体记者发送视频信
息，告知：“不幸的是，如今科威
特专科医院所在区域也被列入
疏散范围。除了这所医院，本
地已没有其他地方能收治病患
和伤员了。”他敦促国际社会立

刻采取措施保护这家仅存的医
疗机构。

以色列和哈马斯方面9日
分别证实，在埃及首都开罗举
行的最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已
告破裂。以方宣布将按计划在
拉法开展军事行动。虽然国际
社会加紧斡旋和敦促停火，美
国作为以色列最大盟友也在舆
论压力下以“暂缓军援”警告以
方不要大举进攻拉法，但以方仍
坚持强硬态度。

拉法位于加沙南端，连接埃
及边境的拉法口岸是国际人道
主义援助物资进出加沙的主要
通道，自去年10月初新一轮巴以
冲突爆发以来，加沙中部和北部
大量巴勒斯坦人涌入拉法避难，
如今人数已超过140万，相当于
加沙一半人口。

以军6日要求居民撤离拉法
后，不少难民又不得不重返被战
火摧残的加沙北部地区。据美
联社报道，援助机构估计，在11

日的最新疏散令下达前，已有11
万人被迫这样重回故地，而新命
令会让这个数字再增4万人。

以军现已控制拉法口岸的
加沙一侧，迫使口岸关闭。联合
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拉法办
事处官员乔治斯·彼得罗普洛斯
说，援助人员已无更多物资在新
的难民聚集点开展援助，“没帐
篷，没毯子，没床褥，任何迁移人
口时应有的人道援助物品一概
没有”。他还说，世界粮食计划
署已发出警告，该机构在加沙南
部的救济食品库存即将告罄，到
11日就“无粮可发”。

其他援助机构说，当地的燃
料储备也濒临耗尽，各医疗机构
将无法正常运营，加沙南部和中
部的援助物资运输也将中止。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11日
发布的最新数据，本轮巴以冲突
已造成加沙至少34971人死亡、
78641人受伤。

新华社特稿

向外界发出决意推进军事行动信号

以色列扩大拉法“疏散令”实施范围

普京任命
米舒斯京为总理

第十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10日以143票赞成、9票反
对、2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
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决议建议联合国安理会重新“从有利角度”审议巴勒斯坦以
会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中国、法国、俄罗斯等143国当天投了赞成票，美国、以色列等
9国投了反对票，英国、德国、乌克兰等25国弃权。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吉拉德·埃丹在投票后用便携式电动碎
纸机当场粉碎了联合国宪章小册子中的一页。 视频截图

巴以针锋相对
上演戏剧性一幕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
员曼苏尔在投票前表示，人们必
须做出决定：支持一个民族在其
祖先的土地上自由而有尊严地
生活的权利，支持和平并承认巴
勒斯坦人的权利。“投赞成票就
是对巴勒斯坦存在的支持，这并
不是针对任何国家……这是一
种对和平的投资。”他的讲话赢
得一片掌声。

然而，大会现场，以色列则
与巴勒斯坦针锋相对，上演了戏
剧性一幕。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
德·埃丹使用小型碎纸机，直接
粉碎了一份《联合国宪章》，以表
达对该特别会议的反对。他指
出，是在场的联合国代表们“正
在威胁《联合国宪章》”。

对于以方代表的举动，联合
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
在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称，
他“在联合国很长时间了，看了
太多了”。他还当场掏出了一本
新的《联合国宪章》，称“还有很
多本宪章，比如这一本，这本宪
章就完好无损，理念没有被损
害。”

中东问题专家董漫远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决议具有

“历史性”意义，是对支持巴勒斯
坦事业、希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
的国家的鼓舞。他同时指出，美
方长期奉行“双重标准”，从而导
致巴勒斯坦问题无法得到根本
性解决。

历史性决议
发出明确信号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5
月10日表示，中方欢迎这一历史
性的决议，这反映了国际社会的
人心所向。

对于巴勒斯坦来说，“入联
闯关 ”第一步成功，意味着
什么？

这一决议赋予巴勒斯坦一
些新的权利和特权，包括在联
大主要委员会中任职，允许巴
勒斯坦参与联合国召集的联合
国及国际会议，但没有投票权。
决议还赋予巴勒斯坦从今年9
月联大第79届会议开幕以后，
在参加联合国会议时的一系列
权利和特权，包括其坐席安排和
在发言名单上的顺序。

董漫远指出，巴勒斯坦早
在13年前就提出了加入联合国
的申请。而今，在联合国大会
舞台上通过了这份给予巴勒斯
坦国更多联合国权利的决议，

无疑是具有“历史性”意义，是
对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希望中
东地区和平稳定的国家的极大
鼓舞。

美媒分析指出，虽然联大决
议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带
有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这项
决议得到了143个国家的支持，
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表明了国
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
问题的态度。

国际危机组织驻联合国主
任理查德·高恩还表示，“我认
为，这次表决显示多数联合国成
员不仅希望加沙停火，也真的希
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能有更为
根本性的长期解决方案，并且基
于两国解决方案。”

美国一再否决
巴勒斯坦“入联”还有多远？

接下来，巴勒斯坦距离最后
“入联”还有多远？

董漫远指出，目前来看，已
有140多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
国。但有一个国家，却在巴以问
题上一再使用否决权——— 美国。

“美国长期奉行‘双重标
准’，偏袒以色列，这造成巴勒斯
坦问题无法得到根本上的解
决。”董漫远说。

根据《联合国宪章》，成为联
合国正式会员国，需经安理会推
荐，由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其
中，安理会的决定需要至少9个
安理会成员同意且无常任理事
国反对。

4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曾
就接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
式会员国进行过表决，然而，由
于美国的反对，该决议草案被一
票否决。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
尔丹几天前还曾表示，只要相关
决议在联大获得通过，根据美国
法律，美国预计会“彻底停止向
联合国及其机构提供资金”。

国际危机组织分析师理查
德·高恩直言，“当下可能会在外
交上陷入某种恶性循环，即联合
国大会一再呼吁安理会准许巴
勒斯坦成为会员国，而美国则予
以否决。”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
表示，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一再使
用否决权，无理阻挠国际社会为
解决巴勒斯坦长期遭受历史不
公所作出的努力，不符合一个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

傅聪还称，中方支持安理会
根据联大决议的要求，尽快重新
审议巴勒斯坦国的申请，期待有
关国家对此不要再继续拖延、设
置障碍。

据新华社、《成都商报》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10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日签署命令，
任命米舒斯京为新一届联邦政
府总理。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10日发
布的公告，命令说，根据俄联邦
宪法第83条第1款，普京任命米
舒斯京为俄联邦政府总理。命
令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
11日发布的消息，俄总统普京当
天签署命令，批准总理米舒斯京
提交的新的政府架构方案。

根据已签署的法令，俄罗斯
未来新政府中，总理将有10名副
总理辅佐，包括一名第一副总
理。新政府设有21个部，与上一
届政府一致。

根据法律规定，米舒斯京随
后将向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
递交有关新政府部长人选方案，
经国家杜马批准后由俄总统任
命，其中国防部、联邦安全局、内
务部、司法部、紧急情况部和外
交部的负责人由总统与联邦委
员会（议会上院）协商后任命。

新华社东京5月10日电 日
本参议院10日通过了《防卫省设
置法修正案》，批准防卫省设立
一个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
常设机构“统合作战司令部”。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当天
举行的参议院会议上，由自民
党、公明党组成的日本执政联盟
以及在野党中的立宪民主党、日
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对修正案
投了赞成票，而日本共产党、令
和新选组投了反对票。

报道称，“统合作战司令部”
将于2025年3月底前成立。该机
构将设在位于东京的防卫省内，
初定人员规模为240人左右。

近年来，日本一方面加速提
高自卫队的“战斗”能力，另一方
面不断强化自卫队与驻日美军
的“捆绑”。日本国内不少人认
为，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
为了进一步把日本绑上美国的

“战车”。

日自卫队设
“统合作战司令部”

今年4月为有记录
以来最热4月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10日电
世界气象组织10日援引欧盟气
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
务局的报告说，全球刚刚经历了
有记录以来的最热4月，全球单
月平均气温已连续11个月刷新
同期最高值。

这份月度报告指出，在厄尔
尼诺现象以及人类活动产生的
温室气体对全球变暖的推动作
用下，创纪录的气温持续时间延
长。根据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
局数据，今年4月，全球平均地表
气温达15.03摄氏度，刷新2016
年4月创下的14.89摄氏度纪录，
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
同期平均气温高1.58摄氏度。

截至目前，虽然厄尔尼诺现
象在赤道东太平洋海域继续减
弱，但全球海洋表面气温总体上
仍异常偏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