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语在拉脱维亚再遇尴尬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关健斌

2月18日，拉脱维亚举行了“是否设俄
语为拉脱维亚第二官方语言”的全民公投；
2月23日，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确认了
公投结果。最终计票结果显示，支持俄语成
为拉脱维亚第二官方语言的民众占24.9%，
反对俄语成为拉脱维亚第二官方语言的民

众占74.8%。 这样一来， 在这个有200多万
人、 其中说俄语居民占人口总数44%的国
家里，俄语成为标准的“外语”。

根据公投结果， 拉脱维亚语仍将维持
“拉脱维亚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俄语未
能翻身从“外语”变成“官方语言”。依照拉
脱维亚相关法律， 苏联时期迁入拉脱维亚
的外国人及其子女， 必须通过拉脱维亚语
言测试才能获得公民身份， 否则没有投票
权且不得在公共部门任职。

近一段时间， 围绕俄语和俄罗斯人地
位问题， 拉脱维亚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展开
了耐人寻味的激烈较量。2011年7月， 拉脱
维亚议会通过《电子媒体法》，大大限制了
电视和广播媒体使用非国家语言进行报道

的权利。2011年11月，一个名为“祖国的语
言”的组织首先提出动议，要求通过全民公
投为俄语 “正名”， 这一提议得到了超过
18.7万名拉脱维亚人的签名， 拉脱维亚中
央选举委员会同意对此提议进行公投。有
意思的是，这个“为俄语恢复名誉”的提议，
虽然获得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市长乌沙

科夫的支持，却遭到了拉脱维亚总统、总理
和议长等多位高官的明确反对。

本报记者发现，其实，比拉脱维亚各界
更关注这次公投结果的， 不仅仅是拉脱维
亚人， 还包括根本就没有投票权的俄罗斯
人。早在全民公投之前，俄就向拉脱维亚官

方表示想派俄社会院的代表以选举观察员

的身份赴拉对公投过程进行 “选择观察”，
但遭到拉方回绝，让俄方十分郁闷。

在拉脱维亚公投前， 俄外长拉夫罗夫
曾表示， 他希望俄罗斯族人和俄语的基本
权利能够受到尊重和保护， 并建议将这一
问题放到欧盟法律的框架下予以解决。不
过， 拉脱维亚外交部对拉夫罗夫的评论进
行了反驳， 称拉脱维亚政府的各项政策都
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 包括俄语地位在内
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属于拉脱维亚的内

政， 拉脱维亚没有必要就此与俄罗斯或者
其他的国际机构进行讨论。

俄语地位问题在拉脱维亚一直是个敏

感话题 。 不少人把拉脱维亚语视作 “独
立” 象征， 而俄罗斯则多次指责拉脱维亚
把语言当做 “政治武器” 歧视俄语居民。
因此， 与其说这是对俄语地位的公投， 不
如是拉脱维亚民众对 “去俄罗斯化” 趋势
的又一次公投。 而公投结果， 则反映出拉
脱维亚主流社会进一步 “摆脱” 俄罗斯影
响的现实态度。

其实， 独联体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
独立后不久，便纷纷出台了国语法，千方百
计地想通过“与俄语决裂”而达到“去俄罗
斯化”的政治目的。目前，不仅在拉脱维亚，
在整个东欧，“脱俄入欧” 都已经成为各国
的战略方针和社会的主流趋势。

显然，公投结果让俄罗斯很不高兴，俄
政治分析师甚至预测说， 这可能加剧拉脱
维亚国内的民族矛盾。 虽然对拉脱维亚的
这次公投“鞭长莫及”，俄罗斯仍不可能对
此无动于衷。2月21日，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
席纳雷什金在莫斯科出席“国际母语日”召
开的俄罗斯国家语言和多元文化圆桌会议

上就明确表示 ：“在谈到欧亚一体化问题

时，我们不要忘记，俄语在所有后苏联空间
是强大的国家间交流工具， 它仍是联合前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国家人民的一个重要的

因素。而几天前拉脱维亚的全民公投结果，
充分证实了这一问题的迫切性。”纳雷什金
强调， 俄罗斯有必要为俄语提供 “特殊保
护”。纳雷什金还指出：“拉脱维亚此次全民
公投结果早在表决前就完全可以猜到，因
为拉脱维亚有大约30万名居民没通过拉脱
维亚语考试而被取消了投票资格。”

俄杜马议员、“俄罗斯世界” 基金会董
事会执行主席尼科诺夫，21日痛心地指出：
“近20年来，世界上说俄语的人减少了大约
5000万， 任何一种语言的衰减速度都无法
与俄语相比。” 按照俄外交部官员的说法，
目前将俄语作为国语的，除了俄罗斯外，只
剩下白俄罗斯一国， 而保持俄语官方语言
地位的国家也只剩下吉尔吉斯斯坦了。在
其他国家，俄语地位全部“沦陷”，最多只作
为族际交流工具。特别是在拉脱维亚、立陶
宛、爱沙尼亚及格鲁吉亚等国，俄语更彻底
沦为一门不受关注的外语。

本报记者注意到， 俄罗斯官方对俄语
“岌岌可危”的地位其实是心急如焚的，“俄
语地位问题”已成为俄领导人最关注的“非
传统安全问题”之一，俄高层正在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进行一场 “俄语保卫战 ”。
2011年6月6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专门签
署总统令， 把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生日确
定为“俄语日”，试图以此保护、支持俄语的
发展，扩大俄语的传播范围和使用平台。在
俄官方的全力支持下， 俄语在独联体国家
的“地位下滑”问题近几年有所缓解，俄语
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势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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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飙升或将阻断奥巴马连任之路
本报驻美国记者 鞠 辉

在中东局势日趋紧张和全球需求持续

增长的影响下， 国际油价近期迅速上涨。
分析人士表示， 鉴于汽油在美国社会的特
殊重要地位， 油价问题很可能成为2012年
总统大选的关键议题之一， 甚至会对奥巴
马寻求连任造成直接威胁。

油价飙升难以逆转

近期， 美国汽油零售价格连续快速上
涨， 目前普通标号汽油的全国均价已经达
到3.59美元/加仑 （约合6美元/升）， 比上
个月增加了20美分 ，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2%。 加州等人口稠密地区的油价则超过
了4美元/加仑。 市场分析人士普遍预测，
油价涨势短期内恐难以抑制， 到今年夏季
可能会突破5美元/加仑的关口。

美国政府和智库专家普遍认为， 导致
这一轮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是中东地区
局势持续紧张和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的快

速增长。 今年以来， 美国联手欧盟及其他
盟友国家不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试
图通过削减伊朗石油出口来阻止其发展核

武器； 伊朗则针锋相对， 威胁切断对西方
的石油供应。 与此同时， 关于以色列计划
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传言也引起

国际社会和原油市场的高度关注与担忧。
另一方面， 白宫表示， 中国、 印度等新兴
大国对能源的需求持续增长， 是拉动国际
油价走高的长期因素。 在这一背景下， 美
国白宫发言人卡尼在本周早些时候表示，
目前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解决油价上涨

及其给美国民众造成困扰的问题。

油价触动大选神经

众所周知，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据
统计，汽油消费占美国家庭消费的8%左右。
油价波动关乎每一个美国人的切身利益，
从而也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议题。

美国传统基金会专家达林表示， 加油站的
价格牌时刻在提醒人们油价的变化， 这对
他们的收入影响很大， 有些人可能不得不
推迟休假或旅行计划等。与此同时，油价上
涨往往还会带动食品等商品价格上涨。

历史上， 油价曾对总统大选产生过重
要影响。 卡特总统当年就因受到油价拖累
而连任失败。 达林说， 奥巴马总统也可能
面临同样的问题， 因为如果油价持续上
涨， 美国民众会把怨气发在他的身上。 虽
然美国经济最近出现好转迹象， 失业率也
有所下降， 但是油价不断上升对寻求连任
的奥巴马来说， 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油价问题已经引起奥巴马本人的警

惕。 奥巴马23日专门就能源政策发表公开
演讲， 他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举行的
政治集会上表示， 他充分理解油价上涨会
伤害到每个人， 目前的形势凸显美国需要
一个内容丰富的 “一揽子” 能源政策， 其
中包括增加本土产量、 发展替代能源以及
提高能效标准等。

奥巴马说， 美国本土产油量已经达到
8年来的最高水平， 政府正准备开放北冰
洋和墨西哥湾部分地区用于油气勘探。 但
他同时表示， 提高本土石油产量并非一劳
永逸的解决办法， 任何宣扬只要扩大本土
开采就可以降低油价的人， 要么根本就不
了解实情， 要么就是在蓄意撒谎。

奥巴马此言显然是对共和党竞争对手

的政治回击。 共和党此前频频借油价问题
攻击奥巴马的能源政策， 其中是否扩大本
土采油是两党争论不休的一个长期焦点话

题。 2008年大选期间， 在油价上涨的背景
下， 奥巴马的竞争对手参议员麦凯恩就曾
凭借其在扩大本土采油问题上的主张， 一
度赢得很高的支持率。

国会众议长博纳称， 总统希望美国民
众忘记油价在过去3年翻了一番， 而在此
期间他却一直阻止或者拖延美国本土石油

开采。 奥巴马则以敦促国会停止对本土石

油行业的补贴进行回应。 他说， 任何想要
继续保留这些补贴的政客都需要向选民作

出解释， 为什么石油企业要从纳税人的口
袋里拿走更多的钱。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 面对油价飙升，
无论是奥巴马提出的 “一揽子 ” 能源政
策， 还是共和党鼓吹的开放本土采油方
案，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实际效用。奥巴马开
出的复杂“药方”毫无新意可言，有些内容
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比如，奥巴马提出
从藻类提炼的石油产品可以取代17%的进
口原油，业内人士认为，这类替代能源要实
现量产还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民主党民调专家加尔林警告，每加仑4
美元的平均油价是一个临界点， 当油价突
破这个点时， 人们的态度将会发生明显转
变，抱怨和愤怒情绪将急剧上升。这对奥巴
马来说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选战专家认
为，既然油价飙升的趋势难以逆转，奥巴马
应该采取的策略是及早坦承当前所面临的

窘境， 让选民相信他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
措施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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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反美怒火挑战奥巴马退出阿富汗战略
本报驻美国记者 杨丽明

北约驻军焚烧古兰经引发的阿富汗民

众抗议事件持续发酵。 23日， 两名美军士
兵在反美示威中被阿富汗政府军士兵枪

杀。 这一事件不仅仅在短期内威胁到美驻
阿士兵与外交人员的安全， 更令美国担心
的是， 这种反美情绪对美军 “2014年退出
阿富汗战略” 将意味着什么？

美国人在阿安全受到威胁

这场持续发酵的反美游行是由北约驻

阿富汗士兵焚烧古兰经引起的。 20日晚，
北约驻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美军士

兵将古兰经等宗教书籍当成垃圾处理， 有
不少古兰经被焚烧。 这一被视为亵渎伊斯
兰教的行动点燃了阿富汗民众的反美情

绪，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在第一时间对此
事予以强烈谴责。

21日， 2000多名阿富汗人聚集在空军
基地门口进行抗议， 期间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12名示威民众死亡， 随后抗议活
动不断蔓延。 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美
国驻阿富汗大使克罗克向卡尔扎伊转交亲

笔信， 表达 “对此次事件极度遗憾”， 并
向卡尔扎伊和阿富汗人民 “表达真诚的歉
意”， 承诺对事件进行 “全面调查”， 但这
并没有使事态得以平息。 近3天来， 喀布
尔的交通已陷入瘫痪， 阿富汗全国各地连
续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 一些抗议活
动逐渐演变为流血冲突。

23日， 两名美军士兵更是在反美示威
中被阿富汗政府军士兵枪杀。 阿富汗一地
方官员称 ： “当示威民众逼近美军基地
时， 基地内一名阿富汗士兵突然向美军士
兵开枪， 打死两人。”

抗议已经使美国与北约驻阿军事基地

及外交驻地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塔利班
组织及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甚至公开发出

号召： “杀死美国人。” 22日， 美国驻喀
布尔大使通过官方微博宣布， 由于喀布尔
市的反美示威抗议活动持续恶化， 为了保
证人员的安全， 使馆暂时关闭， 并取消使
馆的一切原定日程。

担心塔利班卷土重来

虽然这只是2001年美开始阿富汗战争
10多年来多起涉及宗教情感的恶性事件中
的一起， 但与过去不同的是， 这起事件发
生的时间段非常敏感。

奥巴马已经提出2014年美军完全撤出
阿富汗的战略， 为此美需要尽快向阿富汗
安全部队移交 “安全任务”， 在加大打击
塔利班力度的同时， 开启与塔利班的谈判
进程， 从而确保美军撤出后阿富汗局势不

会倒退。
正在美军加快 “退出战略” 步骤的实

施、 加快与塔利班和解进程的过程中， 阿
富汗反美情绪激化并持续演变为暴力冲

突， 塔利班甚至号召阿富汗人 “杀死美国
人”， 美方担心这可能意味着一旦美军撤
出阿富汗， 阿安全局势会迅速恶化， 甚至
导致塔利班卷土重来， 阿富汗战争10年后
局势重又逆转。

几个星期前， 北约一份 “绝密文件”
泄露， 被西方媒体曝光 。 在该 “绝密文

件” 中， 北约内部评估认为， 塔利班在阿
富汗仍有很大的民意支持度， 驻阿富汗外
国部队2014年撤离后， 塔利班可能卷土重
来， 重新控制阿富汗。

文件显示， 许多阿富汗人已经在为塔
利班再次掌权做准备， 因为塔利班已经认
定， 它将在北约撤出后迎来最后的胜利。
北约方面已经证实了文件的存在， 但表示
“这份文件是基于塔利班战俘的审讯记录，
并非战略分析报告”。 尽管如此， 有不少
专家认为， 文件显示北约对阿富汗局势的
前景并不乐观。

美塔和谈前景并不明朗

美方之所以如此看重民意和阿富汗局

势评估， 是因为如何判断形势对正在谈判
的美国和塔利班双方至关重要。 如今， 塔
利班认为民意和时间都在自己一方， 只要
熬过2014年就能取得胜利， 如此说来， 和
谈可能就是塔利班的拖延策略； 如果评估
认为美军消灭了塔利班的有生力量并极大

地消除了塔利班在阿富汗民众中的号召

力， 那么谈判的筹码就在美国一方。
问题是， 阿富汗局势总是不断释放出

复杂的信号。一方面，塔利班于去年年底向
西方发出和解的积极意向， 目前美塔双方
正在就塔利班在卡塔尔设立“联络办”一事
进行磋商， 该举措显示出塔利班为与美和
谈创造便利条件的积极意向；另一方面，塔
利班在近两天来又向阿富汗民众发出 “杀
死美国人”的号召，释放出消极的信号。

据悉， 美塔正在就如何建立互信进行
磋商， 这些措施包括， 美方在近期释放5
名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的塔利班

战俘 ， 而塔利班则加快设立海外 “联络
办”， 使美塔和谈便利化。

美国的最终谈判目标是， 塔利班实现
与“基地”组织决裂、放弃暴力、遵守阿富汗
宪法等三大前提， 塔利班才可以重新回归
阿富汗社会，并逐渐参与阿富汗政治。

不过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中东问

题高级研究员丽莎对本报记者说， 美国与
塔利班的和谈前景并不明朗。 她说， 无数
历史事件证明， 在双方的斗争与谈判中，

只有相对较弱一方的实力遭到极度削弱，
并认为时间不在自己一方的时候， 该方才
会妥协。 可如今塔利班显然不是这么认为
的： 2014年美国撤军大限临近， 美军清剿
塔利班并没有取得 “决定性成果”， 阿富
汗反美民意高涨， 在这种背景下， 塔利班
认为时间其实在自己一方。

保留特种部队是否管用

如果在2014年前美国与塔利班的和谈
没什么实质性进展， 美国对塔利班的围剿
也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那么美国将如何
确保撤军后仍对塔利班有足够的应对和威

慑力呢？
此间有美国媒体透露 ， 美方计划在

2014年战斗部队完全撤出阿富汗后 ， 将
“极大地加强” 中情局在当地的力量， 中
情局特工将维持在千人左右的规模 ， 对
“基地” 和极端组织的打击将采取特别行
动、 无人机轰炸的方式， 从而使阿安全局
势保持在 “可控” 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 美方将在阿驻留数千人的
特种作战部队， 在中情局的统一协调下，
特种作战部队将继续执行抓捕、 打击 “基
地” 及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头目等任务，
从而保持足够的威慑力量。

不过， 也有分析指出， 如果在2014年
前美军在与塔利班的战争中不能取得 “决
定性胜利”， 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培训工作
无法提前完成， 那么在美军大部队撤出阿
富汗后， 中情局和特种作战部队缺乏强大
的军事后盾， 驻守范围只能缩小在阿富汗
的几个大城市中， 对塔利班或是 “基地”
组织无法进行大规模清剿， 这样会给塔利
班和 “基地” 组织以更大的活动空间。

以焚烧古兰经引起的大规模反美抗议

活动如何发展， 还有待观察。 除此之外，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以及塔利班之间错综复

杂的关系如何理清， 对美 “退出战略” 也
有着重大的影响。 撤军并不难， 难的是如
何确保撤军后的阿富汗安全局势不会倒

退、 恐怖主义不再卷土重来， 这才是美国
最为关心的。

本报华盛顿2月24日

2月22日， 阿
富汗喀布尔， 阿富
汗民众反美抗议进

入第2天， 大量民
众游行抗议驻阿美

军焚烧伊斯兰教古

兰经的做法。 阿警
方称， 在袭击美国
一处基地后， 民众
抗议变得 “暴力
化 ”， 一些车辆商
铺被砸。 喀布尔市
的交通已宣告瘫

痪， 美国驻喀布尔
大使馆宣布暂时闭

馆。 CFP供图

Ｔｅｌ： ０１０－６４０９８２49

Ｅ－ｍａｉｌ押ｇｕｏｊｉｂｕ＠ｃｙｄ．ｎｅｔ．ｃｎ２０１2年2月25日 星期六 国际4 中青在线： WWW.CYOL.NET

本版编辑 ／高鑫诚

社址：北京海运仓２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０２ 电报挂号押５４０１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１１—００６１ 邮发代号１—９ 报价：每月２４．８４元 零售：对开４版 每份０．４０元 对开１２版 每份１．２０元 广告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０１０６号

中东问题专家殷罡：

“叙友会”并非
为动武“对表”
本报记者 陈小茹

包括美国、欧盟、阿盟成员国在内的
70多个国家代表24日云集突尼斯， 有人
说这是为叙利亚反对派摇旗呐喊， 有人
说这是为最终动武“对表”。那么召开“叙
利亚之友”会议（以下简称“叙友会”）的
真实意图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

员、 中东问题专家殷罡24日在接受中国
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叙友会” 进一
步激化叙利亚内部冲突是肯定的，但美、
欧、阿盟的真实意图，是掌握解决叙利亚
问题的主导性、主动权和话语权。

殷罡分析指出，虽然美、欧、阿盟不
断追加对叙利亚政府的制裁措施和力

度，但由于中、俄在其中的影响力，叙利
亚问题越来越朝着巴沙尔·阿萨德的解
决路线走。叙利亚政府将于2月26日就新
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决， 新宪法草案将
就选举制度、 总统任期等作出诸多重大
调整。 巴沙尔·阿萨德的思路是通过公
投、按公投结果改革或改良、让反对派分
享权力来避免出现武力解决问题的局

面。这个方案也得到中、俄的支持。然而，
这是美、欧、阿盟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而， 必须尽快掌握解决叙利亚问题的
主导性和话语权。

对于“叙友会”很可能发出的72个小
时停火最后通牒，殷罡指出，就算是叙利
亚政府宣布接受， 事实上停火也不可能
真正实现。 因为叙政府可以管住政府军
的枪，但“叙友会”却管不住反对派武装
尤其是“自由叙利亚军”的枪，结果就可
能陷入双方同时指责对方开火、 自己出
于防卫目的而还击的局面。

有分析称，“叙友会” 发出最后通牒
很可能是各方在为动武“对表”。对此，殷
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即便 “叙友
会”发出的最后通牒叙政府不接受，西方
短期内直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也不大。

他分析说，首先，对美国及其欧洲盟
友来说，军事干预的目的是什么？干预程
度怎么样？目前都还不确定。如果美欧直
接进行军事干预，那么打了之后怎么办？
叙利亚反对派眼下还不成气候， 分化严
重，也管不住“自由叙利亚军”，更没有能
力像利比亚反对派那样配合西方的军事

打击行动，因而，美欧短期内不太可能贸
然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如果是通过武装
叙反对派来进行干预， 那么这些动作之
前一直在进行， 从未中断。 应当注意的
是，虽然有少数边境政府军“放水”，但阿
萨德对边境的控制力还是比较强的。

其次，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动武”
决心有所减弱。叙利亚局势恶化以来，土
耳其一直很想抓紧机会大举 “南下”，扩
大在本地区的影响力， 因而显得异常活
跃，但近一段时间阿盟的坚决态度，让它
意识到“南下”的机会与空间相当有限，
“动武”决心随之减弱。

第三，对阿盟而言，目前出兵军事干
预叙利亚局势的决心、 准备程度到底进
展如何还不能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一旦阿盟派兵进入叙利亚进行干预，那
么这就意味着， 逊尼派对什叶派分支阿
拉维派的战争，而不是维和。而且，面对
叙利亚40万人的政府军， 阿盟要派多少
兵？虽然叙政府军中下层以逊尼派为主，
但中间层却仍是效忠政府的阿拉维派军

官，除非中下层逊尼派士兵集体反水，那
性质就变成“全民起义”了，阿拉维派就会
退守拉塔基亚山区。 这在历史上也曾发
生过。因而，就眼下局势来看，阿盟主要还
是想争夺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导权、话
语权，挤压北约尤其是土耳其的空间。

尽管大规模战争并未近在眼前，但
殷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叙利亚政
府肯定做好了应对战争的准备。早先，巴
沙尔·阿萨德已经在他的老家拉塔基亚
山区修建了可以容纳几十万人的避难

所，并储藏了大量武器装备。因为他所属
的阿拉维派是少数派， 并已经实行了近
半个世纪的统治，一旦“翻天”的话，叙利
亚国内很可能爆发教派仇杀。过去，阿拉
维派领导的政府也曾经杀过数万名 “穆
斯林兄弟会”成员，巴沙尔·阿萨德不可
能不防范。 本报北京2月24日电

重现保卫者英姿
2月23日，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内的一个公园， “俄军医” 的扮演者在表演救

助伤员。 当日是俄罗斯祖国保卫者日， 圣彼得堡军事历史协会组织了模仿1812年
俄法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苏联卫国战争场景的活动， 再现俄罗斯祖国保卫者英
姿。 新华社记者 鲁金博摄

阿根廷铁路事故系忽视安全所致
张 远

针对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22日
列车脱轨，多方参与调查，探讨避险可能。
阿根廷总审计长莱安德罗·德斯波伊23日
说，事故原本可以避免，但私营运营商忽视
安全，理应取消运营权。

法新社援引政府发布的信息报道， 事
故确认致死50人， 11人失踪， 超过700人
受伤， 引发对政府和铁路运营商的质疑。
铁路安全专家分析， 一些国家现阶段使用
的新式列车足以 “承受” 这次事故， 不致
引发惨重伤亡， 而私营运营商布宜诺斯艾
利斯铁道公司使用 “东芝经典 ” 老式列
车， 是40年前的型号， 其他一些国家已经
弃用。

一些人把事故原因归结为铁路系统腐

败。 一名阿根廷前交通部门官员收受布宜
诺斯艾利斯铁道公司礼物， 接受这家企业
安排的“免费假期”。作为回报，他向这家企

业提供“便利”。这名官员受贿丑闻遭曝光
多年，却至今没有受到司法处置。但是，布
宜诺斯艾利斯铁道公司辩解， 阿根廷政府
把单程票价限定在25美分以下， 让企业无
力更新设备。

阿根廷政府宣布哀悼两天。 总统克里
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指示至少
4名内阁成员出席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
救援和事故调查进展。

阿根廷总审计长德斯波伊监管铁路运

营， 认定这起事故凸显布宜诺斯艾利斯铁
道公司“忽视一些基本规则”。他说，布宜诺
斯艾利斯铁道公司2002年暴露安全隐患，
随后一直没有 “动作”，“2008年我们确认
（列车）刹车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政府当时
没能采取措施，也没有严厉惩罚。”

布宜诺斯艾利斯铁道公司技术部门主

管罗克·奇里利亚诺23日在事发车站接受
采访时否认德斯波伊的说法， 称与其他铁
路运营商相比，“布宜诺斯艾利斯铁道公司

（安全）投入更多”。
法新社记者描述， 奇里利亚诺接受采

访时，周围乘客中有人向他喊“谋杀犯”。
美联社报道， 数以千计乘客家属23日

在首都各街区查看遇难者名单，寻找家人。
截至当地时间23日下午，50名遇难者的身
份获确认。

医疗放射科技师埃斯基耶尔·梅尔卡
多在医院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他现年29岁
的妻子萨布里娜·埃斯平多拉白天学习，晚
上兼职做外科医生手术助理。 原本今年可
拿到学位，却在列车脱轨事故中丧生。

一位名为玛尔塔的乘客23日告诉媒体
记者，事故让她心神不定。她说，事故第二
天，她搭乘同一家运营商的列车；列车持续
振动、无法启动，后来听到司机“抱怨”发动
机，她决意带孩子下车。

她说：“我带孩子离开， 告诉自己：‘还
是别坐了，下车’。”

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