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个选项：把加沙交由地区国家临时管理，同时派驻多国维和部队，人员
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理想情况下，维和人员也将来自沙特阿拉伯或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等阿拉伯国家。

第二个选项：仿照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缔结的和平条约，在西奈半岛及其
周围部署多国部队和观察员团。

第三个选项：把加沙地带暂时交给联合国管理。

美以密谋“加沙未来的三种选项”美国白宫1日表示，如果将来在巴
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维持和平行动，美
国不会派军队参与。同一天，两名美国
参议员证实，美国及其伙伴正考虑，加
沙战事结束后向加沙地带部署一支多
国维和部队。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
调员约翰·柯比表示，美国政府“现在或
将来都没有计划、也没有意图向加沙派
遣美军”。

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范
霍伦和理查德·布卢门撒尔告诉美国《政
治报》网站，美国及其伙伴正就加沙地带

的未来展开秘密外交，作“早期”讨论，议
题包括组建维和部队、在“过渡时期”发挥
作用，但预计美国不大可能派兵参与。

美国彭博新闻社前一天以知情人

士为消息源报道，由于以色列称要消灭
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美以正研究“加沙未来
选项”。方案之一是把加沙交由地区国

家临时管理，同时派驻多国维和部队，
人员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理想
情况下，维和人员也将来自沙特阿拉伯
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阿拉伯国家。

第二个选项是仿照1979年埃及与
以色列缔结的和平条约，在西奈半岛及
其周围部署多国部队和观察员团。知情
人士说，以色列认为这一方案值得考虑。

第三个选项是把加沙地带暂时交
给联合国管理。这一选项的优势在于
联合国赋予其合法性，但以色列认为这
不切实际，原因是以方认为联合国没有
给以色列带来什么好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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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死亡过万人道系统全面崩溃 巴林决定召回驻以大使
并停止与以经济关系

巴林议会2日宣布，决定召回巴
林驻以色列大使，同时停止与以色列
的经济关系。

巴林议会网站当天发布的一份
声明说，出于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和巴
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一贯立场，巴
林做出上述决定。声明透露，以色列
驻巴林大使已离开巴林。

声明指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军
事行动的一再升级，以及无视国际人
道主义法的行为，促使巴林议会采取
措施。 据新华社

首批外国人撤离加沙
数百名外国公民1日从巴勒斯

坦加沙地带撤至埃及，是新一轮巴以
大规模冲突爆发后在加沙地带的外
国人首次获准离开。

同一天，一名联合国官员进入加
沙地带，说那里陷入“前所未有”的人
道主义危机。

当天撤离的外国公民包括具有
双重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在各媒体
报道中，撤出的外国人具体人数不尽
相同。

美联社援引巴勒斯坦口岸管理
部门发言人的话报道，截至当天下午，
共有335名持外国护照人员经由拉法
口岸进入埃及。德新社援引埃及红
新月会消息报道，285名外国人和持
双重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撤出加沙，撤
离人员名单上有525人。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以一名埃及政府官员为消
息源报道，当天原定491名外国人进
入埃及，实际抵达人数为361人，剩余
人员没有赶到拉法口岸，或者因亲属
不在撤离名单上而拒绝撤离。

据媒体报道，当天撤离加沙的外
国人包括欧美国家和亚洲国家公
民。美国政府说，一批美国公民当天
撤出加沙，预计“数天内”将有更多美
国和其他国家公民撤离。美国国务
卿安东尼·布林肯10月31日说，加
沙地带有大约400名美国公民及其
家属，共计约1000人。

1日，一批受重伤的巴勒斯坦人
也获准从拉法口岸撤至埃及。埃及
和加沙方面说，81名重伤员预定当
天撤离。美联社援引巴勒斯坦口岸
管理部门发言人的话报道，76名重
伤员及陪同人员当天撤出加沙。

据新华社

根据联合国网站11月1日公布的数
据，自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
来，巴勒斯坦方面已有超过8600人死亡，
以色列方面约1400人死亡。双方死亡
人数过万，这已成为20年来死伤最严重
的一轮巴以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叹息，在主要冲突地区的加沙地带，民
众正面临“雪崩式的灾难”。

加沙没有防火墙。加沙战事如果
被放任、延续，很可能演变为吞噬整个
地区的浩劫。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和
蔓延，防止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无疑是亟待取得各方共识的当务之急。

“让人无法忍受的人类悲剧”

在加沙南部汗尤尼斯一个被夷为
平地的街区，人们在废墟中不断挖掘。
当11岁的西拉·哈姆丹被人们从破碎的
水泥块中抬出，她的身下还躺着9岁的
妹妹蒂拉。人们用花床单把两个女孩
裹起来，送往太平间。

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发言人拉维娜·沙姆达萨尼的说
法，加沙地带的父母会在孩子的手臂上
写下他们的名字，以便寻找他们的下落。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10月7日自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境内军民
目标发起突袭并扣押大量人员。以军随
后对加沙地带展开多轮空袭，切断水、
电、燃料等供应。从27日晚开始，以军加
大空袭力度，同时扩大地面行动规模。

从街道到住宅，从医院到难民营，
加沙地带遭到持续袭击，死亡人数不断
攀升。10月17日晚，加沙城一家医院
遭遇空袭，数百人死亡；10月31日至11
月1日不到24小时内，加沙地带北部的
杰巴利耶难民营两次遭到空袭，至少
195人死亡……

联合国官员表示，在因空袭而丧生
的人中，近70%是妇孺。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0月31日
援引加沙卫生部门的报告说，加沙已有
超过3450名儿童丧生。根据救助儿童
会统计，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在
加沙地带丧生的儿童人数已超过2019
年以来全球冲突地区平均每年丧生的
儿童人数。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团队
说，加沙地带已成为儿童的“坟场”。

“目睹这样的人类悲剧让人无法忍
受。”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
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说。

“人道主义系统面临全面崩溃”

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说，

新一轮冲突使这里“以一种谁都无法想
象的方式”倒退，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
缺乏保障。

47岁的奥萨马·赛亚姆因家中燃
料耗尽无法开车，开始使用驴车出
行。“冲突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中世
纪，我们失去了一切。”由于封锁导致
的燃料短缺，加沙街道上马车、驴车往
来穿梭。

“大饼危机”成为加沙当地媒体当
下的“热词”。由于物资匮乏，当地饼店
常常排起长龙，人们要等数小时才能买
到饼。33岁的艾哈迈德·纳赛尔是4个
孩子的父亲，一家六口过去每天需要4
公斤大饼，如今他们每天只吃一顿饭，
每顿大饼量也很有限。

水，更加紧缺。世卫组织东地中
海区域紧急事务主任布伦南说，目前
加沙每人每天只能获得1到3公升的
水，而绝对最低限度应为每人每天15
公升。“人们被迫饮用受污染的水，传
染病蔓延只是时间问题。”世卫组织发
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日前呼吁
允许燃料进入加沙，使海水淡化厂能
够运转。

整个加沙地区至少有140万人流
离失所，三分之一的医院和三分之二的
诊所无法运转，医院已不堪重负。国际
关怀组织说，孕妇被迫要在没有麻醉的
情况下紧急剖腹产。恶劣的医疗环境
正在加剧孕妇、产妇以及新生儿死亡的
风险。预估加沙在11月平均每天会有
160名孕妇生产。

联合国多次警告，获准进入加沙地
带的援助物资远不能满足当地民众需
求，加沙地带的情况是“灾难中的灾
难”。古特雷斯坦言：“加沙的人道主义

系统正面临全面崩溃，这将给200多万
平民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美国难辞其咎

自哈马斯2007年控制加沙地带以
来，巴以之间已多次爆发武装冲突，形
成了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恶性循环。
在本轮冲突中，双方都承受着惨重的人
员伤亡。根据联合国网站公布的数字，
截至11月1日，本轮冲突已造成以方约
1400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在10月7日哈
马斯的袭击中遇难的平民，还有约240
人被哈马斯扣押。

中东局势发展到今天，美国难辞其
咎。美国先后否决了几十项安理会关于
中东和巴以问题的决议草案，导致安理
会在中东和巴以问题上难以发挥应有
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作用，在推动落
实“两国方案”上难以有效地作为。在
此轮冲突爆发后，美国不仅向中东地区
增派军事力量，给以色列提供大量军事
援助，还否决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巴
以局势的决议草案，这些都给国际社会
化解冲突、劝和促谈的努力带来阻碍。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
指出，应对每一场危机，都需要安理会
发出一个“强有力且统一的声音”。他
发出质问：“是要继续任凭更多的冲
突、不团结或者漠视来完成这张‘战争
拼图’，还是要采取果敢且必要的步骤
来‘悬崖勒马’？”

当前，聚焦停火止战、保护平民、避
免更大规模人道灾难和冲突外溢，是最
紧迫问题，需要安理会加强团结、凝聚
共识，尽快采取负责任、有意义的行
动。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历史将记
录每个人的选择。 据新华社

11月1日，流离失所的人们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一处临时难民营地取水。
新华社发

美以密谋“加沙未来”：有3个选项
白宫否认拟派美军维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