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9日继续推进在巴勒斯坦加
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要求加沙地带南部
最大城市汗尤尼斯的更多居民撤离。

美国国务院同一天说，美国政府已
批准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紧急”对以军
售。美国政府认定的“紧急”军售可绕过
美国国会审查。依照美国媒体说法，这
种方式虽有前例，但堪称“罕见”。

逃难，看不到头

以色列9日要求汗尤尼斯更多居民
撤离。以方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最新“紧
急撤离”地图，标出汗尤尼斯市包括中心
区域在内的多块区域，其中一些地区自
本轮冲突爆发以来首次被如此标出。

以色列先前在汗尤尼斯东部发起军
事行动前发布过类似撤离警告。

与30名亲友一同逃难至汗尤尼斯
的57岁妇女扎伊娜卜·哈利勒说，人们
彻夜听到轰炸声，不敢睡觉，担心炮弹随
时会落下，“以军对我们所在的区域动武
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

加沙地带人口约230万，目前主要
集中在该地区南部，其中不乏本轮冲突
爆发以来从北部逃难过来的人。10月7
日冲突爆发后，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地带
并开展地面行动，同时以军事行动为由
要求加沙地带北部所有居民撤往南部。
随着军事行动持续推进，以军撤离警告
的覆盖区域越来越广，在加沙地带南部
不断扩大，许多逃难家庭已数度搬迁。

在地处加沙地带南部邻近埃及的拉
法市，居民同样反映遭遇空袭和炮击，而
拉法先前是以军声称巴勒斯坦人可前往
的区域之一。

以军现指定加沙地带南部狭窄滨海
区马瓦西为“安全区”。该地区面积小，
缺乏生活基础设施，难以接纳大量人
口。包括联合国机构和国际慈善团体在
内的十几个组织曾发表联合声明，反对
如此单方面设立“安全区”。

苏阿德·卡穆特从加沙地带北部的
拜特拉希耶镇一路逃难到马瓦西，不得
不睡在沙地上。她自述患有癌症，夜间
尤感寒冷。

美联社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为
消息源报道，在加沙地带北部，九成人自
述曾至少一天一夜无食物果腹，这一比例
在加沙地带南部约为三分之二。世界粮
食计划署为这一“骇人”状况感到担忧。

军援，仍在加码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截至9
日，本轮巴以冲突已造成超过1.77万名
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
童。以方说，本轮冲突造成约1200名以
色列人死亡。

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察希·哈内格
比说，以军打死了超过7000名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他
没有说明这个数字如何得出。与此同
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赫齐·哈莱维
敦促以军“加大攻势”。

美国媒体8日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
报道，以方认定哈马斯领导层躲藏在汗

尤尼斯，以军在这处战略重镇的战斗“才
刚刚开始”，作战的高烈度阶段将持续三
四周。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国务院9日说，
美国政府已批准总额1.06亿美元的紧急
对以军售，其中包括近1.4万枚坦克炮
弹。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出
于美国国家安全考虑，“存在要求立即军
售的紧急情况”。“紧急”军售意味着可绕
过美国国会审查。

8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要求在加
沙地带立即实现人道停火的决议草案进
行表决。这一草案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提交并得到近100个国家支持。但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美国行使否决权，导致该
草案未获通过。多国对此表示失望和遗
憾。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9
日谴责美国使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通
过有关巴以停火的决议草案。阿巴斯
说，美国的立场是“侵略性的”和“不道德
的”，公然违反所有人道主义价值观和原
则，美国政策已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
威胁。 据新华社

12月10日，以军地面部队在加沙地带进行军事行动。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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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多家媒体10日援引消息人
士的话报道，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最
大派系“安倍派”秘密政治资金丑闻
持续发酵，首相岸田文雄计划近期
改组内阁并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
以撤换涉事“安倍派”高官。

安倍派正式名称为“清和政策
研究会”，此前由前首相安倍晋三领
导。日本媒体近日曝出，这一派系
向所属议员下达销售指标，要求他
们以每张2万日元（约合989元人民
币）的价格出售政治筹款集会入场
券。如果超过销售指标，多出的资
金将有机会返还给议员，成为他们
的额外收入。

共同社1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过去5年，安倍派未按相关规
定记录上述收支，该秘密资金累计
总额可能达到数亿日元。这一派系
多名成员被指拿到回扣，包括内阁
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经济产业大臣
西村康稔和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
高木毅等。

共同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岸田文雄已决定撤换松野博一，
正在考虑撤换西村康稔和高木毅。
自民党内另有人主张，把自民党政
务调查会长萩生田光一和自民党参
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一并裁掉，从
而使安倍派核心“5人组”全部脱离
内阁和自民党高层。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岸田文雄
考虑在内阁改组时将安倍派成员全
部撤换，使这一派系不再有人在新
内阁中担任大臣、副大臣或政务
官。预计相关人事变动最早在13日
临时国会结束后启动。

针对安倍派秘密资金丑闻，东
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已经以涉
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发起调
查。 据新华社

法国军舰9日在红海水域击落
两架从也门起飞的无人机。也门胡
塞武装9日声称，如果人道主义援助
无法进入加沙地带，胡塞武装将袭
击所有驶往以色列港口的船只。

法国国防部10日说，法国海军
多功能护卫舰“朗格多克”号巴黎时
间9日晚在距离也门荷台达港大约
110公里的红海水域拦截并摧毁两
架从也门起飞的无人机，两次拦截
行动分别于巴黎时间21时30分、23
时30分左右执行。

也门胡塞武装9日在经由社交
媒体发表的声明中说，如果人道主
义援助无法进入加沙地带，胡塞武
装“将阻止所有船只驶往以色列”。
声明进一步解释，无论船只悬挂哪
国旗帜、也不论船东及运营商的国
籍，所有驶往以色列的船只“都将成
为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

法新社10日解读，胡塞武装的
最新声明意味着这一武装组织扩大
袭击目标的范围。胡塞武装先前声
称将袭击关联以色列的目标。

巴以新一轮冲突10月7日爆发
以来，胡塞武装以“支持巴勒斯坦”
为由多次袭击关联以色列的目标。
本月早些时候，胡塞武装用导弹和
无人机攻击在曼德海峡航行的“团
结探险家”号商船和“第九”号商
船。11月19日，胡塞武装宣布在红
海水域扣留关联以色列的“银河领
袖”号货船。 据新华社

美国政府绕过国会“紧急”对以军售 “安倍派”秘密资金丑闻发酵
岸田欲撤换多名涉事高官

法国军舰在红海
击落两架也门无人机

过去一段时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
冲突继续，乌方持续反攻未能有效突破
俄军防线。随着严冬来临，战事正陷入
僵局。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开始对援助
乌克兰“感到疲劳”，有传言称俄乌双方
已秘密开启谈判。分析人士认为，由于
俄乌在谈判条件、和平愿景等方面存在
根本性分歧，因此双方谈判前景依然渺
茫，短期内看不到恢复和平的曙光。

战事陷入僵局
近期，俄乌冲突继续延宕，战场形势

陷入胶着。俄军在库皮扬斯克、红利曼、
顿涅茨克、赫尔松、扎波罗热等方向持续
阻击乌军攻势。乌军则因夏季反攻进展
不利和西方援助减少，自10月下旬以来
被迫从积极进攻转向防御。双方开始更
频繁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远程武器发
动攻击。

据俄方通报，12月3日至8日，俄军
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军火库等
设施进行30次集群打击，还攻击了乌武
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军驻地。乌军一周时
间内仅在红利曼和顿涅茨克方向上就分
别损失了1400余人和1500余人，另有
数十辆装甲车和火炮被摧毁，5架飞机和
224架无人机被击落。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自11月以来，
乌首都基辅以及西部、南部多地关键设

施遭到俄无人机持续袭击。同时，乌军
近一个月来加大了对克里米亚的空袭力
度，意在侦察和搜集俄军信息以发起更
大规模行动。此外，乌军方称，俄军集结
了超过4万名士兵进攻顿涅茨克重镇阿
夫杰耶夫卡，虽损失严重但攻势未减。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日前表示，乌军
过去半年在所谓反攻中已损失超过12.5
万人和1.6万件武器装备。乌武装部队
总司令扎卢日内此前在接受英国《经济学
人》杂志采访时承认，冲突“陷入僵局，可
能持续数年”，乌军无法突破俄军防线。

西方“疲劳症”蔓延
随着战场形势持续胶着，“乌克兰疲

劳症”正在西方国家蔓延。
美国是乌克兰最主要支持者，但新

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以色列的大
力度军援分流了对乌援助。国内党争也
影响了美国援乌力度，美国会参议院6
日未能通过白宫提出的包括逾600亿美
元对乌援助款项的特别拨款申请。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近期发布
的报告显示，2023年8月至10月，西方
国家承诺对乌援助计划总额21.1亿欧
元，比2022年同期减少87%，为2022年
1月以来最低。

欧盟14日至15日将举行峰会，就
500亿欧元对乌援助计划进行表决，但

欧盟官员表示，成员国达成一致“非常
非常困难”。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公开反
对援乌计划和欧盟启动乌克兰入盟谈
判。斯洛伐克新任总理菲佐也明确反
对军事援助，称只愿对乌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波兰民调显示民众对援乌感到疲
惫，波乌关系还因波对乌粮食进口禁令
出现裂痕。

和谈暂时难期
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西摩·赫什近日

爆料称，由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
拉西莫夫和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
牵头的俄乌和谈似乎已启动。根据赫什
的说法，双方正在磋商的恢复和平条件
可能包括，乌方可加入北约但北约承诺
不在乌境内部署部队和进攻性武器，俄
方则保留克里米亚以及顿涅茨克、卢甘
斯克等地的部分领土。

对此，有俄专家指出，俄方不可能接
受这样的交易，不会相信北约的上述承
诺。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等高
官则公开表示，不应炒作谈判话题，俄方
尚未改变目标，乌方的立场也没有变化。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俄乌曾多次交
换被俘人员表明双方存在沟通渠道，但
由于对恢复和谈的条件以及对未来和平
秩序的愿景存在根本性差异，因此双方
重启和谈的前景依然渺茫。 据新华社

西方“疲劳症”下俄乌和谈曙光仍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