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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据莫桑
比克、津巴布韦及马拉维官方 23 日消息，自本初以来，印度洋强
热带气旋“伊代”已在上述三国造成数百人死亡、数百人失踪。由
于搜救还在进行，死亡人数极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莫桑比克国土环境和农村发展部部长科雷亚 23 日上午在
莫中部索法拉省省会城市贝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伊代”
在莫桑比克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 417 人，另有 1528 人受
伤。目前，仍陆续有人从被洪水围困地区撤离，各地临时安置中
心已收容约 8 . 9 万人。

“伊代”于当地时间 14 日晚间从贝拉登陆莫桑比克，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达 14级(45 米/秒)，其间伴有破坏力极强的暴风、
强降雨天气和洪涝灾害，影响索法拉、马尼卡、太特和赞比西亚
四个省份。

23 日，莫桑比克政府宣布灾区电力和通信已得到一定
程度恢复，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帮助下的救援和赈灾工作
的进展。有媒体报道说，灾区面临霍乱、疟疾等疫情暴发的风
险。

津巴布韦政府 2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2 日晚，“伊代”
已造成该国 259 人死亡，超过 1 . 6 万个家庭丧失家园。津巴布
韦新闻部副部长恩纳济·穆托迪 23 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于
路况等原因，目前救援人员仍无法进入一些受灾严重的村庄。灾
难造成的死亡人数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伊代”于当地时间 15 日夜间进入津巴布韦，并对该国东部

的马尼卡兰省、马斯温戈省和东马绍纳兰省造成严重影响。强热
带气旋引发的暴雨导致山体滑坡、河水决堤、道路桥梁中断，数
百间房屋被洪水冲垮。

马拉维救灾事务管理局官员 24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证实，最新数据显示，“伊代”造成马拉维南部 14 个地区 60 人
死亡，3 人失踪，577 人受伤。目前，已有超过 8 . 3 万人被转移
安置。

这名官员说，本月 5 日至 8 日，受“伊代”过境影响，马拉维
南部地区遭遇连续降雨引发洪灾，除造成人员伤亡外，包括马拉
维经济首都布兰太尔在内多地供电供水受到影响。(参与记者：
聂祖国、张玉亮、彭立军)

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从应急管理部
获悉，应莫桑比克政府请求，中国政府派遣中国救援队赴莫桑比
克实施国际救援。北京时间 3 月 24 日 15时，中国救援队搭乘民
航包机，从首都机场出发飞赴灾区，将为莫桑比克救援工作提供
人员搜救和医疗、防疫等支持帮助。

北京时间 3 月 15 日凌晨，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津巴布
韦和马拉维三国遭受热带气旋“伊代”袭击，暴风、强降雨引发
严重洪涝灾害、山体滑坡和河水决堤，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灾害发生后，中国政府和人民高度关切，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应急管理部派出中国救援队 65 名队员携带 20 吨
搜救、通讯、医疗等救援设备、物资前往灾区。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前往首都机场为中国救援队送
行，要求大家牢记重托，不辱使命，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纪律
严明，科学施救，注意安全，圆满完成这次国际救援任务。

此次救援行动是应急管理部组建后首次派出中国救援队赴
境外开展国际救援。

气旋“伊代”重创非洲三国，数百人死亡
中国救援队赴莫桑比克实施国际救援

▲ 3 月 23 日，在莫桑比克索法拉的蓬圭河流域国道 6
号线上的蒂卡镇，当地民众排队等待领取救援物资。

新华社记者聂祖国摄

英国百万民众 23 日在首都伦敦市中心游行，反对英国脱离
欧洲联盟，呼吁就是否“脱欧”举行第二次公投。

多家媒体报道，十多名内阁大臣正在商议让首相特雷莎·梅
数天内“走人”。如果首相换人，英国如何、何时甚至是否退出欧
盟将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

【反“脱欧”大游行】

数以千计主张“留欧”的民众 23 日中午在海德公园附近集
合，随后穿过皮卡迪利广场、特拉法尔加广场等伦敦地标，不断
有民众加入游行队伍，途经首相府唐宁街 10 号，最后在议会前
结束示威。

组织方声称，示威总人数超过 100 万，形成英国迄今最大的
反“脱欧”游行。示威者拉出的横幅展示“最佳协议是不‘脱欧’”
“我们要求一次人民的投票”等诉求。

路透社报道，这是伦敦经历的第二大示威活动，规模仅次于
2003年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集会。

现年 18 岁的菲比·普尔说，“脱欧”会令就业更难，“大家已
经看到许多大企业搬迁，我为未来担忧”。

示威者加雷思·蕾 59 岁，抱怨“脱欧”进程“完全混乱”，“如
果是一个有序的过程且政府决策明智，我的感受会有所不同”。

英国 2016 年 6 月 23 日举行公民投票，以 52% 赞成、48%
反对，决定“脱欧”。不少民众随后一直寻求二次公投，以期改变
“脱欧”命运。一些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民众如今“略微倾向于”留
在欧盟，但没有持续证据表明他们的立场出现决定性变化。

【到底是去是留】

特雷莎·梅先前告知民众，她会就“脱欧”事宜“站在大家一
边”。然而，民众不买账，23 日一条标语写着“特雷莎，你没有为
我们说话”。

仅在三天内，一份主张取消“脱欧”的请愿书征集到 439 万
个签名。

不少政界人物现身反对“脱欧”游行，包括执政党保守党成
员。特雷莎·梅多次说不会就“脱欧”举行二次公投，认定那么做
将加剧分歧。

多数人认为，英国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
战略决策。一些人则担忧，“脱欧”之争正在撕裂英国政坛。

英国与欧盟的正式“离婚”日子原本定在 2019 年 3 月 29 日。
然而，双方经历马拉松式谈判达成的“脱欧”协议得到欧盟方面认
可，却无法获得英国议会下院通过，两次表决、两次遭否决。

欧盟 21 日同意“宽限”两周，以便英国确定下一步“脱欧”进
程。

如果议会下院表决通过“脱欧”协议，英国可以把“脱欧”正
式日期从 3 月 29 日推迟至 5 月 22 日、即欧洲议会选举开始前
一天；如果“脱欧”协议第三次遭否决，英国不会“无协议脱欧”，
但需要在 4 月 12 日以前“指明前行方向”。

【内阁谋划“倒”梅？】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4 日报道，11 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内阁大臣认为特雷莎·梅应当辞去首相职务。

这些大臣说，他们定于 25 日与特雷莎·梅会面。如果她拒绝
卸任，这些阁僚可能威胁辞职。

按照一名大臣的说法，“快结束了，她会在 10 天内走人”。
至于下任首相人选，英国媒体诸多猜测。《星期日泰晤士报》

报道，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迈克尔·戈夫、内阁办公厅大臣
戴维·罗伊·利丁顿和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有望出任代理首相。

《星期日电讯报》报道，支持留在欧盟的前教育大臣妮基·摩根有
望接任首相。

英国首相府拒绝回应这些报道，但先前澄清说，《泰晤士报》
23 日有关首相府议论特雷莎·梅离任的报道有误。

(陈丹 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百万人伦敦游行反“脱欧”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
22 日证实，特别检察官罗
伯特·米勒已完成关于俄
罗斯涉嫌干预 2016 年美
国总统选举的调查报告，
并将报告呈交司法部长巴
尔。

22 个月“通俄”调查、
逾 30 个美国或他国个人
和实体被起诉。作为特别
检查官，米勒是整个调查
的操盘手，尽管时常被推
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却一
贯行事低调、守口如瓶。

临危受命

两年前的 5 月，总统
特朗普突然解除联邦调查
局局长科米职务，引发一
场舆论风暴。司法部副部
长罗森斯坦紧急宣布，任
命米勒为特别检察官负责
“通俄”调查。众所周知，
“通俄”调查结果事关特朗
普政治生命，米勒及其团
队备受瞩目。

米勒被任命之初，共
和、民主两党交口称赞。特
朗普的竞选密友之一金里
奇恭维说：“米勒是担任特
别检察官的超级人选。他
诚实正直的名誉无懈可
击。”然而不到一个月，就
传出特朗普考虑解除米勒
职务。特朗普的一名律师
指责米勒调查超出受权范
围，总统本人开始通过推
特抨击米勒调查属于“猎
巫”行径。随后，米勒团队
核心成员斯特尔佐克的手
机短信曝光，他被指对特
朗普存在偏见后去职。

调查期间，支持和反
对米勒调查的政治和舆论
激烈交锋，但米勒及其团
队任凭舆论沸反盈天，始
终在争议声中保持缄默，
坚守着调查团队的专业规
范和职业准则。

法律印记

米勒严谨、低调的职
业素养可以从他的法律生
涯中找到印记。

1973 年，米勒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
学位，随后进入职场，在旧金山一家被视为“白鞋”的律
所担任诉讼律师。在美国，“白鞋”特指历史悠久、信誉
卓著、充斥名校精英的专业性服务机构。

3 年后，32 岁的米勒转入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工作，历任联邦助理检察官、联邦检察官、主管刑事司
的助理司法部长、代理司法部副部长等职。2001 年，时
任总统小布什提名他出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
在美国政府这一要害机构一直干到 2013 年 9 月，成为
埃德加·胡佛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
长。

小布什执政时，米勒两度向白宫“威胁”辞职：一次
是司法部发现政府一项监听计划违法，另一次是拒绝
按照总统命令交出联邦调查局收集的一名民主党国会
议员罪证。两次交锋都以白宫让步收场，米勒因而威望
日隆，被党争激烈的政界公认为能坚持法律至上的原
则。

米勒离任后，先在斯坦福大学教了一年书，后来成
为律所合伙人，接手了大众汽车尾气丑闻引发的消费
者集体诉讼。这桩诉讼最终以 112 亿美元金额达成和
解。不久，年逾七旬的米勒被紧急任命为特别检察官，
再次蹚入“政治浑水”。

蓝血精英

出现在公众视线的米勒让人印象深刻：眼神锐利
如同鹰隼，满头白发一丝不乱，衣冠整洁，脊背挺直。他
的出身和成长经历，在美国属于标准的“蓝血精英”，这
个词专指作为社会栋梁的优质专业人才。

米勒 1944 年出生在纽约曼哈顿，父亲是杜邦公司
高管，母亲是 20 世纪初美国特拉华-拉卡瓦纳-西部
铁路公司总裁威廉·特鲁斯代尔的外孙女。他在新泽西
州普林斯顿长大，高中就读费城一所著名私校，是学校
橄榄球、冰球和长曲棍球三支球队的队长。他的球友兼
同窗之一是前国务卿约翰·克里。

米勒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一年后在
纽约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当米勒准备继续攻
读法学博士时，大学挚友哈克特在越南战场阵亡一事
暂时改变了他的精英教育轨迹——— 米勒决定参军。
1968 年，他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同年 7 月被派往越
南南部。米勒后来回忆说，能活着从越南出来，是意外
的运气。1970 年退役后，米勒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法学
院读博，重续作为“蓝血精英”的教育历程。

总统“过关”？

如今，“通俄”调查即将画上句号，但两党围绕调查
报告势将再掀争斗波澜。米勒报告能否揭开真相，其调
查结论能否令美国朝野和公众信服，仍是未定之数。

近两年来，随着米勒团队调查的深入，多名与特朗
普关系密切的人士已被起诉甚至定罪，包括前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前特朗普竞选团队经理马纳福
特、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亨等人。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 22 日致信国会，证实已收到调
查报告，并表示将尽快向国会报告这份调查的结果。美
国多家媒体援引司法部消息来源报道，米勒的调查报
告不建议提起更多起诉。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意味着特
朗普在“通俄”调查中基本过关，民主党在国会以“通
俄”事件弹劾总统已几无可能。

(记者徐剑梅、孙丁)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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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3 日，人们在英国伦敦参加游行。当日，民众在伦敦街头参加游行，支持英国举行“脱欧”二次公投。 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据新华社伦敦 3 月 24 日电(记者桂涛)英国议会请愿网
站统计数字显示，截至 24 日下午，已有超过 500 万人在一份
请愿书上签字，呼吁取消“脱欧”。

这份今年 2 月上载的请愿书说，英国政府反复强调“脱
欧”是“人民的意志”，但人民要通过网上请愿的方式，将留在
欧盟的真正意愿展现出来。

按照相关规定，一旦请愿人数超过 10 万，议会就应考虑
对相关议题进行辩论。

另外，英国民众 23 日在伦敦举行大规模游行反对“脱欧”，
要求再次举行全民公投。组织者说，近百万人参加了游行。

英国逾 500 万人

请愿取消“脱欧”

由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23 日宣布拿
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后据点、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的巴
古兹镇。美国白宫此前也宣布，“伊斯兰国”已完全失去在叙利亚
的所有控制区。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占据大片地区的
“伊斯兰国”已经地盘尽失，但它对叙利亚乃至全球安全的威胁
远未消除。对于叙利亚来说，在“伊斯兰国”溃败后，叙政府与库
尔德武装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再加上外部势力在叙博弈，叙乱
局依旧难解。

“伊斯兰国”威胁犹在

巴古兹镇位于叙利亚与伊拉克交界处，毗邻幼发拉底河，是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最后一处据点。“叙利亚民主军”认为，拿
下这里是各方期待已久的“历史性时刻”。不过，分析人士认为，
“伊斯兰国”的威胁仍然存在。

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消息，“伊斯
兰国”尚有残余势力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沙漠地带藏匿，一些成
员藏身民间伺机发动袭击。“叙利亚民主军”方面也表示，消灭溃
逃的“伊斯兰国”成员的行动不会停止。

美国中央司令部
司令约瑟夫·沃特尔
本月上旬在美国国会
作证时表示，“伊斯兰
国”采取了化整为零

的战术，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因此，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远没
有结束。

叙政治分析人士马希尔·伊赫桑说，“伊斯兰国”的据点虽然
被捣毁，但其极端主义思想却没有消亡，仍继续在地区和世界范
围内产生不良影响，随时可能滋生出新的极端组织。

库尔德问题凸显

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彻底溃败，叙局势如何发展备受
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退场后，叙政府和库尔德武装
之间的矛盾将凸显。

近年来，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叙利亚民主军”在打
击“伊斯兰国”过程中逐步控制了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大致
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与叙政府军对峙。库尔德人在其控制区内建
立自治的“联邦区”引发叙政府不满，但双方在打击极端势力方
面存在共同利益，因此它们之间的矛盾被暂时搁置。

叙政府不承认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且对于收复库尔德武
装控制区决心坚定。叙国防部长阿里·阿卜杜拉·阿尤布本月早
些时候对媒体表示，“叙利亚民主军”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和解，
要么其控制区将被武力夺取”。

叙库尔德武装官员、曼比季军事委员会发言人沙尔凡·达尔
维什 23 日对新华社记者说，库尔德人希望实现自治，为此已做
好与政府对话的准备。

分析人士认为，双方立场很难调和。“叙利亚民主军”总指挥
马兹卢姆·科巴尼 20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确保库尔德人

自治的法律地位以及“叙利亚民主军”对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
控制是他们与叙政府谈判的“红线”，库尔德人将为之而战。

外部博弈添变数

与此同时，美国、土耳其等外部势力之间的博弈也令叙局势
充满变数。去年 12 月，土耳其宣布将在叙境内幼发拉底河以东
地区向库尔德武装发起军事行动。随后，由于美国宣布将从叙利
亚撤军，土方推迟了军事行动，并与美方商讨在叙北部设立“安
全区”。但这一提议遭到库尔德武装和叙政府的拒绝。

长期以来，美国和土耳其在叙库尔德武装问题上存在分歧，
双方矛盾一度十分尖锐。土耳其认为，叙库尔德武装是被土政府
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美国则认为库
尔德武装是美军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盟友。

伊赫桑认为，土耳其和美国都希望借库尔德问题在叙利亚
攫取利益，叙政府收复东部地区的难度很大，叙利亚实现领土完
整、和平稳定还面临诸多变数。

此外，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维·波洛克
认为，随着大规模打击“伊斯兰国”战事的结束，美国从叙利亚逐
步撤出，这将形成“权力真空”，从而加剧该地区其他势力之间的
权力争夺。

“叙利亚乱局深受大国博弈和外部势力介入的影响，铲除
‘伊斯兰国’远不足以解决危机。”伊赫桑说。

(记者郑一晗、汪健;参与记者：刘品然、朱东阳、刘晨)
新华社大马士革 3 月 23 日电

“伊斯兰国”地盘尽失 叙利亚乱局仍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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