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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官员13日说，英国政府正寻求

通过立法形式阻止本国报刊所有权落到

外国政府手中。这意味着，一家投资集

团收购《每日电讯报》母公司的计划或将

泡汤。

英国文化部官员斯蒂芬·帕金森13

日在议会上院说，政府将对议会正在审

议的《数字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法案》提

出修正案，从而以立法形式禁止外国政

府控制英国新闻出版物。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这一法案有望

在数周内获得通过。

帕金森说，法案生效后，政府有义

务将相关的媒体企业并购案提交竞争

与市场管理局，如果这一监管机构认定

并购案“已经或将导致外国政府对一家

报业企业拥有所有权、形成影响或控

制”，政府将依法下令阻止或撤销并购。

一名英国政府官员表示，法案生效

便能够阻止红鸟-国际媒体投资公司对

电讯传媒集团发起的收购。

红鸟-国际媒体投资公司由美国红

鸟资本和阿联酋国际媒体投资公司合资

建立。据英国《金融时报》及法新社报

道，这家企业专门投资媒体和体育产业，

其主要资金来源于阿联酋副总统曼苏

尔·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曼苏尔是阿布扎比酋长阿勒纳哈

扬家族成员。他2008年买下英格兰足

球超级联赛俱乐部曼彻斯特城队，“砸

钱”充实球队阵容，令曼城俱乐部成为

英超豪门。

去年11月，红鸟-国际媒体投资公

司与电讯传媒集团的所有者巴克莱家族

达成总金额大约12亿英镑（约合15.4亿

美元）的收购协议。消息在英国媒体界

引发轩然大波，英国政府以涉及公共利

益为由，迅速对此次交易展开调查。这

一修正案也是英国政府在国内压力不断

增大的背景下提出。

民调结果显示，执政党保守党当前

支持率不佳，可能会输掉今年晚些时候

举行的议会选举。

电讯传媒集团旗下主流媒体包括

《每日电讯报》、《星期日电讯报》和《旁观

者》周刊。据路透社报道，《每日电讯报》

拥有168年历史，堪称保守党的“党报”，

保守党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鲍里斯·

约翰逊都曾为这家报纸撰稿。约翰逊还

担任过《旁观者》周刊编辑。

红鸟-国际媒体投资公司在一份声

明中对英国政府的举措表达“极度失

望”，称对上述收购是“完完全全的商业

行为。将继续以商业利益为首要考量，

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据新华社专特稿郭倩）

阻止老牌大报易主

英国政府打响“报纸保卫战”

美国一企业宣称
要“上月球采矿”

美国一家知名度不高的私人企业

13日宣布，已筹得大约1800万美元，

正在研发在月球采集资源并将其运回

地球的技术。这家公司名为“月际”，

希望在月球上开采氦的同位素氦-3。

“月际”希望，最早2026年启动

“旨在获取数据”的勘探任务，用商业

运载火箭和航天器把采矿车送至蕴含

大量氦-3的月球地区。采矿车将挖

掘月壤，并用光谱仪测定月壤中氦-3

含量。公司计划2028年再次执行小

规模实操任务，“作为对整个（采矿）运

营过程的端对端展示”。届时采矿车

将在月球上采集并分离氦-3，其中一

小部分将运回地球，交予客户。“月际”

有意在2030年前全面启动采矿作业。

（据新华社专特稿海洋）

新华社大马士革3月14日电“3个孩

子早已辍学，他们早上8点出门打工，每人

只带两张大饼，晚上回家饥肠辘辘，家里

也没啥可吃的……”说起生活的窘境，生

活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的穆罕默德·

欣达维一家心情沉重。

13年前的3月15日，叙利亚危机爆

发。13年来，在战火和制裁的轮番冲击

下，叙利亚这个曾有着悠久历史和璀璨文

化的国家，如今深陷经济困境和人道主义

危机。

历经了一轮轮战火与动荡，中东地区

的人们不断叩问，通往长久和平稳定的道

路在哪里？

民生艰难

46岁的欣达维是阿勒颇人。叙利亚

危机爆发前，他凭着熟练的缝纫手艺为

生，与妻子抚养子女，生活虽难言富足，但

尚能温饱。

危机爆发后，战火很快蔓延至阿勒

颇。2013年，欣达维在上班途中遭遇爆炸，

两条腿被弹片击中，落下残疾。之后几年

里，一家人逃难至叙西北部的拉塔基亚，在

政府军收复阿勒颇后才返回故土。但生活

早已因战火和动荡变了样——妻子患病，

孩子辍学，欣达维靠打零活养家，一家人生

活窘迫，挨饿是常有的事。

13年的动荡让叙利亚陷入严重人道

主义危机。联合国发布的数据显示，超过

九成叙利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约占叙全

国人口四分之三的1670万人需要人道主

义援助。粮食安全问题尤其突出，2024

年，叙利亚有1290万人挨饿。

叙利亚面临的困局，在中东地区不是

个案，还有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如今正深

陷战火的加沙地带。利比亚2011年爆发

内战，一年间，利比亚人口减少超过30万，

国内生产总值（GDP）从753.8亿美元降至

481.7亿美元。到2022年，其GDP仍未恢

复到2010年水平。

黑手之祸

为何中东地区久久无法走出动荡的

漩涡，血与泪的教训已经让这里的人们得

到了答案。

中东之伤，源于美国的干涉。自2003

年，美国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入侵伊拉克，

摧毁伊拉克国家机器，打破当地政治秩序

和社会稳定，为恐怖主义提供温床。2010

年起，在美国策动下，突尼斯、埃及、利比

亚、也门等多国卷入所谓“阿拉伯之春”，

国家发生内乱，经济民生遭受沉重打击。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纳杜姆·阿卜杜

拉说，美国推动的所谓的“民主政治进程”

使伊拉克陷入长期的社会分裂、党派冲突，

消耗了伊拉克的国家资源，侵犯了伊拉克

民众的人权。埃及玛特和平、发展与人权

组织负责人艾曼·奥凯勒指出，长期以来，

美国为维持其霸权地位，将“民主”“人权”

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武器，煽动“颜色革

命”，是“阿拉伯之春”的幕后黑手。

中东之困，源于美国的非法制裁。去

年2月，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

发生强烈地震。美国长期对叙利亚实施

非法单边制裁，极大加剧了叙利亚本就严

峻的经济民生困难，令叙利亚在天灾面前

更为脆弱。

叙利亚贸易法律师阿马尔·优素福说，

美国通过制裁和封锁对叙利亚发动“经济

战”，试图削弱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经济

战”给叙利亚普通民众带来的伤害更大。

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埃及阿拉伯与

国际事务专家穆斯塔法·阿明一语道破：

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和其中东政策一直都

是在维护美国霸权，以确保阿拉伯各国对

其“效忠”，并攫取这些国家的财富，特别

是石油。

寻觅曙光

去年5月，第32届阿盟峰会在沙特阿

拉伯西部海滨城市吉达举行，叙利亚总统

巴沙尔时隔12年重返阿盟峰会。峰会上，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强调，和平、团

结、合作和建设符合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利

益，“我们不会让本地区成为冲突地区”。

埃及学者阿明说，阿拉伯国家联盟大

家庭重新接纳叙利亚是一个勇敢的决

定。中东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变化，

中东也在变化。

一年前，在中国斡旋下，中东地区

两个大国沙特和伊朗实现历史性和

解，中东地区随之掀起“和解潮”。卡

塔尔与巴林、阿联酋，叙利亚与突尼

斯、沙特，土耳其与埃及等纷纷复交或

实现关系正常化。沙伊和解让中东国

家增强了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追

求和平稳定的信心。

沙特国际问题专家阿卜杜勒·阿齐

兹·沙巴尼说，中东地区出现和解进展的

根本原因是，追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地区

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各国对发展的需要

使得在中东地区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

境成为当务之急，各国外交战略自主性正

不断增强。

“阿拉伯世界正面临重新规划自

己事务的历史性机遇。”叙总统巴沙

尔说。

（参与记者：程帅朋、冀泽、董修竹、李芮）

叙利亚动荡十三载 中东和平出路何在

以军袭击加沙北部和中部

致至少16人死亡
据新华社加沙3月14日电（记者柳

伟建）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日报道，以

色列军队13日夜间至14日凌晨袭击加

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多个地区，造成至

少16人死亡。

报道说，以军13日夜间对加沙地

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救援物资领取点发

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86人受

伤。

此外，以军14日凌晨对加沙地带

中部布赖杰难民营一处住宅发动空

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15人受伤。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4日发布的

数据，以军过去24小时对加沙地带的

袭击共造成69人死亡。 这是3月14日拍摄的加沙地带中部布赖杰难民营一处住宅遭空袭后的场景。（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