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超过210

名法国中间派和左翼政党候选人2日放

弃参加定于7日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第

二轮投票，以期集中“票源”，阻止极

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赢得绝对多数议席。

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当天

立场似乎有所松动，称不排除寻找盟友

组建新一届内阁。

弃选
当地时间2日晚6时是报名参加第

二轮投票的最后期限。据法新社报道，

共214名候选人弃选，其中超过126人

来自新成立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

线”，78人来自以总统埃马纽埃尔·马

克龙所属“复兴党”为首的中间派执政

联盟“在一起”。

法新社报道，6月30日首轮投票

后，仅76人确定赢得议席，几乎全部

来自极右翼和左翼政党。这意味着剩余

501席的归属需经由7日第二轮投票决

定，一般两到三人角逐一席。而在不少

候选人退出后，7日仅109席、而非先

前外界估算的311席会出现由三到四人

竞逐的局面。

法国国民议会即议会下院，设577

个议席。按照程序，首轮投票中候选人

在选区内得票超半数者直接当选；如果

无人过半，则得票率排名前两位且不低

于12.5%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得

票最高者当选。

据路透社在首轮投票结束后报道，

法国中左翼和极左翼阵营领导人均呼吁

各选区排名第三的候选人弃选，以免分

流本阵营选票，从而给国民联盟以可乘

之机。按英国《金融时报》2日说法，

弃选候选人确系响应各自政党高层号

召，“新人民阵线”每名排名第三的候

选人和“在一起”阵营几乎全部候选人

均弃选。

只是，据路透社和《金融时报》分

析，候选人弃选并非必然转化为中左翼

盟友的选票，先前支持这些候选人的选

民可能不参加7日投票，甚至转而投给

国民联盟。

益普索集团民意调查分析师马蒂

厄·加拉尔推断，第二轮投票中似乎难有

政党赢得绝对多数议席，而国民联盟依

然“非常、非常可能”赢得最多议席。

松口
多家外媒同时注意到国民联盟领导

人勒庞2日就组建新一届内阁的表态。

如果国民联盟获胜，现任主席若尔当·

巴尔代拉有望出任政府总理，主管内

政。

按法新社说法，勒庞当天接受法国

公共电台采访时“似乎立场放松”，不

再强调国民联盟只会在赢得绝对多数议

席、即289席时才会寻求组阁，而称即

便议席数略低于目标，也会尝试组阁。

2022年4月24日，法国极右翼政

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巴黎

出席总统选举后的集会。新华社发（肖

恩·洛朗摄）

勒庞举例称，如果所获议席数低至

270席，国民联盟也会寻求其他政党支

持，以实现组阁。

据《金融时报》报道，在首轮投票

中，国民联盟、“新人民阵线”和“在

一起”得票率分别为 33%、28%和

21%，位居前三。

马克龙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顾问告

诉《金融时报》，如果国民联盟能赢得

250席或260席，马克龙会考虑允许其

与政治盟友一道加入政府。

6 月初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复兴党”得票率远低于国民联盟。马

克龙随即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

选举。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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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12名原美

国政府官员2日发表公开信，谴责美国

政府就本轮巴以冲突采取的政策，认为

在以色列军事行动造成加沙地带大批巴

勒斯坦平民死亡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一

事上，美方是“无可辩驳的同谋”。美

方政策不仅没有给中东地区带来和平安

全，而且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让美国声

誉扫地。

上述官员来自美国国务院、内政

部、白宫等行政部门和军方，因不满美

国政府的政策先前相继辞职。

“政府的加沙政策是失败的政策，

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公开信写道，

“加沙受困巴勒斯坦民众遭杀戮、被迫

挨饿，而美国在外交上袒护以色列，并

持续输送武器，使我们无可辩驳地成为

同谋。”

公开信指出，美方做法“明显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和美国法律”。

这些前官员写道，长期以来，美国

对巴以问题的政策、特别是本轮巴以冲

突爆发后的政策助长了“严重”的人道

主义问题。美国在本轮冲突中不仅没有

追究以方阻挠人道主义援助活动的责

任，而且停止向联合国援助巴勒斯坦机

构提供资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这封公

开信时提到，虽然美国政府在国内外压

力下发出越来越严厉的口头警告，要求

以方保护平民和允许更多援助物资进入

加沙地带，但政策基本没有变化。本轮

巴以冲突爆发8个多月来，美国已向以

色列运送总计超过65亿美元武器，仅今

年5月就达到约30亿美元。路透社6月

28日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这些武器

包括数万枚重磅炸弹。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2

日说，以方军事行动已造成近3.8万巴

勒斯坦人死亡、逾 8.7 万人受伤。另

外，加沙地带八成人口流离失所，食品

严重短缺。

发布公开信的美国前官员指出，美

方政策让巴勒斯坦人民陷入贫困和绝望

的恶性循环，将影响数代人，同时也没

有让以色列更安全。而且，美国国家安

全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驻军和外交人员

也面临威胁，今年1月美军驻约旦基地

遇袭、3名美军士兵死亡就是例证。“这

如同在美国后背上贴了一个靶子。”

公开信还指出，偏袒以色列，向全

世界暴露出美国的双重标准。这一政策

“不仅深深损害美国与地区国家的关

系，还损害我们在全球的声誉”。当国

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一边谈论‘基于

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却为了袒护以

色列而破坏它，谁会不发出嘲笑呢”？

信中说，美国政府“否认或歪曲事

实、利用各种漏洞或者操控过程”，以

确保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致命武器；政

府“乐于对国会撒谎，而国会粗暴对待

真相”。

这些前官员说，美方的不公正做法

“向全世界暴露出：对美国政策制订者

而言，谁的命是命，谁的命不是”。

（惠晓霜）

据新华社新德里7月3日电印度北

方邦哈特勒斯地区一集会现场2日发生

严重踩踏事故，目前已造成 121 人死

亡。当地官员表示，正在对事发原因展

开进一步调查。同时，印度国内也有不

少人指出，政府在大型集会活动的安保

方面应对不足。

北方邦一名政府官员3日在电话中

向新华社记者证实，截至当天上午，踩踏

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21人。此外，

约有30名伤者仍在哈特勒斯地区一家

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3日清晨，负

责调查踩踏事故的法医小组已到达现

场。北方邦首席部长阿迪蒂亚纳特表

示，正在对事故展开进一步调查，集会组

织者将被提起诉讼。

印度总统穆尔穆和总理莫迪2日均

发文对踩踏事故的遇难者表示哀悼。

哈特勒斯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东南

约140公里处。2日当天，参加集会活

动的人群在离开现场时发生踩踏。目击

者说，事发路段两侧是排水沟，在拥挤踩

踏中不断有人跌入深沟，很多人被后面

倒下的人压在身下，最终酿成惨剧。

印度媒体报道说，事故遇难者中多

数是妇女和儿童。超过150人被送往医

院抢救，由于一些人伤势严重，死亡人数

有可能继续上升。警方公布的初步调查

显示，集会人数远超政府允许的场地容

量是踩踏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警官拉

杰什·辛格表示，此次活动获准接纳的人

数只有5000人左右。但据多名目击者

表示，现场实际有约5万人聚集，但仅有

约40名警察负责维持秩序。

当地居民杜贝2日晚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北方邦西部的几个地区

每周二都会举办此类集会活动，时常吸

引数万人参加，“但几乎从未有过充分的

安保措施”。另有印度媒体称，当地政府

和警方“过于冷漠”，对集会场所安保不

足视而不见，导致了踩踏事故的发生。

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之一帕万·凯

拉2日表示，莫迪和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

府对此次事件准备不足。他还表示，当地

医院可能缺少足够的医务人员或设备来

为伤者提供充分救治。国会议员拉杰什·

库马尔·杰哈2日说，踩踏事故的发生反

映了政府未能有效管理大规模集会活

动。他警告，如果当局不认真对待此类活

动的安保工作，“类似悲剧还会继续发生”。

美辞职官员集体发声：

加沙遭屠戮，美国是同谋

印度北方邦踩踏事故致上百人死亡

政府被诟病应对不足

阻击国民联盟

大批中左翼候选人弃选
法
国

7月3日，在印度北方邦哈特勒斯地区，人们在集会举办地避雨。新华社/路透

7月2日，在加沙地带汗尤尼斯，巴勒斯坦人被迫按照以军要求离开该地区。新华
社发（里泽克·阿卜杜勒贾瓦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