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人12日将面临又一
次选择。

当天，英国将举行议会下
院选举。 其结果关系到英国
能否在明年1月实现“脱欧”，
并将对英国未来发展道路产
生重要影响。

舆论认为，这次选举堪称
英国人对“脱欧”的“变相公
投”。

然而， 有英国专家指出，
“脱欧”议题已延宕三年，深深
撕裂英国社会。靠这一次选举
恐怕无法弥合分歧、 抚平伤
痕。

不得已的选举
近百年来，英国首次在圣

诞节所在的12月举行议会下
院选举。 大冬天，让过节的英
国人出门投票不容易，但英国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迫不得
已。

英国“脱欧”僵局已持续
三年有余， 熬走两任首相，目
前陷入“脱不成、留不得”的僵
局。

英国政府此前已与欧盟
达成“脱欧”协议，但在议会下
院屡遭阻击。根本原因在于执

政的保守党在议会下院不占
绝对多数，特别是约翰逊9月
将一些在“脱欧”问题上“反
叛” 的保守党议员开除党籍，
使保守党在“脱欧”协议表决
中更为被动。

约翰逊曾多次表示，议会
已“名存实亡”，提前选举是打
破僵局的唯一办法。

约翰逊在与议会几番博
弈后， 终于确定在12日提前
举行议会下院选举，以期新议
会能顺利通过“脱欧”协议，确
保英国在明年1月底前完成
“脱欧”，兑现保守党的承诺。

“脱欧”议题至上
虽然民生、反恐等议题也

是各党派对决的领域，但此次
选举最重要的议题毫无疑问
就是“脱欧”。

保守党承诺，一旦赢得选
举，将尽快完成“脱欧”。 反对
党工党提出，应与欧盟重新就
“脱欧”协议谈判，再将新协议
交付全民表决。 还有党派提
出，取消“脱欧”。

前几天，约翰逊在社交网
络发布了一条拉票视频，模仿
圣诞节经典电影《真爱至上》

桥段，呼吁民众支持他赶紧结
束“终日争论”，实现“脱欧”。

“够了，够了！让我们把这
事干完吧！ ”他在视频最后冲
着镜头说。

最新民调显示，保守党支
持率领先，赢面较大，但其能
否赢得议会下院绝对多数席
位还不好说。如果保守党无法
拿下绝对多数席位、不得不与
其他党派联合组阁， 目前的

“脱欧”僵局将难以打破。

分裂难以愈合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

家菲利浦·斯蒂芬斯认为，如
果保守党与其他党组建联合
政府，那么举行“二次‘脱欧’
公投”的呼声就会大增，这将
让英国“脱欧”进程再度面临
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是继续像现在这样
分裂， 还是比现在更分裂，这
取决于选举的结果。 ”伦敦大
学玛丽皇后学院政治学教授
蒂姆·贝尔说， 自从2016年6
月“脱欧”公投以来，“脱欧”变
成“拖欧”，英国政治局面呈现
出愈加分裂、“两极化” 的趋
势。 即使保守党获得了议会

下院多数席位，并推动议会正
式通过“脱欧”协议，在与欧盟
就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过程
中，各方的分歧和矛盾也可能
进一步加剧。

“指望依靠这次选举来愈
合‘脱欧’造成的伤害恐怕不
现实。 ”贝尔说。

“脱欧”带来的分裂不只体
现在社会思想层面。 英国苏格
兰政府首席大臣、 苏格兰民族
党领袖斯特金此前表示， 英国
“脱欧” 危及苏格兰的繁荣，苏
格兰将留在欧洲共同市场内，
成为联结英国与欧盟的桥梁。

苏格兰民族党在本次议
会下院竞选期间提出， 将在
2020年就苏格兰是否脱离英
国举行第二次公投。 苏格兰
2014年9月举行首次独立公
投，当时约55%的选民不支持
苏格兰独立。

此次选举，苏格兰地区的
投票情况被视为民众是否支
持二次独立公投的晴雨表。若
苏格兰民族党在选举中获得
的席位数大幅增加，该党将视
其为获得民众对公投的赋权，
从而更加积极推动苏格兰独
立。 /新华社

联合国安理会 11 日举行朝鲜
半岛局势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张军在会上就朝鲜半岛局势
全面阐述中方立场和主张，并于会
后向中外媒体介绍中方立场，呼吁
采取行动调整安理会对朝制裁措
施。

张军强调， 制裁只是手段，不
是目的。 应重视朝方关切，包括启
动涉朝决议可逆条款，对影响民生
领域的制裁措施进行调整。这符合
决议精神，有助于缓和局势，营造
氛围，促进对话，推动政治解决。

张军还表示，对朝制裁不应被
用作对中方施压甚至制裁的借口。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针对中方企业
和个人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张军说，应全力避免半岛局势
进一步升级和恶化。当前局势十分
复杂、敏感、脆弱。各方应避免采取
挑衅性言行。 无论做什么，都应有
利于缓和紧张局势， 促进对话，防
止重新陷入对抗。 此外，当前首要
任务是维护政治解决的势头，尽快
恢复对话，全力避免形势逆转。 安
理会应发挥建设性作用，发出支持
政治解决的一致声音。 /新华社

法国总理菲利普11日公布了
备受关注的退休制度改革草案，
计划将法国各行业的42种退休
制度逐步合并成一个统一方案，
以实现社会公平。 但法国各工会
纷纷表示强烈反对改革方案，号
召发起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菲利普当天在法国经济、社
会和环境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了政
府的改革方案。 该草案将于明年
1月22日在内阁部长会议上正式
提出， 随后于2月底提交议会讨
论， 通过后于2025年起正式实
施。

这一改革方案包括实施统一
的积分制退休制度， 逐步取消现
行特殊机构的退休福利。 该方案
维持法定退休年龄为62岁，但是
从2027年起将64岁设立为“基准
年龄”， 人们如果推迟退休则领
取的退休金相应增加。

菲利普表示， 政府改革目的
是实现社会公平， 该方案尽可能
保护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 比如
对失业和生病者给予补偿积分；
将最低退休金从每月970欧元提
高到1000欧元；警察、消防员等
危险职业保留特殊退休福利等。

法国雇主协会对政府的改革
方案表示欢迎。 该组织主席贝济
厄说， 改革方案体现了“很好的
平衡”。

菲利普同时呼吁工会停止罢
工行动， 并表示谈判的大门始终
敞开， 社会各界应团结起来，通
过协商解决问题。

法国全国各大工会都对改革
方案表示强烈反对。 法国工人民
主联合会负责人贝尔热对媒体表
示，政府设定“基准年龄”实为推
迟退休年龄，“触碰了红线”。 他
认为方案对艰苦工作的保障远远
不够， 最低退休金的提高幅度太
小。 法国各大工会纷纷号召12日
和17日在全国开展更大规模的
罢工活动， 迫使政府取消“基准
年龄”， 就退休改革方案重新谈
判。 /新华社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
员会11日傍晚开始审议针对
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并将
于12日投票决定是否将弹劾
条款提交至众议院全院接受
审议和表决。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纳德勒在开场陈述
时说，特朗普置个人政治利益
于国家安全、公平选举和国会
监督权之上，特朗普面临滥用
职权和妨碍国会调查两项弹
劾条款。

委员会资深少数党成员、

共和党人柯林斯在发言中指
责民主党人自特朗普胜选之
日就开始盘算弹劾事宜，并炮
轰由民主党人主导的弹劾进
程。

委员会其他成员随后陆
续陈词并展开辩论，两党立场
针锋相对、言辞激烈。

接下来，如果有一项弹劾
条款在目前由民主党人掌控
的众议院全院表决时获得简
单多数支持，特朗普弹劾案就
将进入由共和党人占多数的
参议院审理。 参议院多数党

领袖麦康奈尔11日说， 如果
众议院通过弹劾条款，参议院
明年1月头号事务将是弹劾
案审理。

民主党掌控的司法委员
会10日公布了对特朗普的两
项弹劾条款，弹劾条款公布后
立即受到特朗普本人及白宫
的猛烈炮轰，称弹劾条款“没
有根据”、受党派利益驱使。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特朗
普弹劾案日趋白热化，但是其
结局难有悬念———民主党占
据多数席位的众议院将通过

弹劾条款，共和党占据多数席
位的参议院将否决弹劾。

今年8月，美国一名情报
界人士匿名检举特朗普7月在
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
时，要求对方调查美国民主党
总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子。国
会众议院民主党人9月启动针
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在两个
多月的调查中，众议院相关委
员会传唤了多名证人提交材
料并进行数次闭门和公开听
证。白宫始终拒绝配合弹劾调
查。 /新华社

为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并揭露侵华日军残忍罪行，
由日本南京东京证言集会执
行委员会主办的“南京大屠杀
82年 2019东京证言集会”11

日晚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日
中两国人民不忘历史，共创和
平友好未来。

受主办方邀请，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葛道荣之子葛凤瑾代

替父亲前来， 向日本民众讲述
了葛道荣老人的3位亲人在南
京大屠杀期间惨遭杀害的详细
情况。葛凤瑾表示，作为幸存者
的后代， 不仅要铭记这段苦难
的历史， 更有责任向大家讲述
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为南京大
屠杀作证。 他希望更多的年轻
人了解并记住这段历史。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孙宅巍受主办方邀请，发表
了题为“悲壮的南京保卫战真
相”的演讲，从“攻占南京是日
军的既定目标”“中国军人的
英勇战斗”和“保卫战的重要
历史地位”三个方面，介绍了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
南京保卫战的历史真相。 他
说，重温南京保卫战的真相不
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总
结历史经验，时刻警惕给人类

带来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死
灰复燃，共同争取和维护世界
持久和平。

当天，来自日本各地近百
位民众冒雨赶来参加活动。

日本明治大学大学院历
史专业博士后内藤翔太对记
者说， 他2015年起每年都会
来参加南京大屠杀东京证言
集会。每年组织方都会邀请不
同的人，讲述在不同地点不同
情况下大屠杀的情况，这是在
日本难得的学习（历史真相
的）机会。他说，自己每次都是
含泪倾听，（作为一个日本人）
觉得对不起（中国人）。与此同
时，他对目前日本一些人不了
解历史真相，甚至还有人企图
篡改历史、遗忘历史、否定南
京大屠杀存在的社会现状感
到担忧。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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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在东京举行

美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开始审议特朗普弹劾条款

英国能否在明年1月实现“脱欧”？

这是一场决定
“继续这样分裂，还是更加分裂”的选举

中国代表呼吁

调整部分安理会
对朝制裁措施

法国政府公布退休
制度改革方案
各大工会表示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