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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G

毕振山

伊朗总统莱希近日在直升机事故中遇

难，伊朗政府声明称政府将继续运行。目

前，伊朗已确定了总统选举日程，对事故的

调查也已展开。有分析人士指出，总统遇难

不会对伊朗政局稳定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谁

能当选新总统以及伊朗未来外交政策走向

仍然值得关注。

当地时间 5 月 19 日，莱希在伊朗西北部

东阿塞拜疆省乘直升机前往大不里士，直升

机途中发生事故紧急降落。伊朗方面迅速

派出搜救队展开搜寻，但事发地为山区，地

形复杂，天气恶劣。20 日上午，直升机残骸

被找到，莱希及随行的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

拉希扬、东阿塞拜疆省省长拉赫马提等人全

部遇难。

事故发生后，伊朗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将

“不受干扰继续运行”。根据伊朗宪法，第一

副总统穆赫贝尔代行总统职务。伊朗负责政

治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阿里·巴盖里·卡尼被

任命为代理外长。伊朗政府、议会和司法领

导人开会后决定，第 14届伊朗总统选举将于

6月 28日举行。

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

默德·侯赛因·巴盖里 20 日下令成立一个委

员会，调查直升机事故原因。据伊朗媒体报

道，坠毁直升机为美制贝尔-212，由伊朗在本

世纪初购得。伊朗前外长扎里夫表示，美国

制裁伊朗航空业、防止伊方从国外进口飞机

及相关设备，是导致直升机坠毁的原因之一。

对此，美国方面回应称，扎里夫的指责

“毫无根据”。以色列一名官员也表示，以色

列与这起事件无关。

莱希遇难之后，多国领导人向伊朗表示

哀悼，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一些伊朗机

构也发文悼念。据了解，莱希和阿卜杜拉希

扬的葬礼将于当地时间 5月 23日举行。

莱希 1960 年出生于伊朗东北部城市马

什哈德，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进入检察体

系，曾担任哈马丹省检察官、德黑兰检察官，

2014 年出任伊朗总检察长，2019 年担任伊朗

司法总监。2021 年，莱希第二次参加总统选

举，当选伊朗第 13届总统，原定任期 5年。

在 3 年多的任期内，莱希政府在伊朗国

内打击腐败，在国际上积极拓展伊朗的外交

空间。2023 年，伊朗和沙特恢复外交关系，

进而带动伊朗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关系改善。

此外，伊朗还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和金砖

国家成员。不过，莱希任内伊朗和美国之间

的紧张关系没有缓解，伊朗和以色列的对抗

近期也呈加剧之势。

作为伊朗保守派代表人物，莱希深得哈

梅内伊信任，被外界认为是哈梅内伊的潜在

接班人之一。如今莱希遇难，谁将成为下一

任伊朗总统？伊朗的内政外交政策又会有何

变化？

不少分析指出，在伊朗的政治体制中，最

高领袖拥有最高权力，司法总监、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和军队的总司令都由最高领袖任命，

辅以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会议等机构，最高

领袖对政局有着较大掌控力，这意味着莱希遇

难对伊朗政局稳定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过在近 20年中，伊朗呈现出改革派和

保守派轮流出任总统的局面。如今，莱希任

期未完而遇难，新一任总统会是保守派还是

改革派？在媒体给出的潜在总统候选人中，

穆赫贝尔、现任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

巴夫都属于保守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钮松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莱希遇难实际

上将保守派和改革派“问鼎大位”的博弈提

前，改革派及其支持者势必会有积极回应。

不过选举日期定在 6 月 28 日，对改革派来说

或许会有些措手不及。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晋则表

示，改革派目前在伊朗政治生活中已经被边

缘化，在新一届总统选举中胜出的机会很渺

茫。在刚刚结束的伊朗议会选举中，保守派

占据了绝对优势。作为改革派的前总统鲁哈

尼，则被踢出了负责选举最高领袖的专家会

议。伊朗国内短期内恐怕并不具备有利于改

革派重新“出山”的现实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在莱希遇难之前，伊朗方

面承认伊朗与美国刚刚在阿曼举行了间接会

谈，有媒体称会谈主要围绕伊朗核问题和地

区冲突等问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约翰·柯比 20 日表示，伊朗领导层的更替不

会影响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关系，也不会

促使任何一方改变。

王晋对记者表示，伊朗近些年的外交政

策一定程度上围绕伊朗外长的“专长”来展

开，如阿卜杜拉希扬对中东或阿拉伯国家事

务比较熟悉，伊朗外交就在与阿拉伯国家关

系上取得进展。现在代理外长的巴盖里曾任

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可能会在伊核谈判方

面有新动作，但鉴于美国和伊朗在伊核谈判

上的立场差距很大，想要取得突破恐怕很难。

钮松指出，伊朗最高领袖在决策中扮演

一锤定音的角色，因此伊朗对美接触政策和

以斗争求合作的基本态度不会改变。美伊之

间的谈判将会持续下去，但仍存在诸多不确

定性。伊核谈判未来的走势，将由伊美两国

总统选举之后的新政府来共同塑造。

总统遇难，伊朗政局走向何方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今年一季度，全国出入境人员超 1.41 亿

人次，同比上升 117.8%；“五一”假期入出境

游 客 合 计 达 367.2 万 人 次 ，其 中 入 境 游 客

177.5 万人次，出境游客 189.7 万人次……近

期公布的一组组数字展现出中外人员往来的

密度和“双向奔赴”的热度。得益于航线恢

复、入境便利化措施落地以及互免签证国家

增多等多重利好，中国与世界在“你来我往”

中看见真实的彼此，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发现

和创造合作的机遇。

“中国欢迎你”不只是一个口号。去年

12月，中国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

牙、马来西亚 6个国家试行免签政策。今年 3

月，中国又进一步对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

地利、比利时、卢森堡 6 国试行免签政策，近

日又实施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与

此同时，随着今年一系列互免签证协定等出

入境政策逐步落地，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

亚、泰国等多国迈入“免签时代”。来到中国

的外国游客发现，在华旅游、支付更加方便，

越来越多的机场、景点、购物场所支持境外银

行卡刷卡支付，很多城市专门发布入境游支

付服务指南和宣传视频。

为了欢迎中国游客，许多国家和地区也

对中国公民推出免签和落地签，并配套各种

暖心服务。马来西亚在多个入境点聘请能说

普通话的工作人员，新加坡旅游局与微信支

付和银联国际等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古巴

在宣布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免签同时也为

中国游客量身定制旅游产品……法国欧洲新

闻电视台认为，一条“双向奔赴”的快捷畅通

之路正在铺就。

人流中有信息流，“你来我往”为民心

相通注入新动力，让世界看到真实中国。

宏伟的历史古迹、新奇的现代科技，乃至独

具风情的小众乡村、私房餐厅都成为外国

游客到中国“打卡”的选项，“眼见为实”刷

新了不少外国游客对中国的认知。新加坡

《联合早报》刊文说，不少外国博主都表示

亲眼所见的中国打破了他们原有的印象。

他们对上海市容的整洁大方印象深刻，对满

街跑的新能源车充满好奇，有人爱上了茶叶

蛋和豆浆，还有人感叹一路遇到的中国人都

是热心肠。

去法国品尝红酒，去瑞士滑雪，去非洲看

动物大迁徙……中国游客走出国门，在了解

不同国家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的同时，也在

展示中国形象，在与当地人交往的一言一行

中，展现中国人昂扬向上的姿态、开放包容的

胸怀。正如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所说，

中外游客正在加速进入彼此的日常生活场

景，人们在旅途中感悟文化、增进了解、加强

人文交流。

人流中也有机遇流，伴随着人员流动，互

利共赢的机遇不断涌现。旅游业的兴旺带动

酒店、餐饮、交通、购物等各行业发展，创造大

量就业机会。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今年

入出境旅游人数合计将超过 2.6亿人次，助推

国际旅游收入重新攀上千亿美元关口。跨境

游快速带火一方经济，比如张家界受韩国游

客青睐，韩式餐馆上座率明显上升，一些饭店

日营业额可达万元以上。泰国曼谷市长差

察·西迪汶表示，抵泰中国游客数量不断增

加，泰国游客也赴华旅游，有利于泰国经济发

展和增进两国人民友谊。“这不仅是为了娱

乐，也加强了两国合作”。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欧洲企业人士

希望借机拓展中国市场。他们可以更加灵活

地参加各类商贸展会和洽谈活动，更加便利

地拓展合作伙伴和商业网络。许多欧洲游客

表示，15 天的免签非常实用，不论是去中国

旅游还是商务考察等都能很从容地完成。或

旅游观光，或学习工作，或投资兴业……“你

来我往”的人群怀揣的目标不同，但都在热烈

的交流中找寻人生机遇，共享中国与世界“双

向奔赴”的时代红利。

无论是受到热情款待，还是刷新“固有印

象”，或是开拓合作机遇，一个又一个交流互

动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共同组成了新时代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以开放求共赢、以合作促

发展的宏大图景，生动展现了中国坚定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政策逻辑：一个国家

越开放就越发展、越自信，越开放就越能够推

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的深刻认

识，也是中国的笃定实践，更是中国向世界发

出的真诚邀约。 （据新华社北京电）

“你来我往”中拉紧中国与世界纽带

新华社记者 霍晶

灯笼、福字、熊猫、汉服，在第29届拉巴特

国际书展现场，摩洛哥哈桑二世大学展台中国

韵味十足。中国文化问答和书法展示引来不

少观众互动，气氛活跃。

这是新华社记者日前在书展现场看到的

一幕。哈桑二世大学孔子学院教师谢丹妮告

诉记者，很多摩洛哥观众对汉字非常感兴趣。

书展上的“中国热”让记者倍感亲切。

在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展台，

记者邂逅了购买中文教材的摩洛哥小伙尤尼

斯。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学习中文时，他告诉

记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有

漫长而厚重的历史。想了解中国，学习中文

必不可少。”

尽管摩洛哥与中国相隔万里，但随着中

摩两国关系日趋密切，越来越多摩洛哥民

众开始学习中文，到中国寻找发展机会。

摩洛哥青年、文化和新闻大臣穆罕默德·迈

赫迪·本·赛义德日前在书展现场告诉记者：

“发展摩中两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是我们的

愿望。”

在埃及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展台，云纹

和红灯笼等中国元素格外引人注目。记者看

到品类丰富的HSK（汉语水平考试）教材，以及

阿拉伯语版《三国演义》《北京名物》《瓷器中

国》等图书。展台工作人员艾哈迈德告诉记

者，他们此次参展的图书既有《孙子兵法》这样

的经典，也有近几年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种

类很全，摩洛哥读者很感兴趣。记者看到，两

名摩洛哥姑娘在这里驻足良久，最后她们选购

的书塞满了4个购物袋。

在希克迈特的展台前，一位名叫纳吉娅

的年长女士捧着阿文版《我们这三十年——

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认真阅读。

她告诉记者，自己是一名英文教师，对中国现

代历史很感兴趣。她摩挲着封面说：“我可能

没机会到中国去，但通过读书，我也能了解中

国文化。”

让记者惊讶的是，“中国二次元”的风也吹

到了大西洋边。记者在书展现场结识了一个

名叫纳达的摩洛哥女孩。她的帆布包上挂着

游戏《原神》中角色“空”的挂件。她告诉记者，

自己很喜欢玩这款中国手机游戏。除了《原

神》，很多摩洛哥年轻人对《魔道祖师》《天官赐

福》等中国仙侠动漫作品也有所了解，很希望

能看到更多类似作品。

摩洛哥中国友好交流协会会长穆罕默德·哈

利勒曾在2016年获颁“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

献奖”。18日，哈利勒在书展上发布了他的新

书《我如何认识中国》。他告诉记者，希望通过

自己见证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让摩洛哥人了

解中国的巨大变化。

“我曾多次访问中国，中国人民勤劳友善，

非常愿意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进行友好交

流。”摩洛哥前首相奥斯曼尼 19日对记者说，

近年来，摩中双边关系不断发展，尤其是提升

至战略伙伴水平后，双方为促进两国各方面交

流与发展采取了不少举措，“我对两国关系未

来发展非常乐观”。

拉巴特国际书展是非洲地区最重要的书

展之一。今年的书展 9日开幕，为期 11天，共

有来自约 50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多家出版和

文化机构参展。

（据新华社拉巴特电）

感受拉巴特书展的“中国热”

莫荞菲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庆祝《关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

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又称《海牙公约》）通过 70 周年之际，在

荷兰海牙宣布了保护文化财产的新倡议。

《海牙公约》和《第一议定书》于 1954 年 5 月通过，是首个

专为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财产，并将蓄意破坏此类财产者

诉诸法律的国际法律框架。此次新倡议在遗产破坏调查、组

建遗产保护专门机构和遗产保护前沿技术培训等方面做出了

新的规定。

就在新倡议提出前不久，巴勒斯坦文化部更新了加沙地

带文化财产被破坏数字。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和文化部联

合发布的数据，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加沙冲突爆发以来，巴勒

斯坦历史遗迹、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就有 216 处遭到破坏。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现已核实其中 43处文化遗址。

据了解，在加沙城内，建于 1260 年的帕夏宫在一次空袭

中遭到破坏，这座宫殿曾是马穆鲁克统治者的住所，后改建为

古物博物馆，展示加沙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

同样坐落于加沙老城的奥马里清真寺是加沙地带最大、

最古老的清真寺，始建于公元 7 世纪。其收藏的 62 份稀有手

稿，包括《古兰经》的历史副本以及关于哲学、医学的古代书籍

已连同整座建筑被炸弹摧毁。

除此之外，全球第三古老的教堂圣波菲里乌斯教堂、位于

汗尤尼斯的巴尔库克城堡，以及具有 2000年历史的罗马公墓

等都未能躲过本轮巴以冲突的战火。根据巴勒斯坦文化部的

声明，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包括拉法博物馆在内的 12个大型博

物馆、3 座教堂、32 个文化中心、195 栋历史建筑、9 个考古遗

址、9家公共图书馆和 19所大学，完全或部分摧毁了 506座清

真寺。

阿拉伯考古学家联合会媒体办公室主任阿卜杜勒·拉希

姆·雷汉谴责以色列公然违反《海牙公约》，认为这不仅危及巴

勒斯坦的文化特性，也是全人类的损失。欧洲—地中海人权

监测组织则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履行其职责，派遣调查团

评估历史遗迹的状况，并追究以色列侵犯加沙文化财产行为

的责任。

自 1954年《海牙公约》签署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保护武装冲突地区的文化财产，包括使用蓝盾标

识标记文化财产使其免受战争破坏，为相关国家提供财政援

助，编制《重点保护文化财产名录》并为其提供额外保护，以及

支持创建专门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单位等。

然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国际组织在保护武装冲突地区的文化财产

时面临不少障碍，“武装冲突双方随着战争进行，可能逐步

失去理智，对《海牙公约》的遵守程度显著降低。国际组织

文物保护人员此时进入交战区会面临危险，难以履行保护

责任。”

霍政欣还提到，《海牙公约》和《第一议定书》存在措辞模

糊的问题。例如，公约允许缔约国在“军事迫切需要”的情况

下攻击文化财产，却没有详细规定“军事迫切需要”的定义，

给交战方留下滥用该项例外的空间，使得公约的一些保护机

制形同虚设。1999 年制定的《第二议定书》虽然弥补了这项

例外的缺陷，但由于以色列等国家并未加入，《第二议定书》

对部分国家无法产生约束力。霍政欣说：“因为国家主权之

上没有更高权力，国际公约缺乏自上而下的执行机制，很大

程度上依赖各国自主履行，这些都构成了对文化财产保护的

障碍。”

在霍政欣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新倡议将给

文化财产保护带来益处。同时他认为：“由于武装冲突情况

下对文化财产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军事当局，所

以要在武装力量中间普及国际文化财产保护的法律法规，

明确破坏文物和文化遗产构成国际法的违法行为，约束其

在武装冲突中的行为。另外，要加强文物保护培训和信息

公开，让交战双方知晓被国际公约保护的文化遗产信息，形

成保护意识。”

加沙上百处文化遗址受损，《海牙公约》效力有限

巴以冲突下的文化财产之殇

▲当地时间5月21日，人们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品尝中国茶。 新华社记者 李京 摄

多米尼加掠影

这是当地时间 5月 21日在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拍摄
的海岸线（无人机照片）。

多米尼加位于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是哥伦布
首次美洲远航发现的岛屿。多米尼加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
资源，清澈的海水、充足的阳光、细软的沙滩和原始的生态，
享有加勒比“度假天堂”的美誉。

新华社记者 李梦馨 摄

喀麦隆举行国庆日活动

当地时间5月20日，学生列队行进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
举行的国庆日活动上。当天是喀麦隆国庆日。

新华社发 （科普索 摄）

今年5月21日是第五个“国际茶日”，联合国粮农组织
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以“同饮佳茗 不忘茶农耕耘
致敬全球女性”为主题的庆祝活动。

▼当地时间5月21日，参观者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联
合国粮农组织总部经过茶叶展品。 新华社记者 李京 摄

联合国粮农组织举办品茶活动

庆祝“国际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