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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在以色列内坦亚，人们观看“创世纪”
号情况介绍。

以色列非营利性太空组织SpaceIL和以色列航空航
天工业公司11日晚宣布，以色列首个登月探测器“创
世纪”号未能按计划成功登月。

□新华社/法新
4月12日，在巴基斯坦奎达，安全人员检查爆炸现

场。
巴基斯坦警方12日证实，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奎

达当天发生的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6人，另有30
多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4月11日，在苏丹喀土穆，士兵们聚集在街上。
苏丹国防部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奥夫11日

在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以主席身份举行了宣誓仪式。
据苏丹官方电视台报道，卡迈勒·阿卜杜勒-马鲁夫·马
希将军成为副主席。

□新华社发
这是4月11日在克罗地亚南部的佩列沙茨半岛拍摄

的中国企业中标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项目现场。
佩列沙茨大桥项目是中克建交以来规模最大的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桥设计总长2440米，建成后
将横跨亚得里亚海小斯通湾，连接隔海相望的克罗地
亚领土。工程造价的85%由欧盟基金承担。中国路桥公
司牵头的中国企业联合体经过公开竞争于2018年中标
并开工，项目进展顺利。

□新华社/路透
4月11日，“猎鹰重型”运载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

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火箭11日

成功进行了首次商业发射，将“阿卫6A”通信卫星送
入太空。

以色列首次尝试登月失败

苍白的肤色、花白的头发和络腮胡子、
后移的发际线……4月11日，当47岁的朱利
安·阿桑奇被伦敦警方从厄瓜多尔驻英国大
使馆架着出来的时候，不少人惊讶，这位
“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体型大变，老态尽
显，同2012年寻求庇护时判若两人。

2010年因公布美国有关阿富汗战争和伊
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而轰动世界，随后因涉
嫌强奸受到瑞典检方调查并在英国被捕，
2012年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使馆寻
求庇护……无论是“互联网斗士”，还是
“最危险的泄密者”，阿桑奇从9年前惊爆
世界的一开始，就身处舆论两端，命运辗
转。

失去庇护

2012年6月，阿桑奇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
多尔驻英使馆寻求庇护。两个月后，他在使
馆阳台上对着媒体和支持者公开露面。近7
年来，他从未离开厄瓜多尔驻英使馆，过着
与世隔绝般的生活。

4月11日，厄瓜多尔撤销了对阿桑奇的
政治庇护。随后，他被英国警方逮捕，迎
接他的是手铐和另一处无法自由出入的小
房间。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当天发布视频，对
撤销庇护做出详细解释。他说，因阿桑奇一
再违反“外交庇护公约的明确条款”，厄瓜
多尔对阿桑奇的庇护“不可持续、不再可
行”。

世事变幻，沧海桑田。过去近7年，厄
瓜多尔曾一直抗拒来自美国等国的压力，拒
绝驱逐阿桑奇。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曾无
条件支持阿桑奇，并向他提供庇护。

2017年厄瓜多尔政府更迭，改变了阿桑
奇的命运。莫雷诺认为，“维基揭秘”公布
的材料导致厄瓜多尔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
陷入“尴尬境地”。阿桑奇还常就国际议题
发表言论，令厄瓜多尔政府不得不出面“灭
火”。

2018年3月，厄瓜多尔开始限制阿桑奇访
问互联网，并坚持要求他遵守规定，包括停
止在网上发表言论。而到了今年，厄瓜多尔
似乎终于失去了耐心。

英国《卫报》评论说，显然，莫雷诺视
阿桑奇为前总统科雷亚时代的“遗留问
题”，把他当成“改善厄瓜多尔与美国关系
的障碍”。

美国的“危险敌人”

阿桑奇曾辗转多地，命运多舛。但不管
如何变化，这个澳大利亚人的命运之轴一直
与美国息息相关。

阿桑奇2006年创建“维基揭秘”网站。
2010年，这家网站公布了大量美国政府有关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其中
曝光的“虐囚”事件骇人听闻，让美国的外
交形象遭到巨大打击。

该网站还曝光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涉及各
种黑客工具和秘密黑客基地等的机密文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前担任中央情报局
局长时就曾说，“维基揭秘”是“非国家的
敌对情报机构”。美国司法部还将逮捕阿桑
奇列为“头等大事”，认为阿桑奇所涉案件
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机密信息泄露案之一。

在阿桑奇被捕后，他的律师对媒体说，
阿桑奇被捕同美国的引渡要求有关。

“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说，阿桑奇在
被英国警方带走时，还一度对公众喊出“英
国必须抵抗（美国）”的口号。

未来命运如何

接下来，阿桑奇的命运之轴将怎样转
动？没有了阿桑奇，“维基揭秘”又将走向
何方？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11日
发布声明，指控阿桑奇涉嫌破解一台美国政
府涉密电脑的密码。如被判有罪，他将最高
面临5年监禁。

据美国《纽约时报》援引负责阿桑奇案
件的一名英国法官的话说，美国须在今年6
月12日前立案并正式提出引渡申请。

不过，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
公开反对向美国引渡阿桑奇，称他是因为
“曝光了美国暴行的证据”而被追捕。

厄瓜多尔当局则表示，英国对厄方保
证，不会将阿桑奇引渡到一个他可能面临酷
刑或死刑的国家。

尽管阿桑奇及其支持者一直认为，“维
基揭秘”追求“激进的（信息）透明”合乎
国际法，但分析人士指出，“维基揭秘”多
年来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是非对错，争
议从未消停。

阿桑奇未来命运如何，答案尚待揭晓。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阿桑奇：反转的命运

多名政治分析师说，最新动向表明，厄
瓜多尔现政府急于摆脱前政府留下的外交包
袱，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

忍够了？

阿桑奇2012年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
英使馆，寻求庇护。厄瓜多尔时任总统拉斐
尔·科雷亚答应阿桑奇的请求，意味着厄瓜多
尔与美国彻底闹僵。

厄美两国关系恶化，肇始于2007年科雷
亚不准美国续租厄瓜多尔西部太平洋沿岸一
座军事基地。科雷亚当时说，除非美方允许
厄方在美国迈阿密同样设一座军事基地，否
则厄方不会答应美方续租。

科雷亚多次指认美方窃听和监视他。
“收留”阿桑奇前一年，科雷亚驱逐美国驻
厄瓜多尔大使。两国关系随即恶化。

阿桑奇栖身厄瓜多尔使馆后，继续施展
个人影响。他时而在住处会晤媒体和社会活
动人士，经由网络呛声美国。他在使馆养的
一只猫成了社交媒体“网红”。

2017年，科雷亚的副手莱宁·莫雷诺当选
新总统。阿桑奇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出现
他与使馆人员关系紧张、可能被扫地出门的
传言。使馆方面多次给阿桑奇“断网”，指
认他泄露不利于厄政府的信息。

莫雷诺在公开场合把阿桑奇称作“遗留
难题”和“尴尬存在”。阿桑奇遭英方逮捕
后，莫雷诺在社交媒体“推特”指认阿桑奇
“一再违反国际惯例和日常生活规定”，
“厄瓜多尔的忍耐已到极限”。

厄瓜多尔外交部长何塞·巴伦西亚11日
在议会列出9条逐客理由，小到阿桑奇的扰
民作息，大到他对厄瓜多尔构成的“威
胁”。

甩包袱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科雷亚政府
赶上了持续数年的石油开发红利，有底气与
美国“叫板”。莫雷诺接手时，原油和其他

出口商品价格下跌，经济陷入衰退，不得不
寻求外部援助，同时向美国靠拢。

厄瓜多尔近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
协议，贷款42亿美元。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去年访问厄瓜多尔，感谢科雷亚为拉近两国
关系所做努力。

美国托里诺资本公司首席分析师弗朗西
斯科·罗德里格斯说，厄瓜多尔撤销对阿桑奇
的外交庇护，似乎是“给美国的政治回
报”。

厄瓜多尔政治分析师华金·埃尔南德斯
说，厄瓜多尔人对阿桑奇的同情与日俱减，
许多人把他视作“政治负担”。

厄瓜多尔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亚历杭德罗·奥利瓦雷斯说，赶走阿桑奇
“不太可能不受欢迎”。他说，在厄瓜多
尔等拉美国家，领导人如果有亲美举动，
容易受到“替美国干脏活”指责，但就阿
桑奇一事，更多是厄瓜多尔国内派系之间
争议。

支持阿桑奇的前总统科雷亚现在比利时
居住，因涉嫌卷入2012年一起政治绑架案受
到司法机关通缉。他11日批评莫雷诺“懦
弱”，指认后者因为“维基揭秘”曝光海外
资产而报复阿桑奇。

获保证

阿桑奇是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总理斯
科特·莫里森11日说，澳方无意介入阿桑奇案
件，因为“那是美国的事，与澳大利亚无
关”。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11日发布声明，指控阿桑奇涉嫌破解一台美
国政府涉密电脑的密码，如果定罪将面临最
重5年监禁刑罚。

暂时不清楚英国是否会将阿桑奇引渡
到美国。莫雷诺说，应他的要求，英国政
府“书面确认”，不会把阿桑奇引渡至
“他可能受到折磨或面临死刑的任何国
家”。

（据新华社专特稿）

厄瓜多尔向美国投桃报李？

□新华社/法新

美国前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
的一名幕僚11日遭起诉，涉嫌就“通俄”
调查牵出的“案中案”作虚假陈述并隐瞒
事实。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指控前白宫
首席法律顾问格雷格·克雷格向司法部刻意
隐瞒他为乌克兰政府效力的“重要事
实”。

克雷格在一段视频声明中认定起诉
“没有先例、不正当”，自信法官和陪审
团势必同意他的看法。“我没有参与误导
政府、隐瞒重要事实的犯罪图谋。”

路透社报道，克雷格现年74岁，可能
因虚假陈述、违反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
法》面临最长10年监禁。这项游说法律
1938年颁布，要求美国公民为外国政府或

政治实体作游说必须向司法部报备，故意
瞒报可判重罪。

作为首都华盛顿知名律师，克雷格
曾是世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之一。
他和这家设在纽约的律所2012年受雇于乌
克兰政府，为后者指控时任乌克兰总统
维克多·亚努科维奇的政敌、前总理尤利
娅·季莫申科撰写一份报告，帮助乌方向
欧洲人权法院证明在司法审理前羁押季
莫申科合法。

亚努科维奇是特朗普前竞选团队经理
保罗·马纳福特提供游说服务的“老客
户”。调查人员“盯上”克雷格，缘于针
对马纳福特的调查。

美国联邦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调查
2017年5月发起“通俄”调查，针对特朗普

竞选团队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是否与俄
罗斯方面“串通”以及这名共和党籍总统
后续是否妨碍司法调查。

马纳福特3月由两家联邦法院累计判
处超过7年监禁，罪名包括为亚努科维奇
及其领导的地区党游说，获得巨额收
入，却没有向美国政府报备“代理人”
身份。

世达律师事务所3个月前与司法部达成
和解，承认没有依照《外国代理人登记
法》作登记，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服务并收
到460万美元“酬劳”。这场民事和解把大
部分责任归咎于克雷格。

克雷格定于12日出庭，是第一个因
“通俄”调查吃官司的民主党人。

（新华社专特稿）

奥巴马幕僚卷入“通俄”调查“案中案”
据新华社新德里4月11日电 据印度媒体

报道，11日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选举投票首
日发生暴力冲突，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据报道，印度东南部安得拉邦多地当天
发生暴力事件，导致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
伤。在该邦一个投票站附近，两个政党的工
作人员大打出手，导致双方各有一名工作人
员死亡。

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日程，本次
大选从4月11日至5月19日分7个阶段进行，选
举结果将于5月23日公布。其中，第一阶段投
票覆盖西孟加拉邦、安得拉邦等多个地区，
约有1 . 42亿选民参加此阶段投票。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议会实行两院制，分
为联邦院（议会上院）和人民院（议会下院）。人
民院选举每5年举行一次，在选举中赢得多数
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有权组建内阁。

印度大选投票首日

暴力冲突导致2人死亡

文在寅访美 商议助推朝美对话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1日会晤来访的

韩国总统文在寅，谈及希望美朝领导人第三
次会晤，破解朝鲜半岛核谈僵局。不过，特
朗普说，现阶段不会解除对朝鲜制裁。

文在寅10日飞抵美国首都华盛顿，11日
会晤特朗普以及其他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磋
商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美韩军售和贸易等
议题。

就美国和朝鲜两国首脑是否有望近期再
次会晤，特朗普11日释放积极信号：“有可
能发生。（美朝首脑）第三次会晤有可能发
生。得一步一步来，不能一蹴而就。”

文在寅11日说，他与特朗普一样，把朝
鲜完全无核化视为“终极目标”。在文在寅
看来，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并非失败，而是
漫长对话进程的一部分，“我们现在面临的
重要任务是，保持对话的势头”。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告诉文在
寅，他与金正恩关系挺好，“（美朝）对话
的大门依旧敞开”。

特朗普11日说，希望文在寅能够近期与
金正恩见面，继而推动实现第三次“金特
会”。

一名韩国官员披露，文在寅向特朗普承
诺，他会尽快联络朝鲜方面，推动实现韩朝
首脑会晤，以便进一步助推美朝对话。特朗
普随即表示，希望文在寅尽快告知韩朝互动

的进展。
文在寅去年曾三度会晤金正恩，其中第

三次是文在寅2018年9月访问朝鲜首都平壤，
而金正恩当时承诺访问韩国。不少政治分析
师认为，文在寅如果能近期会晤金正恩，将
有助于促成朝美重新启动对话。

另外，特朗普11日说，不排除美朝韩领
导人三方会晤的可能性。

特朗普与文在寅谈及对朝鲜制裁事宜，
表示现阶段不会取消对朝制裁，也不考虑追
加制裁。

面对媒体记者提问，特朗普11日答道，
“我们总是可以增加（对朝）制裁措施，只
是现在我不想这么做”。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与文在寅商讨过
“某些人道主义（援助）”，例如韩国有可
能向朝鲜提供食品等援助。

一些政治分析师注意到，文在寅启程访美
前释放愿意向朝鲜让步的信号，但美方“显然
恢复了强硬立场”。特朗普11日说，朝方寻求美
方“一步步”放松制裁，美方持开放态度，但需
要看到朝方采取更多具体措施。

“（美朝达成）各种小交易，这有可
能。事情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一步步敲定小
交易，”特朗普说，“但现在我们谈的是大
交易。所谓大交易，是指全面弃核。”

（据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发

这张朝中社
4月12日提供的
照片显示的是11
日举行的朝鲜第
14届最高人民会
议第一次会议现
场。

获得会议一致同意

金正恩被推举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综合新华社平壤4月12日电 据朝中社12
日报道，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
议11日开幕，会议推举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当选国
务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和最高人民会议常任
委员会委员长，金才龙当选内阁总理。

据报道，会议首日议程在万寿台议事堂
举行。崔龙海议员向大会郑重提议推举金正
恩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获得参会人员
一致支持。最高人民会议是朝鲜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行使立法权，每届任期五年。

在国际媒体看来，金正恩执政以来新一
届国家领导班子就此亮相，将担负自力更生

建设经济强国的重任。
新一届朝鲜国务委员会中，金才龙等11

人当选委员，包括分管朝鲜对美国谈判的劳
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外务相李勇浩、
原副外相崔善姬。

其中，崔善姬是首次出任国务委员。朝
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12日刊登的配
图报道显示，崔善姬已经升任外务省第一副
相，接替金桂冠。韩联社等媒体解读，崔善
姬在两次朝美首脑会晤中始终站在一线，得
到晋升显示朝鲜重视对美外交；她在后续朝
美对话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11日会议没有提及朝美关系。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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