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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3日决
定取消明年赏樱会，缘由是反对党议员指认安倍借赏樱会
公款招待支持者，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3日告诉媒体记者，决定由
“安倍作出”，政府取消原定明年4月举办的赏樱会。他
说，将全面重新审视赏樱会的预算和招待人数，明确参会
人选标准，推动邀请程序透明化。

日本政府从1952年起在首都东京新宿御苑举办赏樱
会，邀请社会各界代表与首相一起欣赏樱花，费用由政府
承担。

安倍执政期间，赏樱会预算大幅增加。内阁府数据显
示，2014年赏樱会支出大约3000万日元（约合193万元人民
币），2019年增至5500万日元（约合355万元人民币），参
加人数从大约1 . 4万人增至1 . 8万人。

在野党日本共产党国会参议员田村智子8日在参议院
预算委员会上说，安倍的支持者参加今年赏樱会，因而指
认安倍违反《公职选举法》。

涉嫌公款私用

安倍取消明年赏樱会

由美国国会民主党人主导、针对总统特
朗普的弹劾调查13日迎来首场公开听证会，
标志着弹劾调查进入新阶段，引发美国朝野
高度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民主、共和两党都利用
听证会打总统选举“公关战”。自弹劾调查
启动以来，两党交锋激烈，此次听证会更是
“火上浇油”。

弹劾调查新阶段

首场听证会13日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进
行，由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希夫主持，
证人为美国负责欧洲和亚欧事务的助理国务
卿帮办肯特和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泰勒。

希夫在开场陈述中说，众议院调查人员
从过去几周的弹劾调查中收获很多，但由于
白宫阻碍，仍缺少一些信息。众议院情报委
员会中级别最高的共和党人努内斯随后表
示，弹劾调查站不住脚，是针对特朗普的
“抹黑活动”。

肯特和泰勒随后进行开场陈述并先后接
受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提问。他们在回顾弹
劾调查涉及事件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特朗普
政府的乌克兰政策和一些做法的担忧。

《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肯特和泰勒
的证词与美国媒体之前披露的闭门听证会证
词相比并没有多少新内容。

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9月底宣布启动针
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以来，众议院对一些官
员进行了闭门取证。10月31日，众议院投票
通过一份关于弹劾调查程序的决议案，为弹
劾调查由闭门转向公开提供了依据。

分析人士认为，弹劾调查进入公开阶段
表明，民主党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证
据，希望通过证人公开作证争取更多民意支
持，以进一步推动弹劾调查。

总统选举“公关战”

就13日听证会和会后的一些表态来看，
民主、共和两党基本都是围绕肯特和泰勒的

证词反复强调各自观点。
民主党人认为，已有不少证据显示特朗

普滥用职权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而且不断
阻碍弹劾调查，妨碍国会履行监督职责。但
在共和党人看来，特朗普有理由对所谓拜登
父子腐败问题表示关切，而且乌克兰没有感
受到压力，因此民主党人启动的弹劾调查不
合法、不公平。

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授加尔迪
耶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民主党
人希望在民众心中形成特朗普存在不当行
为从而应被弹劾的印象，而共和党人则不
遗余力地为特朗普辩护，对于双方来说，
这是面对广大民众进行公关的最佳机会，
特别是针对那些平时不怎么关心政治的群
体。

美国共和党政策分析师奥康奈尔认为，
目前弹劾案还没有出现能够对选情造成实质
性影响的进展。在加尔迪耶里看来，弹劾案
或进一步激化选民，让支持特朗普的人更支
持他，让反对他的人更反对他。

两党对立更加剧

除了泰勒和肯特，本周公开听证会另

外一名证人是美国驻乌克兰前大使约万诺
维奇，她将于15日到国会作证。希夫日前
还宣布，18日至21日，还将会有8名证人陆
续到国会出席公开听证会。据美国媒体报
道，民主党还计划安排其他证人闭门作
证。

根据国会日程，众议院将于22日开始
休会，并于12月初复会。目前，针对特朗
普的弹劾调查将于何时结束尚不确定。但
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更多公开听证会的举
行，两党的对立将更加尖锐。

奥康奈尔对记者说，民主党人并不希
望弹劾调查拖太久，拖得越久对民主党选
战的负面影响越大。

按照相关程序，国会众议院下属几个
委员会负责弹劾调查，之后将案件提交至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若认定调查充分，众
议院全院将进行表决，只要有一项弹劾条
款获得简单多数支持，总统即被弹劾。随
后案件移交参议院，如三分之二参议员认
定总统有罪，总统则被解职。

分析人士认为，弹劾条款很可能会在
由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但在参议
院通过的可能性不大。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3日电）

都利用听证会打总统选举“公关战”

特朗普弹劾案首场听证会难言胜负

□新华社发

11月13日，在美国华
盛顿，美国驻乌克兰临时
代办泰勒(右)和美国负责
欧洲和亚欧事务的助理国
务卿帮办肯特出席听证
会。

由美国国会民主党人
主导、针对总统特朗普的
弹劾调查13日进入公开听
证阶段。

美国弹劾听证显党派较劲

美国国会众议院13日听证会经由电视直
播，全程5个半小时，揭开20多年来涉及弹
劾总统调查的首个公开听证议程大幕。

民主党人首先召集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
办威廉·泰勒，举证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乌
克兰方面着手调查竞选对手乔·拜登“更在
意”，继而借外交官证词刻画白宫“影子外
交”，即以军事援助作为施压乌克兰的“手
段”，为个人谋取政治私利却危及国家安
全……

特朗普以社交媒体文字为自己辩护，继
而在记者提问时声称“忙到没时间看”听证
会，继续指认弹劾调查是“猎巫”；共和党
人在听证会上不忘利用直播时段作免费宣
传，在座席后面设置标语牌，暗示民主党人
针对共和党籍总统发起“政变”，弹劾程序
难以推进，特朗普可能连任……

依现有局面推测，公开听证结束后，弹
劾即使由民主党人占据多数席位的众议院表
决、启动，也难以在共和党人占优的参议院
接续。

两党发力公开听证会，更在意这场
“秀”的2020年选举效应。

民主党策划“直播”，听证首日抖出新料，
意在坐实总统的“政治污点”；共和党尝试把
听证会与党争“绑定”，渲染民主党一直图谋
把特朗普“推翻”，用以提振共和党选情。

听证会无法改变选民取向。路透社一项
民意调查显示，支持者依然“爱”特朗普，
反对者仍旧“恨”这名白宫主人；75%的民
主党人支持弹劾，79%的共和党人反对。

只是，弹劾调查“赌局”加码，党派争
斗“战壕”更深，民意分裂更难弥合。

（新华社专特稿）

玻利维亚行政首都 1 3日再次发生冲
突，辞任总统埃沃·莫拉莱斯的支持者与
警方冲突，抗议反对派推举的“临时政
府”领导人珍尼娜·阿涅斯。

街头不宁

莫拉莱斯的支持者涌上行政首都拉巴
斯和莫拉莱斯“大本营”埃尔阿尔托街
头，挥舞旗帜。一些人向防暴警察投掷石
块，警方发射催泪弹，试图驱散人群。同
时，军方战机震慑低飞。

“我们会携手斗争，直到莫拉莱斯回
来，”支持者波琳娜·卢尚普说，“我们
请求他回来，他需要回来主持大局。”

莫拉莱斯现年60岁，是玻利维亚首位
印第安人总统，同时是南美洲在任时间最
长的左翼领导人，因今年10月总统选举出
现计票争议，10日失去军方和警方领导人
支持，宣布辞职，12日抵达墨西哥政治避
难。

莫拉莱斯指认对手发动“政变”，虽
然身处墨西哥，承诺不脱离政治，“继续
抗争”。

国会不从

反对派推举的临时政府领导人阿涅斯
在玻利维亚国会面临一系列挑战，莫拉莱
斯阵营的议员占据国会三分之二议席。

莫拉莱斯一方正在国会推动新议程，

挑战阿涅斯的“继任者”地位。阿涅斯一
方拒绝承认这些议程，指认它们无效。双
方对峙为政局增添不确定。

莫拉莱斯阵营议员12日晚抵制阿涅斯
召集的国会两院全体会议，令那一次旨在
确认她“继任者”身份的会议出席人员不
足 多数。 不 过 ， 阿 涅 斯 依 然 宣 称 “ 继
任”。

玻利维亚宪法法院12日晚发布声明，
支持继任程序，但没有明确提及阿涅斯。
只是，一些法律专家认为，从技术角度
看，一些继任步骤应有国会参与。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政治学者爱德
华多·加马拉告诉美联社记者，阿涅斯
“今后几个月将困难重重”。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和拉美研究
副教授珍妮弗·西尔预期，莫拉莱斯所属
政 党 不 太 可 能 接受阿 涅 斯 成 为 “ 继 任
者”，“后续会怎样因而仍然不明确，令
人极度担心”。

前路不平

阿涅斯今年52岁。她12日晚“继任”
后刻意与莫拉莱斯保持“距离”，选择在
老总统府而不是 2 6层高的总统办公大楼
“亮相”。

她承诺尽快重新选举总统，但同样面
临挑战。

依据玻利维亚宪法，法定人选继任临
时总统后，总统选举必须在90天内举行。

玻利维亚最高选举法院院长等多名官员先
前遭警方以涉嫌选举舞弊为由逮捕。

阿涅斯需要组建新的选举法院，遴选
无党派人士充任选举法院成员，推动国会
就举行新一届选举投票表决。阿涅斯13日
组建新“内阁”，同时撤换军队领导人。

国际层面，美国、巴西、哥伦比亚和
危地马拉承认阿涅斯是“继任者”，与莫
拉莱斯同为左翼政党领导人的阿根廷总统

毛里西奥·马克里没有公开表明态度，但
阿根廷国会参众两院谴责阿涅斯自行宣布
“继任”。

阿涅斯在社交媒体“推特”说，她向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发出
邀请，请他向玻利维亚派遣大使。委方现
任大使由委内瑞拉政府派驻，拒绝承认阿
涅斯。

（新华社专特稿）

莫拉莱斯“退”而不“休”

玻利维亚临时总统难止动荡

新华社
墨西哥城11
月13日电
日前辞去玻
利维亚总统
职务并到墨
西哥政治避
难的莫拉莱
斯 1 3 日 表
示，如果玻
利维亚民众
要求，他愿

意重返玻利维亚，为民众带来平静。
当天，莫拉莱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他提出愿开展“开

放、真诚”的国民对话，建议邀请一些友好
国家和国际组织陪同参与。他谴责美洲国
家组织行为是服务于“美国帝国主义”。

10月20日，玻利维亚举行总统和议会选
举。官方投票结果显示莫拉莱斯可在第一轮
选举中直接胜出，但反对派指控莫拉莱斯阵
营舞弊。美洲国家组织11月10日公布的报告
说，大选存在造假行为，建议玻利维亚重新
举行选举。

迫于各方压力，莫拉莱斯随后宣布辞
职，并到墨西哥政治避难。玻利维亚参议院
第二副议长珍尼娜·阿涅斯12日在立法会议
上宣布担任该国临时总统，并表示将尽快举
行新的大选。莫拉莱斯表示，阿涅斯宣称就
任临时总统等举动违反宪法。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3日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
席鲍威尔13日出席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听证会时表
示，美国经济基本前景依然乐观但风险犹存，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贸易状况和低通胀环境是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
利影响的主要因素。

鲍威尔在作证时说，美国经济已连续多年扩张，目前
基本前景依然乐观，但也存在风险。今年三季度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增幅回落，反映了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贸易状
况影响下美国企业投资仍然疲软，制约出口和制造业增
长。同时，失业率虽维持在近50年来低点，但就业增长有
所放缓。此外，通货膨胀率持续低于美联储设定的对称性
2%目标，也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前景。

鲍威尔说，过去一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疲软、通
胀压力减弱，这是促使美联储调整利率政策的主要原因。
自7月以来，美联储已经连续三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
区间，以应对相关风险，实现美国经济增长保持强劲、通
胀率接近对称性2%目标。由于货币政策效果存在滞后
性，利率调整对经济、就业和通胀的全面影响将随时间推
移逐步实现。只要经济前景与美联储对经济预期大体一
致，当前货币政策立场就基本适当。一旦出现需要重新评
估经济前景的重大情况，美联储将作出相应反应。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美国经济前景乐观
但风险犹存

据新华社电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领导的执政党保守党在得到脱欧党“退选”支持
后，把对反对党工党的领先优势扩大到10个百分点。

英国《每日电讯报》委托萨万塔-康雷斯调查公司所
作在线民调显示，保守党获得40%的民意支持，相比上周
上升3个百分点；工党支持率为30%，比上周增加1个百分
点；自由民主党和脱欧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6%和7%。

英国脱欧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11日说，脱欧党将为
保守党“让路”，在保守党经2017年议会选举“拿下”的
选区，不会选派候选人竞选，但会派人在工党获胜的选区
竞选。路透社报道，这是对约翰逊的重大利好。

约翰逊希望在12月12日选举中赢得议会下院多数席
位，进而推动议会通过新版“脱欧”协议，带领英国在新
期限、2020年1月31日脱离欧洲联盟。

英保守党民调优势扩大

莫拉莱斯表示愿重返玻利维亚

莫拉莱斯 □新华社发

综合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中国海关总署和农业农
村部14日联合发布公告，解除美国禽肉进口限制。

公告说，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解除原质检总局、原农业部联合发布的2013年第19号、
2013年第103号、2014年第58号、2014年第100号、2015年第8
号公告对美国禽肉进口的限制，允许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要
求的美国禽肉进口。

记者了解到，2013年和2014年，美国部分地区发生禽
流感疫情，为了防止上述疫情传入，保护我国家禽业生
产，我国禁止从美国输入禽类及相关产品。

据悉，疫情发生后，美方积极采取防控措施，自2017
年3月以来，美国国内未再有新的疫情发生。2017年8月美
方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提交了疫情终结报告。

应美方邀请，2017年7月，中国专家组赴美开展禽流
感疫情防控体系和禽肉监管措施实地评估。

中国两部门公告：

解除美国禽肉进口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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