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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总理兼武装力量总
司令海德尔·阿巴迪９日宣布，政
府军在摩苏尔战役中取得胜利。

去年 10 月，伊拉克政府军发
起收复摩苏尔的军事行动。全面
收复摩苏尔将是伊军一大“里程
碑”，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面临
的最大打击。不过，外国媒体评
述，即便全面收复摩苏尔，鉴于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各地仍有残
余势力，伊军仍然面临挑战。此
外，摩苏尔的重建任务艰巨。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９日在
一份声明中说：“伊武装力量总
司令海德尔·阿巴迪抵达已解放
的摩苏尔，祝贺伊拉克英勇的士
兵和人民取得的重大胜利。”

早在８日，一些伊政府军士
兵就开始在摩苏尔老城的街道
上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

不过，摩苏尔的战事眼下似
乎并未完全停止。在伊拉克总理办
公室９日发表声明之际，摩苏尔仍
能听到枪声，空袭也还在继续。

近几天，仍有数千名平民困
在摩苏尔老城区，不少人在逃跑
过程中惨遭极端分子毒手。在收
复摩苏尔的战事中，伊拉克政府
军也遭受巨大人员损失。尽管政
府方面暂未提供具体伤亡数字，
但消息人士近期透露，伊拉克反
恐部队在摩苏尔战役中损失了
40%的士兵。

失去摩苏尔后，分析人士认
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溃败
已成定局。不过，鉴于极端分子
接连城池失守，他们越发倾向于
在受伊拉克政府控制的区域发
动报复性袭击，伊军仍需面对来
自“伊斯兰国”的威胁。

与此同时，伊拉克还需解决
人道主义危机问题，缓解难民逃
离给邻国带来的压力。根据联合
国上周公布的数字，自去年10月
伊拉克政府军发起收复摩苏尔
的军事行动以来，已有约91 . 5万
人从摩苏尔逃离。

此外，由于大量建筑在战
事中遭毁，摩苏尔重建任务艰
巨。据联合国估计，修复摩苏尔
基础设施等需要消耗超过 1 0
亿美元。 据新华社

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火再升
级。继本月 8 日印巴军队在克什
米尔地区激烈交火后，9 日再度
发生交火，双方均指责对方朝己
方开火并造成人员伤亡。

印巴双方互相指责

巴基斯坦外交部 9 日两度
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副高级专
员，就前一天的双方交火事件向
印度提出抗议。巴方表示，印军

“故意以平民作为目标，违背了
国际人道主义法则，应受到谴
责”，要求印度遵守双方 2003 年
达成的停火协议。

而印度国防部表示，“巴方
先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开火，印
度军队进行了回击”。

当地时间 9 日傍晚，巴基斯
坦和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再度
发生交火。巴基斯坦媒体报道，
巴方摧毁了 2 处印军哨所，并打
死 4 名印度士兵。而印度方面也
进行了回击。

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
巴方行动是对 8 日印军无故跨
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对巴境内炮
击的强硬回应。巴军方在声明中
称，对印军此类挑衅行为，巴军

方都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平民。
根据巴方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今年以来，发生在巴印边境的交
火冲突已造成巴基斯坦境内 18
名平民死亡，105 人受伤。

克什米尔问题由来已久

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由来已
久，其根源在于英国殖民者在
1947 年“印巴分治”时种下的地
缘政治隐患。从这一意义上说，
印巴之间的冲突，其实是在为英
国“退出”时埋下的钉子“买单”。

由于地理特点，克什米尔地
区对印巴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对巴方而言，如果印度
完全控制克什米尔，巴基斯坦的
核心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对印
度而言，如果巴基斯坦完全控制
克什米尔，印度西北部也将“无
险可守”，包括新德里在内的纵
深平原地区均将失去屏障。

正因如此，自 1947 年印巴分
治后，印巴双方在克什米尔争夺
激烈，前后已爆发过两次战争。
双方在 2003 . 年达成现行停火协
议后，在停火线形成长期重兵对
峙局面。沿着这条对峙界线，已
经发生过多次小规模摩擦。

助推南亚地区紧张局势

此次印巴两军的交火事件
究竟是谁引发，目前尚难以清晰
确认。但外界能够清楚的是：8
日早上两军进行了互射，各有人
员伤亡，巴方伤亡人员为平民；
9 日，巴军向印军进行报复性炮
击，摧毁了印方的两处哨所，并
声称打死 4 名印军士兵。类似这
样的交火事件，与此前案例极为
相似。此次交火与过去不同之处
在于近期的地区局势背景。由于
南亚地区近期紧张局势升级，印
巴之间的交火，无疑构成了推动
局势的又一个因素，其背景超越
了克什米尔问题本身，涉及到印
巴之间的整体博弈，乃至于整个
南亚次大陆的格局发展。

印有称雄之心 却无实力

进入本世纪后，印巴双边
关系总体保持稳定，未发生过
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是，印度
仍有在南亚次大陆“称雄”之
心，因此其外交和军事动作整
体上呈现出“强势”和“攻势”的
特点。而且，印度的眼光并不仅
限于陆地，还希望真正控制整

个印度洋，掌控亚欧之间、东亚
与中东非洲之间的联络通道，
全面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话
语权。这与其希望成为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也是
想配套的。

在如此战略思维的指导之
下，印度对周边地区四处伸手，
也成为了一种必然。印度军方最
近声称要打“ 2 . 5 场战争”，这不
仅体现了其将周边多个国家作
为明确假想敌的心态，也体现了
其对于自身能力认知的缺陷。

印度虽有称雄之心，却无相
应的实力。近年来，印度经济发
展增速明显放缓，其国内经济社
会发展问题多多，其东北部的独
立运动和武装反抗也有抬头之
势。印度原本应该抓住世界经济
发展的外部机遇，在国内推行大
规模改革，真正将国家推上工业
化道路，但目前看，印度似乎还
要在旧的套路里走下去。

至于克什米尔问题，今后可
能还会持续目前的紧张对峙局
面。对于印度而言，如果其将其
它方向作为首要目标，克什米尔
将成为时刻在背的那根“芒刺”。

据央视新闻

二十国集团（G20 ）领导人
峰会 8 日的一场会议上，另一位
特朗普一度代表了美国。

在当天的 G20 峰会讨论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
特朗普与其父一同出席，而就在
特朗普暂时离开座位时，伊万卡
上前与各国领导人同桌而坐。

尽管伊万卡“替父”开会的时
间不长，却引发各方激烈的讨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代
表团官员认为，当领导人离开会
场时，代表团其他成员顶替其位
属正常。不过，BBC 指出，尽管伊
万卡是其父的助手之一，但领导
人因故缺席会议之时往往由高级

别官员“替补”参加会议讨论。
德国总理默克尔当日也被

媒体问及“伊万卡替父开会”一
事。默克尔说：“这是美国代表团
的决定，伊万卡·特朗普是美国
代表团的成员。众所周知，她在
白宫工作。”

事实上，特朗普今年 1 月上
任后，先是任命女婿库什纳担任白
宫高级顾问，而后又为女儿伊万卡
在白宫谋得一间办公室，接连遭到
外界指控，称其“用人唯亲”。

许多人批评特朗普这是典
型地将公务与家庭混为一谈。美
国专栏作家查尔斯·布洛说：“为
什么是伊万卡坐在她父亲 G20

会议中的位置上，她有什么资
格？谁投了她的票？”

对于媒体的批评声音，7 月
10 日特朗普发推特自己给出了回
复：“我为了与日本等国进行简短
会晤而离开会场。我让伊万卡占
座，这很标准的，默克尔也认同！”

随后特朗普再次发推，还将
此事与另以外“第一女儿”切尔
西·克林顿联系在一起，称：“即
便当她妈妈(希拉里·克林顿)抛
弃我们国家时，切尔西·克林顿
被要求替她妈妈占座，假新闻媒
体们也会说：切尔西为了总统这
样做！”

不过，这条推特很快得到了
切尔西的反击。她表示，“这事我
爸妈可干不出来。”

据观察者网、《国际先驱导报》

7 月 8 日，根据蒙古国总统选
举委员会公布的投票数据，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巴图勒嘎赢得大选。

巴图勒嘎现年 54 岁，从政
前有商人、艺术家和运动员多重
身份，作为时任蒙古柔道协会会
长，他曾带领蒙古柔道队在北京
奥运会摘得蒙古国的第一块金
牌。他以“爱国者”自称，在竞选
宣传活动中提出“为了强大的蒙
古”、“蒙古必胜”的口号。其充满
民族主义的竞选口号也引发年
轻选民的共鸣。

不过，巴图勒嘎也曾被指贪
污受贿，在外国银行拥有秘密存
款，“通过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
迟滞蒙古铁路发展”等。巴图勒
嘎曾任蒙古国交通运输部部长。
期间，他曾介入中蒙两国建设跨
境窄轨铁路计划，致使该计划一
度被搁浅。

巴图勒嘎在竞选中曾表示，
蒙古国经济受到“南部国家”的
威胁，许多省份的地下资源出口
到中国，“是纠正这个问题的时
候了”。但他也曾表示将力挺修
建从蒙古通往中国的铁路项目，
并对中国“一带一路”泛亚洲基
础设施建设的倡议表示赞扬。

巴图勒嘎的妻子是俄罗斯
人。蒙古国前总理宾巴苏伦也为
这位“俄罗斯女婿”背书，称巴图
勒嘎是“蒙古狗”。言外之意就是
对国家忠诚，守卫家园，不会出
卖国家利益。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
心研究员娜琳对澎湃新闻分析
称，巴图勒嘎在今后的政策制定
中，可能会更倾向俄罗斯，要防
止相关政策对中蒙关系产生消
极影响。 据澎湃新闻

伊拉克宣布解放摩苏尔

在清澈的天空下，呼吸
着清新的空气，很难看到笼
罩不丹的巨大阴影——— 这
里，经济几乎全部依靠印度
支持的水电支撑，各种产品
几乎全部从印度进口，各行
各业完全被印度控制……

2016 年 5 月，以“‘一带
一路’倡议下南亚命运共同
体”为主题，新华社驻加德满
都分社召开了一个研讨会。
在邀请不丹方面的人士与会
时，记者深刻地感受到不丹
人在对外交往中几乎毫无自
由可言。

在邀请不丹首相的一位
新闻顾问时，对方表示很荣
幸和很乐意参加，为了得到
首相批准，对方又把演讲主
题限定在不丹如何参与防止
气候变暖。结果还是没有得
到同意。记者转而邀请不丹
旅游委员会的一位级别较低
的官员，把议题限制在如何
发展不丹旅游业上，然而，仍
旧是对方刚开始表示很高兴
参加，却得不到有关部门的
同意。

2012 年，中国和不丹处
在历史上少有的“亲密期”，
时任首相吉格梅·廷莱对华
友好。当年 6 月他在与中国
总理会谈时表示，愿尽早与
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本着
合作的精神解决边界问题。

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
家，廷莱在不丹民望很高。他
要独立自主地与中国发展关
系的主张也有着强大的民意
基础。但很快，这位不丹首位
民选首相在 2013 年被迫辞
职，此后几乎不再露面。

不过，随着不丹逐步加
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情况
也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此次印度军队非法越界
进入中国领土事件发生后，印
度主流媒体大量铺天盖地的
不实报道，迫使不丹的有识之
士在社交媒体和印度媒体上
勇敢发声进行抗争，他们表达
了压抑已久的强烈愿望：自主
解决边界问题以维护不丹的
利益，独立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以保持外交平衡。

历史学家卡尔马·蓬乔在
接受《今日印度》杂志采访的
时候说，他个人认为中国没有
对不丹咄咄逼人，相反中国尊
重不丹的主权，主张第三国不
应该干涉两国主权之间的事
情。他还呼吁不丹与中国尽快
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7 月 6 日清晨，知名网络
作家多尔吉·彭乔在脸书上
撰文说，“中不之间的边境谈
判，双方其实都比较满意，就
是印度不高兴，强迫不丹向
中国争取更多；印度不敢冒
与中国一战的风险，假想洞
朗高地具有战略优势，用绳
子套住了不丹。”

不丹的观察家认为，在
不中领土问题上，这可能是
不丹民众第一次表达了与印
度媒体截然不同的声音，那
就是不丹领导人应该自主地
解决与中国的领土问题并尽
早建立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据《国际先驱导报》

被印度套住的
“幸福国度”不丹

女儿伊万卡替特朗普开会

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交火，为啥？

蒙古国新总统
是“俄罗斯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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