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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官员17日说，苏丹武装冲突已经造成将
近200人死亡、1800人受伤。欧洲联盟说，欧盟驻苏
丹大使艾丹·奥哈拉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的住所内遭
殴打。

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继续呼吁停火，但冲突双
方目前没有让步迹象。一些分析师说，冲突可能持
续多日，甚至存在外溢风险。

【人道状况堪忧】
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团长福尔克·

佩尔特斯17日经由视频连线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报
告，冲突已经导致至少185人死亡、大约1800人受伤。

苏丹医生委员会当天说，冲突造成近100名平民
死亡，估计冲突双方合计“数十人”死亡。由于许多
伤员无法到医院救治，实际死伤人数可能更多。

这一医生联合团体说，交火对喀土穆及其他城
市多家医院造成严重破坏，一些医院“完全关门”。
世界卫生组织早些时候警告，喀土穆多家收治受伤
平民的医院已经“用光存血、输血器具和静脉注射
液”。

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无国界医生组织通
报，北达尔富尔州唯一仍开门的法希尔医院收治136
名受伤平民。这一国际医疗援助组织驻当地协调员
塞勒斯·帕耶说，大多数受伤平民遭交火殃及，“其中
许多是儿童”。由于手术能力有限，在冲突爆发的头
48小时内，11名平民因伤势过重死亡。

在喀土穆，居民在恐慌中艰难度日。透过窗口
可以看到坦克在街头隆隆开过，空袭声、炮声和激烈
枪声断断续续，城区上空飘着黑烟。一些居民冒险
出门，在尚未关门的食品店和加油站外排起长队。
大多数城区断水、断电。

喀土穆还出现败兵趁火打劫、入户抢劫财物的

报道。路透社说，冲突15日爆发后，喀土穆街头就看
不到警察。

【欧盟大使遇袭】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

17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几小时前，欧盟驻苏丹
大使在自己的住所遭殴打。保护外交馆舍和外交人
员安全是苏丹当局首要责任，也是国际法规定的义
务。”

博雷利没有披露欧盟大使奥哈拉的伤势，也没
有指认哪伙人殴打了奥哈拉。

奥哈拉现年58岁，爱尔兰人。欧盟发言人娜比
拉·马斯拉利告诉法新社记者，奥哈拉“尚好”。“保护
员工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欧盟驻苏丹使团没有
撤离，正在评估安保措施。”

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迈克尔·马丁说，尽管
奥哈拉“没有受重伤”，这次袭击“严重违反维也纳公
约所规定保护外交官的义务”。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6日早些时候说，这一
多边援助机构15日在北达尔富尔州分发物资时遭冲
突殃及，雇员三死两伤，因此不得不暂停在苏丹的一
切活动。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马丁·格
里菲思说，苏丹冲突再起，导致本已脆弱的局势恶
化，迫使联合国机构及其人道主义合作伙伴暂时停
止多个在苏丹境内的援助项目。法新社报道，苏丹
三分之一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未见缓和迹象】
路透社分析，尽管军方在兵力上占优势且有空

军，但快速支援部队早就在喀土穆及其他城市的居
民区广泛扎营，意味着任何一方都难以迅速取胜。

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

17日在推特上呼吁国际社会干预苏丹局势，称政府
军轰炸平民。

军方则继续指认快速支援部队是“反叛民兵组
织”，故意“在靠近人口密集城区交战”，并要求这一
准军事组织解散。

前一天，苏丹军方宣布，应联合国建议，人道主
义停火3小时。快速支援部队同样短暂停火。喀土
穆16日夜间相对平静，但17日晨枪炮声再度响起。

过去几月，围绕快速支援部队如何接受改编、并
入政府军，以及由何方监督这一过程，快速支援部队
同军方关系日益紧张。美联社解读，这一改编是苏
丹各方去年12月就恢复政治过渡进程所达成协议的
一项主要条件，而协议迄今未获签署。

自15日爆发冲突以来，苏丹军方和快速支援部
队均声称控制一系列要地，包括喀土穆国际机场、总
统府，但无法获得第三方独立证实。

苏丹政治分析师胡卢德·海尔说，尽管苏丹自独
立以来经历数十年内战、政变和反叛，但当前在喀土
穆这种规模的冲突“前所未见”。

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团长佩尔特斯
17日告诉媒体记者：“形势易变，很难说平衡会倾向
哪方。”双方没有给人希望马上接受和平斡旋的印
象。

路透社以埃及安全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埃及和
阿联酋正合作制订停火提议。埃及是苏丹军方最重
要的支持者，而快速支援部队同阿联酋、俄罗斯关系
密切。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当天早些时
候再次敦促冲突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警告倘若局
势进一步升级，“对苏丹和整个地区可能极具破坏
性”。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苏丹武装冲突死伤近两千 欧盟大使遭殴打

新华社联合国4月17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17日
举行朝鲜核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在会上作两轮发言，敦促美方正视朝鲜半岛问题症
结，采取有意义的实际行动，并阐明中方对美英澳核
潜艇合作问题的立场。

张军在第一轮发言中说，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持
续紧张，对抗不断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半岛问
题作为冷战残余延宕几十年，本质是安全问题。近
段时间，美国在半岛周边频繁举行军演，出动核动力
航母、B-52轰炸机等战略武器，严重加剧朝鲜不安全
感，这是导致当前半岛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

张军指出，半岛问题历史上曾数次处于形势转
圜的关口。然而，由于美方政策反复，未按“以行动
对行动”原则作出回应，重回制裁施压老路，导致一
再错失解决半岛问题的机遇。各方应深刻反思历史
教训，认识到只有相互释放善意才能积累必要互信，
才能为实现和谈创造条件。特别是美方要正视问题
症结，拿出负责任态度，采取有意义的实际行动。

张军说，有关各方应多换位思考，正视彼此正当
合理关切，减少相互刺激和对抗施压，为重启有意义
的对话创造条件。中方始终主张坚持“双轨并进”思
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强调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
岛和平机制二者缺一不可。这些主张过去曾经为半
岛形势转圜发挥过重要作用，未来仍是解决半岛问
题的根本出路，各方应继续沿着这一方向作出努力。

张军强调，要把握安理会发挥作用的正确方
式。安理会行动的出发点应是缓和半岛局势、推动
半岛长治久安，不能有失公允，更不能成为纯粹制裁
施压、服务地缘战略的工具。安理会涉朝决议既包
括制裁条款，也包括恢复对话、政治解决等内容，不
应被选择性忽视。

张军在第二轮发言中阐明中方对美英澳核潜艇
合作问题的立场时指出，这种合作的本质是核武器
国家史无前例地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数以吨计的武
器级核材料，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径。三方核潜艇
合作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也暴露了有关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无视自身义
务、无视国际社会关切的真实面目。

中国代表敦促美方
正视朝鲜半岛问题症结

4 月 17 日，获救非
法移民抵达马耳他南
部港口马尔萨什洛克。

据马耳他媒体报
道，约60名非法移民在
马耳他海域遇险获救
后，于17日晚抵达马耳
他南部港口马尔萨什
洛克。

新华社发
（乔纳森·博格摄）

约60名非法移民在马耳他海域获救

波兰和乌克兰两国政府17日围绕波方禁止进
口乌克兰农产品启动谈判。波兰官员当天说，双方
尚未达成解决方案。

据波兰媒体报道，波兰官员 17 日与乌克兰第
一副总理、经济部长尤利娅·斯维里坚科带领的乌
方代表团在波兰首都华沙谈判。

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发言人捷季扬娜·卢
波娃17日告诉法新社记者，谈判“明天将继续”。

乌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部长尼古拉·索利斯基此
前预计谈判会“艰难”。他17日表示，与波兰方面
对话的第一步“应该是重新开放（乌克兰农产品）中
转，因为这相当重要，应该无条件实现，之后我们将
讨论其他事情”。

不过，波兰新任农业部长罗伯特·泰卢斯在17
日谈判结束后说，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确保从波
兰中转的乌克兰农产品最终不会流入波兰本地市
场的解决方案。

泰卢斯说：“乌克兰需要帮助，但这种帮助的代
价应该分摊到所有欧洲国家，而不仅仅是首当其冲
的国家，尤其是波兰。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它
伤害了我们的农民。”

去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大批农产品一度

因黑海港口被封锁无法外运。在联合国、土耳其的
斡旋下，乌方大量农产品最终经由东欧国家运往其
他地区。

相比欧洲联盟成员国自产的农产品，来自乌克
兰的农产品具有价格优势。由于未解决物流等后
续问题，大批乌克兰农产品只能在东欧国家销售，
冲击当地农产品价格，引发波兰等国农民抗议。4
月5日，波兰时任农业部长亨里克·科瓦尔奇克为
此辞职。

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
5国3月联合向欧盟委员会发表公开信，呼吁评估
和应对乌克兰农产品对各自国家农业的影响，建议
欧盟考虑对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征收关税。

波兰、匈牙利政府15日相继决定，将禁止进口
来自乌克兰的谷物及其他农产品，以保护本国农
业。斯洛伐克政府17日也作出类似决定，从19日
起暂停进口乌克兰部分农产品。

欧盟方面认为“叫停”进口的决定“不可接受”，
呼吁相关方“给出解释”并立即停止“单边”行为。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欧盟代表
将在19日就乌克兰农产品的进口禁令展开讨论。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波兰与乌克兰就农产品进口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