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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陈立希）

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
科尼所领导的自由人民党7日与北方
联盟结成竞选联盟，角逐定于2月底
举行的议会选举。

北方联盟领导人罗伯托·马罗尼
说，贝卢斯科尼将领导联盟竞选，但
不是这一联盟的总理候选人。

贝卢斯科尼 1994 年首次组阁
以来，北方联盟就是其重要盟友。
贝卢斯科尼 2010 年因欧债危机被
迫下台，2011年决意重返政坛。然
而，马罗尼先前公开表示，如果自由
人民党希望与北方联盟联合，贝卢
斯科尼必须放弃作为总理候选人参
与竞选。

双方结盟谈判持续数周，最终于
7日尘埃落定。

北方联盟领导人马罗尼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贝卢斯科尼接受要求，
不竞选总理。”

按贝卢斯科尼的说法，他对经济
财政部部长一职有兴趣。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1月8日电

南非警方8日说，该国中部地区一
座监狱发生骚乱，造成50多人受伤。

南非联合新闻社援引警方的话
报道说，自由州省赫龙蓬特监狱犯人
当地时间7日下午4时许开始发动骚
乱，他们封锁监舍，袭击管理人员，导
致至少4名管理人员受伤。晚11时
许，犯人们开始焚烧监舍和管理人员
办公室，监狱管理部门不得不请求警
方增派人员应对。8日凌晨，警察冲
进监狱维持秩序，犯人们在混乱中发
生踩踏事故，造成大约50个犯人不同
程度受伤。

据警方介绍，赫龙蓬特监狱关押
着200多名犯人。目前，骚乱已得到
控制，警方正对骚乱原因展开调查。

□据 新华社开普敦1月8日电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南非医务
工作者近日纷纷表示，他们对西方媒
体报道的“中国假药危害非洲”之说嗤
之以鼻，并认为这是西方媒体诋毁中
国的又一伎俩。

记者注意到，虽然一些西方媒体
最近抛出了“中国假药危害非洲”的报
道，南非媒体并没有刊登这类文章，许

多当地人并不知道此事。
南非《埃尔金·格拉鲍报》社长皮

埃特说，西方媒体的报道在当地没有
引起任何反响，这说明歪曲事实的文
章是没有市场的。他说，这类报道让
他联想到近年来西方媒体一系列诋毁
中国的报道，他认为非洲人民对西方
媒体的企图要提高警惕。

开普敦基督教巴纳德纪念医院的
工作人员麦卡锡·布鲁马说，他参加过

一项国际救援行动，到过一些疟疾流
行的非洲国家，看到患者非常喜欢用
中国产的抗疟药青蒿素。他说，许多
患者服用西药无法治愈，但用了青蒿
素后产生了效果，令人称奇，而且这种
药价格便宜，非常适合在非洲推广。

他还说，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在
治疗疾病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对某
种药品一味进行攻击是违反科学的，
也是不负责任的。

歪曲事实的文章是没有市场的
南非医务工作者驳斥“中国假药危害非洲”之说

南非监狱发生骚乱
致50余人受伤

1 月 7 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
加斯街头一家商店橱窗内摆放着
关于总统查韦斯的印刷品。

据委内瑞拉副总统马杜罗称，
如果查韦斯因病无法出席，原定于
1月10日的就职仪式或被推迟。

委内瑞拉新闻和通信部部长
比列加斯7日晚发布公告说，正在
古巴接受治疗的总统查韦斯目前
病情与数日前相比“没有变化”。

比列加斯3日证实，查韦斯肺
部严重感染，导致呼吸困难，正在
接受严格治疗。 （新华社发）

查韦斯病情“无变化”
就职仪式或被推迟

这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布
默湾区域火灾现场（1月8日摄）。

截至 1 月 7 日，澳大利亚塔斯马
尼亚州肆虐的林火仍未被完全扑
灭。塔斯曼半岛是目前该州受灾最
重的地区，位于该地区附近的马里昂
湾和布默湾区域受林火肆虐，大量建
筑和植被都被林火焚毁。

（新华社发）

澳大利亚林火肆虐

贝卢斯科尼
弃选总理

□据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阿根廷和英国近来就马尔维纳斯
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
主权归属再起纷争。阿根廷外交部6
日发表公报，谴责英国首相卡梅伦就
马岛问题发出军事威胁。

分析人士指出，马岛局势最近骤
然升温与马岛决定自身归属的公投日
期临近有关。

马岛争端突起

最近这轮争端起于阿根廷总统克
里斯蒂娜致英国首相卡梅伦的一封
信，该信以广告形式刊登在3日的英国
报纸上。克里斯蒂娜在信中要求英国

“结束殖民主义”，向阿根廷“归还马
岛”，而卡梅伦则以“必要时英国将不
惜一战”进行回应。

英阿两国在马岛主权归属问题上
一直存有争议。1982年4月，英阿两
国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
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
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与阿根廷
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

英国外交部称，英方对福克兰群
岛的行政管理可以追溯至1765年，此

后布宜诺斯艾利斯方面指派了一名临
时总督至该群岛，但他被自己的属下
谋杀，随后他的24名随从被英国战船
赶走，英国再次取得了这些岛屿的控
制权。

而阿根廷方面则说，1965年联大
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把马岛归属问题纳
入反殖民主义范畴，呼吁英阿两国政
府抱着和平解决问题的态度立即展开
谈判，由此确定了解决马岛问题的国
际机制。

公投成为导火索

分析人士认为，在2012年4月马
岛海战30周年纪念日后，原本有所缓
和的马岛主权争端再起，一个重要背
景是2013年3月马岛地方当局将举行
公投，岛民将通过投票方式决定该群
岛是否留在英国的管辖之下。

对于这一公投，英国上下普遍表
现出“胜券在握”的情绪。英国媒体引
用该群岛地方当局官员的话说，岛上
居民希望维持其作为英国海外领地的
现状。

事实上，马岛居民绝大部分是英
国移民后裔，历史和语言文化背景使
他们更容易亲近英国。在这样的人口

结构和文化背景下，加之英国实际控
制多年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全
民公决的结果可想而知。

公投合法性受疑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历史上对马
岛的移民和长期统治使其在归属问题
公投中占据很大优势，因此卡梅伦政
府支持举行公投，并为使公投结果更
具影响力而大打“自决权”这张牌。如
果公投结果符合英国预期，英国将以
此为理由进一步强化对马岛的控制。

考虑到马岛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周
边丰富的自然资源，30年前英国就不
惜付出巨大代价守住该群岛，今后也
不排除会为保岛而再度采取军事行
动，但在目前对英国有利的形势下，它
不会主动开战。

与此同时，面对马岛公投可能带
来的不利局面，阿根廷政府倍感压
力。它这时把对马岛主权的要求与

“去殖民化”联系起来，目的是希望获
得更多的国际支持。

对于岛民公投，尽管阿根廷政府至
今未直接表态，但阿官方媒体美洲通讯
社发表评论指出，这项公投完全由英国
当局操控，不具有任何法律效果。

马岛争端为何骤然升温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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