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记者 卜晓明）

美国国会10日宣布达成跨党派
财政预算协议，有望在两年内避免美
国政府重蹈关门覆辙。

可保两年
这项协议经民主党参议员帕蒂·

默里和共和党众议员保罗·瑞安斡旋
达成。

协议横跨今后两个财政年度。支
持者认为，国会至少在2015年10月1
日前不会因财政预算再起“战事”。

协议削弱自动减赤机制，允许联
邦机构和可自由支配项目在今后两年
间多花费630亿美元，但政府必须通
过其他渠道节流。协议要求政府今后
十年额外削减赤字200亿美元至230
亿美元。

默里和瑞安把协议称作“新时代
的起点”。

瑞安说：“我认为这项协议向正确
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他是2012年总
统选举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默里说，她与瑞安摒弃政治分歧，
“打破僵局，达成跨党派财政预算协
议，这将防止政府明年1月关门”。

绕过分歧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称赞这项

协议为国会罕见跨党派合作的信号。
他说：“这是个好的信号，彰显国

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能够走到一
起做成事情。”

事实上，默里和瑞安的成果没有
看上去那样难以取得。这项协议绕过
两党在预算争论中的最大分歧，即共
和党要砍掉的退休和医保大项目何去
何从和民主党抨击的富人税收漏洞何
时堵上。

从严格意义上讲，上述协议并未
包含增税内容，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依
靠“拔消费者羊毛”来增加财政收入，
例如在购买机票时，消费者需缴纳更
高的机场安全费。另外，联邦政府职
员的退休福利和军人的养老金将各自
削减60亿美元。

有待投票
预算协议并未扫清所有障碍，仍

需争取共和党保守派议员和少数民主
党议员的支持。

默里说，她对协议本周在众议院
获得通过抱有希望。两院必须在明年
1月15日前分别通过预算协议，否则
政府将再次面临关门风险。

协议反对者已经发出声音。共和
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说，协议借助

“入不敷出”，使“华盛顿不负责任的预
算决策”变本加厉。

他说：“我们需要政府减少债务，
需要实体经济提供更高报酬的工
作。这项预算协议没能实现这两个
目标，使更多人更难实现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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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记者 郝薇薇）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9日
下令，解散知名通讯社俄新社和“俄罗
斯之声”广播电台，在这两家主要国有
媒体的基础上组建新的“今日俄罗斯”
国际新闻通讯社，专门向海外报道俄
罗斯的国家政策和社会生活。

普京同时任命以公开反对同性
恋、批评美国和俄国国内反对派著称
的记者德米特里·基谢廖夫为“今日俄
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总经理。

亲密校友掌舵
根据普京9日签署的总统令《关于

提高国有媒体效率的一些措施》，俄罗
斯将成立“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
社，撤销俄新社和“俄罗斯之声”，所有
资产并入这家新的联邦单一制国有企
业。新通讯社的“基本活动方向”是

“向国外宣传俄罗斯联邦国家政策与
俄罗斯联邦社会生活”。

同一天，普京还签署了一个任命
“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总经理
人选的总统令，现年59岁的著名记者
兼主持人德米特里·基谢廖夫成为这
个庞大媒体舰船的掌舵人。

基谢廖夫深得普京赏识，与俄总
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关系
密切，三人同为列宁格勒大学、现称圣
彼得堡大学校友。

基谢廖夫常因亲克里姆林宫言论
引发争议。例如，他曾“恭维”普京：

“就活动范围而言，在20世纪诸多先辈
中，只有斯大林可以与政治家普京相
提并论。”而在谈及俄反对派组建的协
调委员会时，他说，这不过是“反对派
骗子的阴谋诡计”。

引发不同声音
普京撤销俄新社与“俄罗斯之声”

的决定，在俄国内引发不同反应。一
些人担忧普京或借机加强媒体控制，
当局已不需要“体制内的自由主义”。

俄新社总编斯维特兰娜·米罗纽
克现阶段谢绝一切媒体采访，但在一
段流传于互联网的告别视频中，米罗

纽克向下属坦言，自己事先并不知情。
曾担任俄版《福布斯》网站主编的罗

曼·巴达宁说，俄新社认为，他们受到了
反对派“沼泽广场”集会等的连累，言外
之意，他们“做了国家允许之外的事”。

布设外宣大局
任命亲信也好，想控制舆论也罢，

外界还是从新通讯社“一把手”基谢廖
夫的履历中捕捉到普京的某些用意。

基谢廖夫在苏联时期曾从事对挪
威与波兰进行广播的工作，与德国、日
本等国电视台也有过合作，虽然后来
他转战“国内”，但有相当丰富的对外
宣传经验。

基谢廖夫本人对“今日俄罗斯”国
际新闻通讯社的使命心知肚明：“（此
举是为了使西方）恢复对俄罗斯的公
正态度，使之被视为一个具有善意的
重要国家。”

而俄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
诺夫对总统令进行解释时也强调：“俄罗
斯奉行独立政策，坚决捍卫国家利益，而
向世界说明这一点并不容易……”

俄罗斯常因民主、人权、腐败等问
题受到西方媒体指摘。近年来，俄政
府倾注大量人力物力改善俄罗斯的国
际形象。据基谢廖夫介绍，已在国际舆
论方面打出一片江山的“今日俄罗斯”
电视台也将被纳入“今日俄罗斯”通讯
社。俄政府把新通讯社定名“今日俄罗
斯”，也有借“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品牌
效应、打造外宣“双利剑”的考量。

俄新社和“俄罗斯之声”
作为俄联邦国有企业，俄新社全称

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前身为创建于
1941年6月24日、即纳粹德国入侵苏联
两天后的苏联新闻社。俄新社现在在45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社，用14种语言发
稿，是俄罗斯的权威新闻媒体之一。

“俄罗斯之声”成立于1929年，是俄
罗斯开播历史最久的广播电台。两大媒
体合二为一，堪称普京2000年执政以来
对国有媒体进行的最大一次“手术”。

普京下令解散
俄新社和“俄罗斯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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