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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已成目标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早在中
期选举之前，希拉里就已被外界视
为最具潜力角逐下届总统的民主党
人。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希拉里比
共和党“赢”得更多。

《华盛顿邮报》分析认为，共
和党大胜印证奥巴马的低支持
率，让希拉里成为民主党阵营最
具影响力的人物；同时，共和党全
面执掌国会，也让希拉里不必投
入过多精力强调与奥巴马的政策
主张分歧。

被视作下届总统选举潜在竞选
人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在
赢得连任后，第一时间对希拉里发
起攻击，在微博客网站“推特”上留
言称中期选举的“最大输家”是希
拉里，并配以多张希拉里为不少败
选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站台的资料
图片。

美国媒体报道称，过去两个
月，希拉里为民主党参加了这次中
期选举的 45场竞选活动，涉及选
情胶着的 18个州，结果是得到希
拉里助阵的民主党候选人几乎全
军覆没。

民主党后继乏力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5日发表声
明，试图继续将希拉里与奥巴马

“捆绑”在一起，称“在遭受昨天（中
期选举）的历史性挫折后，奥巴马
和希拉里的政策将重新出现在
2016年的投票中”。

共和党强调称，历史数据不支持
民主党在2016年后继续执掌白宫。

在过去60年中，白宫宝座在民
主、共和两党之间易手频繁，很少出现
连续三届总统来自同一党派的局面，
唯一的例外是乔治·H·W·布什20世
纪80年代接替罗纳德·里根出任总
统，实现共和党连续三届执掌白宫。

希拉里先前称，将在明年正式
决定是否参加下届总统选举。在独
生女切尔西今年9月诞下一女后，希
拉里明确表示现阶段的主要精力放
在当好外祖母上。

法新社报道称，过去一年，外界
有关希拉里参选总统的报道和猜测
铺天盖地，让其他潜在人选处在阴
影中。如果希拉里最终决定不参选
总统，民主党阵营将面临棘手局面。

比希拉里年长5岁的副总统约
瑟夫·拜登也被看好参选下届总

统，他本人的先前表态也流露出这
种可能性。不过，一些政界知情人
士认为拜登参选的可能性不大。

共和党群龙无首

因没有希拉里这样的强势人
物，共和党阵营的总统选战布局更
加不明朗。美国媒体和政界流传的
潜在人选名单上有十几人，包括国
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特德·克
鲁斯以及新泽西、得克萨斯、威斯康
星和路易斯安那等州州长。

共和党阵营最吸引眼球的潜在
人选是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
什。作 为 美 国 第 41 任 总 统 乔
治·H·W·布什的次子和第43任总
统乔治·W·布什的弟弟，现年61岁
的杰布·布什先前称今年年底或明年
年初会决定是否参选第45任总统。

共和党前总统候选人米特·罗
姆尼近期也出现在2016年选战的
传闻名单中。

罗姆尼2008年在共和党党内初
选中败给现任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
恩，2012年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身份，但败给现任总统奥巴马。败
选后，罗姆尼一度明确表示不会再
对白宫发起第三次冲击。

希拉里希拉里：：
还没参选还没参选，，已已遭忌惮遭忌惮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记者 胡若愚）

美国4日改选国会，在加利福尼
亚州代表民主党参选的众议员候选
人刘云平以明显优势当选，成为首
名进入国会的华裔“新移民”。

现任众议员赵美心和孟昭文顺
利连任，刘云平的当选使华裔众议
员增加至3人。

刘云平在第33选区参选，与共
和党对手埃朗·卡尔竞争民主党老
牌众议员亨利·瓦克斯曼留下的议
席。瓦克斯曼先前20次当选，今年1

月宣布不再寻求连任。
截至当地时间 5 日 1 时，接近

50%的选票统计完毕，刘云平获得
58.1%的选票，胜券在握。

刘云平说，当选后，他将致力于
促进国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他
将与赵美心、孟昭文一同促进维护
少数族裔的利益。他曾两次随加州
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认为中美合
作对21世纪而言“必不可少”。

刘云平1969年3月出生在中国台
湾，3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刘云平从
小成绩出色，先后毕业于斯坦福大学

和乔治城大学，毕业后在美国空军服
役4年，曾在海外服役。步入政坛后，
他先后当选加州众议员和参议员。

美国华裔参政热情今年高涨，
共有 22 名华裔候选人竞选国会议
员，而2008年只有13人。

美国联邦政府有过赵小兰、骆家
辉、朱棣文等华裔部长，国会有吴振
伟、赵美心等前任或现任众议员，刘云
平成为首名非美国出生的华裔“新移
民”议员，令美国华裔更受鼓舞。不
过，相比华裔占美国人口比重，华裔在
联邦层面依然“代表不足”。

华裔“新移民”进入美国会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记者 徐超）

美国中期选举4日落下帷幕。当共和党为多年来首
次全面执掌国会开香槟的时候，不少媒体和政要已经将
目光转向下一个重要战场：2016年总统选举。

不少媒体认为，民主党惨败的结果让现年67岁的前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参选前景变得更加光明。一些
有望参加下届总统选举的共和党政要已经加大对希拉里
的炮轰力度。

“驴象”着眼布局2016年总统选举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记者 林昊）

对90岁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居民阿诺尔
德·阿博特来说，在他所定居的劳德代尔堡向
无家可归者发放食物，是一桩善举；但在劳德
代尔堡当局看来，阿博特是在犯罪。

上周末，阿博特与两名当地牧师像平常一
样向无家可归者发放食物，但遭到警方阻止。

阿博特和两名同伴均面临最高60天监
禁和500美元罚款的处罚，原因在于他们涉
嫌违反一条刚生效的法令，即限制在公共场
合向无家可归者发放食物。

阿博特是一名二战老兵。他无法理解为
何自己做好事会变成犯罪。

秉公执法？

不过，当地市政当局有不同看法。据估
计，劳德代尔堡及其周边地区聚集了上万名
无家可归者。一些当地居民和商家担心，免
费的食物会招来更多无家可归者。

今年5月，劳德代尔堡一次性通过5条
应对无家可归者的法令。阿博特等人“触犯”
的是其中之一。

按照劳德代尔堡市市长杰克·塞勒的说
法，他相信阿博特等人发放食物是出于好意，
但强调执法部门必须秉公执法。

加紧处罚

根据美国一些无家可归者权益组织的统
计，过去两年，全美超过30个城市已经通过
或正在试图通过法令，禁止或限制向无家可
归者发放食物。

另外一项研究显示，针对无家可归者的
惩罚性措施近年呈大幅增加的趋势。在研究
涉及的全美187个主要城市中，超过一半城
市禁止在公共场所坐或躺在地上；越来越多
的城市禁止居民“住”在车里，而这往往是一
个人失去住处后无可奈何的选择之一。

继续行善

尽管面临入狱风险，但阿博特表示自己
不会被吓倒，“我知道我会再次被捕，但我已
经准备好了”。

一个无家可归者权益组织的专家罗伯
特·马尔布特认为，提供食物无助于解决无家可
归者的问题，“但禁止这样做同样无济于事”。

美一90岁老人给无家可归者
发放食物面临处罚

好心施舍竟成犯罪？

阿博特在为无家可归者准备食物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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