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铁杆朋友”，

所以大家亲切地称之为“巴铁”。中巴

友好是早已熟知的事情，去之前就有

耳闻，常驻工作后更是真真切切、实实

在在感受到“巴铁”的温暖。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是我常

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多年的驻外生

活，使我对这个城市有一种别样亲切

的感觉，每当我到其他国家或外地出

差，总会对伊斯兰堡有种“归心似箭”

之感。在与当地人共处的日常生活

中，每天总有些点点滴滴，让我感受到

无处不在的友好。

去菜市场买菜，商家看到中国面

孔总会报以暖心的微笑，确认你是中

国人后，对方还会用中文来热情地问

候。卖东西不是主要的，和你聊上几

句，再顺便学点中文，他们就会很开

心。去公园散步，走着走着便会遇上

当地人，他们一般会慢慢靠近你，然后

礼貌又略带羞涩地提出合影的要求，

一旦获得肯定的答复，立刻会喜笑颜

开，接下来便有其他人“络绎不绝”地

跟上来与记者合影，拍个不停。在这

里的中国朋友都有感于巴基斯坦人民

的热情，每每沉浸在这般真诚的友好

氛围中，简直就是在享受“明星”一般

的待遇。

回想起初到异国他乡之时，陌生

和孤独感总是令人挥之不去。在外工

作，饮食是个不小的问题。伊斯兰堡

的巴餐馆别具特色，店门口通常会挂

着一排排清理干净的整羊。翻开菜单

也多是以羊肉、鸡肉等为主的“硬

菜”。其中一家名叫“老地方烤肉”的

餐馆，在当地华人圈里颇有名气，由于

中国人的频繁光顾，店主古拉卜·汗·
辛瓦里熟知菜肴的中文名字，还可直

接用中文为中国客人点菜。室内大红

的灯笼、倒贴的福字，让我们这些中国

人有家一般的感受。油而不腻的炖羊

肉锅、肥美的炭火烤羊排，更是让人赞

不绝口。俗话说“吃饱饭不想家”，来

这里不仅可以驱散思乡之苦，还让我

感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餐馆老板古

拉卜告诉我，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不

仅有助于改善巴国的基础设施面貌，

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赴巴，带动

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他的餐馆就

因一波接一波的中国回头客而越来越

火，他希望有朝一日，他的这份美食能

被带到中国去！

真正的友情，是一棵成长缓慢的

植物。巴基斯坦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

质朴好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利”友

好，而是长久以来积淀在两国文化和

两国人民血脉中的友好传承。中巴友

好的历史渊源“根深蒂固”，是一点儿

也不夸张的。

巴基斯坦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

经之地，早在 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

就在两个古老文明之间架起了友谊

的桥梁；约 1400年前，被尊称为“三藏

法师”的唐代高僧玄奘，就到过这里，

据史料记载，中国东晋高僧法显、唐

代高僧玄奘的足迹都曾到过此地。

玄奘在此讲经、说法达两年之久，他

的居室和讲经堂遗址，至今

仍被保留在塔克西拉古城。

塔克西拉位于伊斯兰堡西北

部，这里是闻名世界的犍陀

罗艺术中心，导游热情地讲

述玄奘的事迹，为中巴友好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印记。

中巴友好佳话不断，上世纪 70
年代，一位名叫阿里·艾哈迈德的巴

基斯坦年轻人递交了一份特殊的申

请：自愿守护为纪念修筑喀喇昆仑公

路而牺牲的中国筑路烈士陵园。从

1977年至今，艾哈迈德 40年如一日，

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护陵工作。他的

义举，为“巴铁”和中国的友谊增添了

温情的一笔。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作为桥梁

和纽带，这些人文的印记贯穿古今，拉

近了两国人民心灵之间的距离。当

前，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顺利推进，中

巴命运共同体内涵不断充实，有上万

名中方建设者与“巴铁”兄弟们并肩奋

斗，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共同携手谱

写着中巴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感受“巴铁”中国情
徐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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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公 布《大 废 除 法

案》，迈出正式“脱欧”
的重要一步

在 第 二 轮“脱 欧 ”谈 判 开 始 前

夕，英国政府公布了《大废除法案》，

法案内容涉及与欧盟达成政治、金

融和法律关系等方面的立法，被视

为“英国迈向正式‘脱欧’的重要一

步”。该法案明确指出：英国作为欧

盟成员国的立法基石、即 1972 年通

过的《欧洲共同体法案》将于“脱欧”

之日废止，同时规定英国“脱欧”后，

欧盟的法律“不再适用于英国”。这

一法案的宗旨，是将现有大约 1.2 万

条欧盟法律转换为英国国内法律，

为英国“脱欧”后的法律承接预做准

备。有媒体评论称，《大废除法案》

是英国“脱欧”的“第一刀”，以切掉

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法律关联。

英国媒体认为，《大废除法案》

是英国政府在 2019 年退出欧盟计

划的“核心内容”，其目标是使英国

“ 摆 脱 羁 绊 自 己 40 多 年 的 欧 盟 立

法”，从而自己“当家做主”。同时，

《大废除法案》还将废除英国议会在

1972 年制定、为次年加入欧盟做准

备的《欧洲共同体法案》。不过，要

使英国法律取代欧盟法律并非易

事。英国媒体报道，在英国加入欧

盟 40 多年的历史中，已有上万条与

欧盟有关的法律并入英国法律体

系，将其中涉及欧盟法的内容进行

必要的处理，很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发

布声明说：“这是英国议会通过的最

重要的立法之一，也是我们从欧盟

退出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

表示，希望各党派在议会中合作，确

保法案顺利通过。然而，反对党工

党强调说，除非该法案满足包括保

障工人权利等在内的 6 个条件，否

则，工党将反对这项法案相关修改

意见。《大废除法案》能否在议会获

得通过，将是对首相特雷莎·梅领导

力的重大考验。

除了《大废除法案》外，英国政

府还发表了 3 份关于“脱欧”谈判立

场的文件。英国卡迪夫大学政治和

法律教授罗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这些均被认为是“脱欧”谈

判的指导性文件。其中，《大废除法

案》能否通过，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

性，将直接影响未来的“脱欧”谈判

进程和走向。

欧盟——
英 国 只 有 同 时 满

足 3 个条件，谈判才可
能取得进展

欧盟英国“脱欧”事务首席谈判

代表巴尼耶日前指出，只有在英国

支付“脱欧”“分手费”、满足居住在

英国的欧盟成员国公民权利以及爱

尔兰边界这 3 项主要议题上取得充

分进展的前提下，欧盟才可能继续

与英国商谈贸易地位等议题。巴尼

耶说，这 3 个方面是“不可分割、互

相关联”的，欧盟对此的立场十分明

确，即英国需要在这三方面都有“足

够的进步”，谈判才能继续。

“分 手 费 ”的 确 切 数 额 说 法 不

一。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欧盟谈判

团队的核心成员，初步估算出欧盟需

要向英国索要的账单总额为 400 亿

英镑至 600 亿英镑。但新闻媒体披

露的数字要远远高于此。《金融时报》

14日报道说，英国政府在向议会提交

的一份“金融解决方案”的书面声明

中承认，英国对欧盟存在债务。该报

评论指出，这意味着英国政府第一次

承认这一事实，此前欧盟估计英国的

债务总额将高达约 1000 亿欧元。不

过，《金融时报》报道指出，这一声明

是为了改善谈判的基调，而不是作为

一种实质性的让步。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 11 日在

议会指出，欧盟向英国索要的“脱

欧”费用过高，英国无法接受，他说：

“如果欧盟还坚持索要天价分手费

的话，那么他们可以失望而去了”。

有媒体指出，这是英国官方在“脱

欧”谈判开始后首次在有关“分手

费”问题上强硬表态。对此，欧盟的

立场也十分强硬。巴尼耶强调指

出，“分手费”是英国此前作为欧盟

成员所承诺缴纳的各项费用的总

和，无需再作讨论，对它的质疑只会

损害双方未来的关系。巴尼耶警告

称，英国至少要遵守它的财务承诺，

否则谈判“将会延迟”。

前景——
在“脱欧”谈判上，

令人头疼的棘手问题
越来越多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主编昆

斯伯格评论说，从“脱欧”第一轮谈

判结果看，英国“显然输了”，英国官

员们曾相信他们有能力说服欧盟，

但事实上他们失败了。

有评论指出，自从特雷莎·梅提

前大选并遭重挫之后，英国的“脱

欧”似乎就已经朝着无法预测的方

向运行了。受党内外压力不断增大

和民意情绪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

英国政府在究竟是“硬脱欧”还是

“软脱欧”问题上态度摇摆，出现前

后矛盾的现象。

除了政府立场前后不一外，围

绕着“脱欧”问题，英国社会撕裂和

分化也进一步加剧。据英国《每日

电讯报》报道，有民调机构对 1017
名英国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支

持“脱欧”的比例降至 46%；36%受

访者认为最好现在立刻停止“脱欧”

谈判，继续留在欧盟，只有 24%民众

支持政府目前的“脱欧”策略。

此 外 ，英 国 许 多 民 众 发 现 ，在

“脱欧”谈判上，令人头疼的棘手问

题越来越多，而且从整体实力对比

看，英国和欧盟不可同日而语。目

前，英国对欧盟的贸易占英国对外

贸易总量的 50%左右，相比较，欧盟

只有 7%的商品出口到英国。换言

之，虽然分道扬镳会两败俱伤，但英

国失去欧盟这个庞大市场以及政治

上可以借重的重要外交舞台，无疑

将损失更大。在此情形下，在与欧

盟的博弈中，英国如何出招，才能达

到其“利益最大化”的既定目标，对

英国政府是不小的考验。

（本报伦敦 7月 16日电）

分歧难解，英国“脱欧”路漫漫
本报驻英国记者 黄培昭

日前，作为驻韩美军地面部队

最高指挥机构，美国陆军第 8 集团

军司令部将驻地从首尔龙山“南迁”

至京畿道平泽基地。韩国舆论称，

这是驻韩美军基地搬迁的重要一

环 ，意 味 着 驻 韩 美 军 迎 来 新 的 时

期。然而，围绕着驻韩美军的搬迁，

留给韩国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很多，

引发广泛争议。

7月 11日，美国军方发表声明称，

投资 107亿美元对汉弗莱斯军营扩建

而成的平泽基地，为美国陆军在海外

驻扎的最大规模基地，也是美国条件

最好的海外军事设施。据悉，平泽基

地总面积为 1467.7 万平方米，建有

513栋建筑，基地周长为 18.5公里。

驻韩美军搬迁是个“老话题”。

位于首尔市中心的龙山美军基地始

建于 1953 年，驻韩美军基地搬迁项

目始于 1990 年，却因韩国内反对而

不了了之，2003 年卢武铉政府上台，

韩美就驻韩美军基地搬迁至平泽达

成一致，却一拖再拖，曲折不断。

韩联社称，汉弗莱斯军营的扩

建一直遭到平泽民众的强烈反对，

搬迁工作历时 14 年才终于进入收尾

阶段。驻韩美军基地“南迁”是将分

散于韩国 91 处美军基地集中于平

泽、乌山中部圈和大邱、倭馆、金泉

南部圈 2 个区域。韩国《中央日报》

称，汉弗莱斯军营今后将发挥驻韩

美军“作战枢纽”作用，可以在发生

紧急情况时开展兵力援助，因为京

釜线铁路的支线经过营内，可大量

运送军事物资，且该军营距离平泽

港近，而且临近美国空军所在的乌

山基地，便于兵力运输。

然而，随着美军驻韩基地南迁，

不少问题也随之浮上“水面”。韩美

军方称，驻韩美军离开后的龙山基

地，土地将返还韩方，该基地将被首

尔市改造为大型公园，出售基地土

地获得的资金将用于基地搬迁。然

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有韩国舆论指出，从龙山到平

泽，驻韩美军主力大部分搬迁，并不

意味着龙山地区彻底结束军事使

命。第一，龙山基地的设施和占地

依然属于军事管控区，至少至 2020
年才启动返还工作。第二，2014 年

朴槿惠政府以同意韩美联合部队司

令部留在龙山基地为“代价”，从驻

韩美军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这意味着韩美联合司令部部分部队

和设施将继续留在龙山基地，使用

面积达 24 万平方米。第三，驻韩美

军基地环境污染问题。有韩国绿色

联盟等团体抗议称，龙山基地周边

环境已经严重污染。韩国《韩民族

新闻》披露称，在过去的 15 年间，韩

国法院判决，美军基地周边的 14 起

环境净化作业的 79 亿韩元费用，均

由国家赔偿给地方，韩政府要求美

军赔付其中 75%的费用，而美军始

终置之不理。韩国媒体预测，龙山

基地的后续清理工作恐会引发更多

争议。 （本报首尔 7月 16日电）

驻韩美军基地迁址麻烦多
本报驻韩国记者 陈尚文

核心阅读

第二轮英国“脱欧”谈判 7月 17日开启，英国

和欧盟之间的矛盾丝毫没有缓和迹象。欧盟日前

要求英国必须同时满足支付“分手费”、保障公民

权利等三方面条件，欧盟才可继续与英国商谈贸

易地位等议题。英国批评欧盟条件“过于苛刻”，

同时颁布了旨在以本国法律取代欧盟法律、使其

在谈判中居于主动地位的《大废除法案》。新一轮

“脱欧”谈判能否顺利进行，能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充满悬念。

法国外长抵达沙特斡旋卡塔尔断交危机

据新华社利雅得 7月 15日电 （记者王波）法国外长勒

德里昂 15 日抵达沙特阿拉伯西南沿海城市吉达，为化解沙

特等 4 国与卡塔尔的断交危机作斡旋努力。

勒德里昂在与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

上表示，他对卡塔尔断交危机不断升级表示担忧，希望针对

卡塔尔的制裁不要伤及双方无辜民众。勒德里昂呼吁沙特

等 4 国与卡塔尔尽快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危机。

朱拜尔表示将向法国外长提供卡塔尔违反《利雅得协

议》和《利雅得协议补充条款》的证据，强调卡塔尔必须不折

不扣履行相关反恐协议。

勒德里昂是从卡塔尔首都多哈抵达吉达的。在卡塔尔

访问时，勒德里昂呼吁沙特等 4 国尽快取消对卡塔尔的制

裁措施。

伊朗与欧盟启动核安全合作项目

新华社德黑兰 7月 15日电 （记者马骁、穆东）据伊朗

媒体 15 日报道，伊朗和欧盟近日联合启动了一项核安全合

作项目。

据伊朗《财经论坛报》报道，伊朗核安全中心主任萨利

希近日与到访的欧盟核安全部门负责人奥利维尔·鲁伊克

斯会谈后，正式宣布双方核安全合作项目启动，涉及金额约

285 万美元。

这一项目是伊朗与欧盟 2016 年签署通过的总额为 570
万美元的一揽子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它旨在加强伊朗各方

面核安全能力，包括建立一个核安全中心。

按照相关协议内容，欧盟将支持伊朗核安全监督部门

建立核技术规范框架，并支持伊朗出席一系列涉及核技术

的国际会议。

土耳其总统表示将提议延长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安卡拉 7月 16日电 （记者施春、秦彦洋）土

耳其当地时间 16 日凌晨在首都安卡拉议会大楼前广场举

行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一周年纪念集会，土总统埃尔多安

出席并表示将提议延长紧急状态。

纪念集会于当地时间 16 日凌晨 2 时 32 分举行。埃尔

多安在集会上发表讲话，重申土耳其人民支持主权统一和

民主的坚定意志。他说，敌人再不可能分裂这个国家，决不

允许军事政变再度发生。

埃尔多安还说，土耳其最高国家安全机构——国家安全

委员会 17 日将召开会议，提议将现有的国家紧急状态延长

三个月，并将该动议提交内阁，随后动议案将交议会审议。

当天清晨，埃尔多安还出席了在总统府举行的政变遇

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纪念在事件中死难的 200 多名平民

和军人。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客车坠谷事故16人死亡

本报新德里 7 月 16 日电 （记者邹松）印度警方 16 日

透露，一辆满载印度香客的客车当天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

坠入山谷，至少 16 人丧生，另有 27 人受伤。

印度媒体援引警方的话说，这些香客计划前往印控克

什米尔地区阿马尔纳特石窟朝圣。当天下午，这辆客车行

驶至斯利那加以南 107 公里处时坠入山谷。事故造成 16 人

当场死亡、19 人重伤、8 人轻伤。车上一共 46 名乘客，大多

来自拉贾斯坦邦和比哈尔邦。

目前，所有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警方表示

事故原因初步认定为客车前轮爆胎所致，具体原因还需进

一步调查。

美参议院再次推迟新医保法案程序性投票

新华社华盛顿 7月 16日电 （记者孙丁、刘阳）美国参

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15 日宣布，由于共和党议

员约翰·麦凯恩手术后需休养，参议院将推迟原预计下周进

行的新医保法案程序性投票。

据悉，麦凯恩 15 日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一家

医院接受了血凝块移除手术，手术过程顺利。依照医嘱，80
岁高龄的麦凯恩已回到家中休养，预计持续一周。

麦康奈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在麦凯恩休养期间，参议院

将继续审议立法议案和人事任命，不过将推迟对《更好医保

和解法案》（《和解案》）的审议，直至麦凯恩回归。

美众议院 5 月投票通过共和党支持的《美国医保法》，

希望以此法案替换前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平价医疗法案》。

随后共和党参议员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并于 6 月下旬推

出了《和解案》。

麦康奈尔表示，希望下周能够举行对《和解案》的参议

院程序性投票，并于随后一周举行最终表决。

医疗改革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要竞选承诺之一。此

前，他曾在社交媒体上向国会施压，呼吁国会休会前审议通

过新医保法案。

美国伊利诺伊州部分地区连降暴雨，引发洪灾。图为

7 月 15 日，当地居民查看房屋周围抵御洪水的沙袋。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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