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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部 21日宣布，由于印度驻加拿大
使领馆工作人员遭遇“安全威胁”，印度暂停对
加拿大公民的签证业务。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林达姆·巴格奇说：
“由于加拿大政府的不作为，安全形势遭到扰
乱，我们暂停（在加拿大的）签证业务。”

加拿大印度签证申请中心21日早些时候在
其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说：“来自印度大使馆的重
要通知：由于运营方面原因，自 9月 21日起，暂
停印度签证业务，直至另行通知。”

巴格奇还说，印方知会加方双方外交使团
规模应秉持对等原则，“加拿大驻印度外交官人
数远远多于印度驻加拿大外交官人数……我认
为，加拿大驻印度使领馆会削减人员”。

当天早些时候，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
（相当于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由于驻印外交人员
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威胁，加方决定调整驻印外交
官人数。不过声明没说会从印度撤走多少外交
官，只是说使领馆目前“保持开放、还在运行”。

印度外交部 20日在一份旅行建议中说，鉴
于加拿大境内反印活动、仇恨犯罪和暴力犯罪
增加，建议所有在加的印度公民和打算前往该
国的印度公民保持“最大程度警惕”，在加的印
度学生要“格外小心”。

此前，加拿大政府称，加方在追查印度政府
特工与一名加拿大籍锡克教人士遭枪杀之间的
潜在关联。加方因此驱逐了一名印度高级外交
官。印度指责加方说法“没有事实依据”并驱逐
了一名加拿大外交官作为报复。（王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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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96岁女法官保利
娜·纽曼 20日收到 11名同僚集体做出的决定：
纽曼即日起暂停受理新案件一年，原因是她疑
似头脑不清，不能胜任法官工作且拒绝按要求
接受医学检查。

据美联社报道，由纽曼的 11名同僚组成的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今年 3月开始调
查纽曼的健康状况，称他们有理由担心纽曼的
身体状况“妨碍她有效履行职责”。他们说，法
院工作人员反映纽曼“大脑严重退化”，有失忆、
糊涂、妄想等症状。

委员会调查期间，纽曼提交过两份由她自
己所选医生撰写的医学检查报告，证明她头脑
和身体状况良好、可以胜任工作，但是委员会认
为纽曼接受的检查不够彻底，要求她按照委员
会顾问的建议，接受一名神经科医生的检查和
一项耗时 6小时的神经心理学医学检查。这一
要求遭到纽曼拒绝。该委员会在做出让纽曼停
职的决定后说，如果纽曼仍旧拒绝接受上述检

查，她的停职期限可能延长。
纽曼通过律师格雷格·多林表示，不服联邦

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的决定，将提请相关
机构审查该决定。

纽曼说，这一委员会调查她的真正原因并
非她的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而是她在处理专
利权案件时经常与同僚意见不合。联邦巡回上
诉法院负责审理有关政府合同、专利和注册商
标等事务的案件。

纽曼1984年由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提名，
经参议院确认后出任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
官。美国联邦法官一般为终身任职。

美国彭博法律专栏网站说，针对联邦法官
是否胜任工作的调查先前几乎都是暗中进行，
公开调查前所未有，此次调查显示联邦法官终
身制面临挑战。一些学者预言，随着联邦法官
平均年龄增加，类似调查会变得更多。2020年
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联邦法官平均年龄已升
至69岁。 （欧飒）

此次飓风灾害给利比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7日
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说，目前确定的遇难
人数为3958人，失踪人数为9000多人。根据利
比亚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利东部受灾地区
70%以上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11座桥梁倒塌，
50%的道路损坏。

洪水过后，利比亚满目疮痍。一方面，这场
“自上个世纪以来利比亚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造
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使这个长期动荡
的国家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洪灾严重破坏了当
地经济和基础设施，需要进行大规模重建，而利
比亚缺乏这样的能力。

利比亚长期陷入分裂，缺乏统一的政府管
理，致使大量基础设施老化严重。垮塌大坝的
运营方和水文专家都警告过大坝存在裂缝和潜

在风险，但长期以来这座大坝一直处于失修状
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日前警告说，
利比亚另外两座大坝的状况也令人担忧。此
外，大坝下游受灾地区缺乏良好市政规划和防
灾建设，防洪抗洪能力差，也是此次洪灾损失严
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局势长期动荡造成的政府治理能力弱化令
利比亚的灾难应对处置能力大打折扣。国际移
民组织数据显示，利比亚东北部有4万多人因此
次灾害流离失所。据利比亚当局发布的消息，
灾区已有 150人因饮用被污染的水而中毒。此
外，多年冲突遗留下来的地雷等弹药被洪水冲
出来，给当地民众带来难以预料的安全风险。

利比亚政治学教授哈桑·穆斯利告诉新华
社记者，2011年以来，利比亚各派力量之间的持
续争斗导致该国基础设施状况持续恶化，十多
年来都没有新的基建项目。英国开放大学环境
系统学讲师莱斯利·梅本说：“利比亚复杂的政
治局势和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给制定风险评估
策略、协调救援行动以及维护水坝等关键基础
设施带来了巨大挑战。”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是造成利
比亚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也是造成利比亚贫
弱现状的主要责任方，对当前这场人道主义灾
难难辞其咎。

利比亚的石油储量十分丰富，日产量在
2011年前维持在160万桶，百姓生活水平较高。
2011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武装干涉利比亚，矛

头直指卡扎菲政府。在北约帮助下，利比亚反政
府武装推翻了卡扎菲政府。此后，这些武装力量
之间矛盾激化，利比亚陷入长期动荡，严重阻碍
利比亚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其石油产量，造成经
济萎缩，不仅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的资金来源锐
减，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温饱都成了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1年一年间，利比亚
人口减少超过 30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753.8亿美元降至 481.7亿美元。到 2022年，其
GDP仍未恢复到2010年水平。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数据显示，2021年利比亚约有 143万人
面临粮食不足困境，占人口总数的21.2%。

在利比亚国际关系专家优素福·阿马利看
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但参与推翻卡扎菲政府，
令利比亚陷入内乱，而且这些年来还持续干涉利
比亚内政，破坏利比亚政治进程，是造成利比亚
国家分裂和当前人道主义危机的重要外部因素。

中国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助理王晋指
出，今天利比亚的乱局，追根溯源是美国霸权主
义所致。北约的军事介入令利比亚陷入内乱，至
今没有形成稳定的政治环境，致使经济社会发展
十多年来陷入停滞，无力应对重大自然灾害。

事实上，与飓风带来的“天灾”相比，美国霸权
主义酿成的“人祸”更为严重，且受害的不止利比
亚一国。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
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日前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说，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
炸南联盟、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
美国入侵伊拉克、2011年北约空袭利比亚，这些
霸权主义行径不仅是对国际法的严重破坏，也给
地区稳定发展带来沉重打击，给当地人民造成巨
大痛苦与灾难。 （陈莹 潘晓菁 赵伟宏）

利比亚飓风灾害凸显北约干涉遗祸
飓风“丹尼尔”日前在利比亚东部地中海沿岸地

区登陆并引发严重洪灾。德尔纳河上两座大坝在夜

间垮塌，重灾区德尔纳市有四分之一的城区被风暴和

山洪摧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数万人流离失所。

这场“天灾”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令国际社会广为

关注，同时也让世界再次思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当年对

利比亚武装干涉所留下的“人祸”。在北约干涉导致卡

扎菲政府被推翻后，利比亚陷入长期分裂动荡状态，国

力衰落、治理失效、基础设施陈旧不堪，防灾、抗灾、救灾

能力被严重削弱，无力抵御重大灾害的袭击。美国等西

方国家对于利比亚今日之殇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国家动荡加剧灾难破坏力

美西方粗暴干涉遗祸至今

印度暂停在加拿大
签证业务

被指头脑不清 美国96岁女法官面临停职

9月21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库淑兰剪

纸艺术展预展上，参观者与陕西省美术博物

馆工作人员交流。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

由日中友好会馆和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共同主

办的“库奶奶的魔法花空间——库淑兰剪纸

艺术展”22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日中友好会

馆美术馆正式展出。

新华社记者姜俏梅摄

库淑兰剪纸艺术展在东京举办


